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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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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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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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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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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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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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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被动现代性(一) 

      “不少西方朋友经常问我‘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的前卫？’，或者如何界定

中国的当代艺术，”这是高名潞探讨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这个命题的原由。 我进入这个话题

的原由是，中国艺术家问我“有没有必要让已经被西方后现代pass掉的几何抽象和形式主义

拿到中国来重新登场”，pass掉的当然就不能叫前卫、现代、当代，于是我也就无法回避在

中国什么艺术具有前卫、现代、当代意义的问题了，我思考的结果是，只有提出“被动现代

性”的概念，才能回答这个拿来主义问题。 

  不管高名潞说的“整一的现代性”（Totality of Modernity），还是我说的“被动现代

性” （passive modernity），都属于本质论命题，这是我最不愿涉足的领域，因为只要有

一个例外现象，就能颠覆整个结论，不管你能拿出多少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这就是说，你只

能得100分，得99分和得0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也正是因为思维的高难度，即便错了，也

属于高级学术产品。高名潞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人，面对这样的难题符合他的性格，而我

完全是被问题所迫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 

  一、被动现代化与被动现代性 
  显然，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绝不仅仅是本题论问题，更不仅仅是个名词解释，而是涉及到中

国艺术被西方“诱奸”以来的中国艺术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认识问题。这里的“诱奸”没

有任何民族主义情绪，而只是一个尽可能贴切的断代比喻，原因是不能在给这个时期的艺术定

性之前采用“现代”、“当代”之类的命名，而“诱奸”不但能恰当地指出我们在讨论哪个时

期的中国艺术，而且能标明本文所强调的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的被动性。再有就是“诱奸”与

“半殖民地”和“后殖民”状态相对位比较恰当，而“强奸”则更适合彻底的“殖民地”文

化。被诱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的先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的落后焦虑（anxiety of 
lagging behind）。落后焦虑一方面造成被诱奸，另一方面导致对照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母

体文化的反省与批判，而这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一回事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拒绝

西方文化的诱惑，我们也就等于放弃对照西方对中国文化母体进行反省和批判，于是也就只能

在保持落后的同时不断地受落后焦虑的煎熬，这肯定是不符合民族振兴的愿望和目的。五四运

动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今天还被视为正面的历史实践，就是因为我们至今都不能放弃对照西方

对中国文化母体进行反省和批判，王南溟坚持（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就坚持这种反省和

批判。 

  然而，但我们把西方当作自我反省的镜子，把“引进消化吸收”当作走出落后焦虑的不二

选择的时候，身份焦虑（anxiety of identity）又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文化失身”

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的“第二性”。在我们不面对“第一性”的时候，这种“第二性”

的屈辱感是微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们面对“第一性”的时候，才强烈地感受到，并

导致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一旦这种身份焦虑压倒了落后焦虑，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维护中国文

化尊严的民族主义者，从母体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一个母体文化的守护者。从已故的徐悲鸿、

林枫眠，到依然健在的吴冠中，都是从落后焦虑开始，到身份焦虑结束，从学西方开始，到回

到国学结束。长期地、频繁地接触“第一性”的高名潞，很难摆脱这种留洋宿命，从“理性绘

画”的倡导者和85新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到“整一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倡导者和推动

者，从西方方法论的倡导者，到中国方法论的倡导者，都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使他从主要感受

“落后焦虑”变为主要感受“身份焦虑”。 

  我也是有留洋经历并因此切身感受过“身份焦虑”的人，在美国的时候，我最常哼唱的歌

是《志愿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歌唱祖国》、《谁不说俺家乡好》，而且是第一

次亲身感受到这些歌的力量。在美国，唱起“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时

候，声嘶力竭，热泪盈眶的华人太多了。回国之后，我还与老朋友陈少平有过一次“谁不说俺

家乡好”与“谁不说俺家乡糟”的辩论，其本质与高名潞和王南溟的辩论是一样的，只是没有

公开而已。这也是我回国之后在美术界长期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沉默的过程既是一个重新熟

悉国内情况的过程，也是一个把身份焦虑主导（anxiety of identity oriented）变为落后焦

虑主导（anxiety of lagging behind oriented）的过程。其实，高名潞也不是没有落后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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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他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本身就是落后焦虑的体现，王南溟也不是没有身份焦虑，他提出的

“更前卫”和“后抽象”都包含了超越西方的愿望，没有身份焦虑是用不着这样做的。如果他

们两个人对调一下所处的环境，观点可能也就“对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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