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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本站公告

作者：栗宪庭 来源：中国美术批评家网  

重要的不是艺术 

   “85美术运动”不是一个艺术运动。因为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艺术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现代

艺术的发轫是在西方人文主义有了深厚社会基础之后，现代哲学主体意识的凸现，并从两个不

I司方向为现代艺术开拓了道路，一方面强化了感性本质，开拓了现代人的内心层次，一方面

强化了理性本质，发现了人本体的语言、符号信息结构的世界；科学技术的革命诸如心理学、

符号学的拓展，又从心灵与符号的对应关系上直接启发了现代艺术；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设计

的发展，而设计意识正是现代艺术语言的重要内核；各种价值观的变革，带给现代艺术和传统

艺术一系列的审美意识的相异等等，这一切几乎是同步地为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条件。然而

在中国，无论是缺乏人文主义的封建传统，还是建国后“极左”思潮的干扰的现状，中国艺术

的复苏，都是在一个从哲学到经济低层次的拨乱反正的政治气氛中开始的。 

    中国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没有显示现代艺术产生的趋向。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写实主义作

为一种语言范式，它的功用、价值等综合达到极致，于是对造型艺术自身不可替代价值的探求

就成了现代艺术的标志。这是一个重新构建语言范式的分析的时代。对形、色、线，对制作过

程，对材料等，近百年的现代艺术几乎涉足了所有的造型领域和表现的可能性。然而中国的艺

术背景，一方面是重神韵，重主体意识表现，重绘制过程等的传统；一方面是受苏联影响，重

再现，重文学性，重社会功用的现状。前者与西方现代艺术有某些相似之处，它的逆向发展就

不可能出现与现代艺术相同的趋向。事实上，近代以来，正是徐悲鸿写实主义进入传统艺术，

这种传统走到极端所产生的逆向发展，因其表面的写实，便与建国后的艺术状况合流而一了。

然而合一后的现状，基本上没有进入艺术状态。所以艺术的复苏，其首要任务就是使写实主义

进入艺术状态，而不是变革写实主义本身。更何况写实主义作为一种语言范式，它的写实程

度、综合能力以及审美特征还远没有达到西方现代主义以前的程度。 

    所以，艺术复苏关非艺术自身即语言范式的革命，而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红光亮”、

“歌德”的反动，则是以四川为代表的“伤痕美术”的骤起；对“假大空”、“重大题材”的

反动，则是以陈丹青为代表的“生活流”的风行；对艺术从属政治，内容至上的反动，则是以

北京机场壁画为代表的“装饰风”的滥觞。这都是在一种逆反心理的驱使下产生的，变革的核

心是社会意识的、政治的。 

    “85美术运动”就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深人，而非新起的现代艺术运动。然而“85新
潮”出现了从精神意识到绘画语言惊人的相似。前几年美术界大声疾呼的自我表现在这里被抛

弃了，因为他们想表现的不再是个人的情绪，而是整个一代人的思考。其实从自我表现提出以

来，美术界从来没有出现真正的个体意识的潮流，而共同的社会意识必然使他们的作品整齐划

一了。这个口号提出的实质，不过是对虚假的反动， 强调真诚而已。现代艺术是重新构筑新

的语言范式的分析时代，所以它不是纯精神的，而是开放的、多层次的、大众化的。而“85新
潮”在既无现代科学的社会背景，画家亦无多种学科素养的情况下，只有借西方现代艺术的某

些外壳，来寄寓自己软弱的、神经质般的纯粹精神。“85新潮”之所以基本上只是超现实主义

式和劳森伯格式，就因为这两种语言更适合传达他们哲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从许多作品看

出，他们的焦虑，他们的茫然，都是在对以人的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各种观念的重新思考。所以

他们更喜欢西方现代哲学，他们爱写文章，而且喜欢艰涩的抽象表达。这表明这场思想解放运

动开始进入哲学的层次，但并非现代艺术运动自身，充其量只是一个思想准备阶段。因为科

学、经济的落后，使他们愈加走进沙龙；哲学的贫困，使他们不得不去冒充哲学家；思想的无

力，使艺术作品不得不承担它负担不起的思想重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骄傲，然而这也正

是当代中国艺术的可悲。(1985年冬) 

    手记：这是我从现代主义纯粹性的价值支点向新潮发问，同时也是自问。这种发问建立在

80年代初期的艺术实践中，即当1979年大量的现代主义实验，在1982--1983年开始向抽象

主义演进时，“85新潮”即以一种文化批判和人文关注的角度席卷美术界，并显示了它与星星

美展、“伤痕”和“乡土”的某种继承关系，如大量超现实主义样式借一种哲学与人文内涵，

使写实技巧再度复活，而中断了抽象主义试验，或者说，把抽象主义试验变成热潮外的边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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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另一方面即把8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批判转换成一个文化和哲学的思考；从内涵到样式都

保持了与80年代初期同样的艺术与语境的不可分离关系。这种不可分离关系与西方现代艺术在

表面上的语言自身逻辑的演变不同，这是我当时极力思考的问题。到底我们如何评价中国的现

代艺术?是以语言自身逻辑的西方现代艺术的语境角度呢?还是从文化情境与艺术的中国角度?
此文先以西方的角度去追问中国的新艺术，其后，我又在《“后现代”·“民族化”和“稻

草”》中继续发问，同时，我在《我们最需要对“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和

《大灵魂》中又站到艺术与文化情境的不可分离的立场上。    当时我写的《重要的不是艺术》

一文，许多人以为我在批判新潮。其实，我作为编辑，当时是想提出问题，引起对这个问题的

讨论，包括“大灵魂”也是如此。可惜，对“重要的不是艺术”的讨论，只有一个留学生提出

与西方不同正是它的价值；而《大灵魂》，不少人误解了我只重灵魂不重语言，提出一大批关

于语言的不同意见。其实，我所关注的依然是价值标准的问题，因为当时一些学院艺术家认为

新潮艺术作品画面不讲究而提出纯化语言问题。 

    包括水天中先生也写了《请看画面》，都鉴于新潮艺术太着重作品中的哲学、文化观念而忽

视作品语言本身的问题而发的。提出作品的好坏必须通过作品本身来判断，这本不错，但是，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价值标准发生变动的时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会由于画面背后——精

神背景——价值支点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歧义。我在《大灵魂》中提到法国古典主义与浪漫主

义之争，浪漫主义被当时占主流的学院艺术家所不屑，现代派早期的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塞

尚、凡‘高，都为当时艺术界所不容，都被认为是坏的艺术．就是因为新的价值标准尚未被确

立之时，人们依然会习惯使用旧的判断标准来看作品。所以“大灵魂”的基本想法就是要艺术

界注重这种时代总体上大变动的精神背景，文章的前三节都是强调大的精神背景——文化情境

对艺术的重要性，也是判断作品的价值标准的基础。当然，这种价值标准也首先是通过艺术家

的作品，批评家的选择与阐释，理论家的体系建构而成的。《大灵魂》的第四节是从中国新老

传统造就的中国知识分子分裂人格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化情境不同于西方，主张艺术家关注中

国当代问题。即我在后来所写的《“五四美术革命”批判》中继续探讨的中国新旧传统始终没

有逃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循环，达则是“文以载道”的政治功能艺术，

穷则是“超逸淡远”的文人画。 

    我们从80年代新艺术中刚刚看到一种非功利的人文关怀的艺术在逃离这个循环后，远离人

文的纯粹性呼声又起，难道还要再来一次文化循环吗?所以我主张超越这种文化循环，企望新

的价值支点在于新的人格的建立，也企望一种非功利的直面人的 
生存感受的新艺术。 

                                   (原载《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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