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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念艺术描述 

中国观念艺术描述 
——关于艺术实验与实验艺术 

   “实验艺术”这一说法比较含混，因为任何艺术只要具有创造性，都可以说处于实验之中。失去实验性

即样式化的艺术，与市场有关而与创作无关。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实验艺术是一种策略性称谓，一是说

它不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即“主旋律”，二是说多样化范围中允许艺术家进行实验性创作。批评界使用这个

术语通常与“前卫艺术”同义，既然精神需要前卫，艺术需要实验，两者合二为一，也没什么不可。其

实，前卫也好，实验也好，在很大程度上届于现代主义概念，在讨论当代艺术时，则常常和观念艺术(或新

媒体艺术)发生关系，因为对于架上艺术而言，观念艺术具有更突出的实验性甚至始终处于“实验”过程之

中而没有样式的归宿。本文即以观念艺术来讨论中国的实验艺术状况。 

    一、观念更新到观念艺术 
   “观念艺术”是’85新潮美术的—个口号，它的针对性是反传统，借助西力现代艺术成就，冲击中国社

会对创作自由的约束。’85美术运动在本质上是新时期的文化运动，所以它的意义也主要在劈开政治功利

和文化痼疾的坚冰，拓出多元并进的艺术格局。 

     从世界美术史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85美术运动只是西方现代艺术在地域上的扩散。的确，中国的

现代艺术——30年代和80年代——没有取得整体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等于新潮美术没有产生个别

的永远值得中国美术史记录的作品。是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创作造就了中国当代美术的中坚力量。分析

当时的情形，实在地说，参加新潮美术运动的青年一代同样身有重荷。他们大多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受

到的是俄罗斯（第132页）艺术体系的教育，而这个体系所培养的艺术家如果不另择出路，就只能凭降格

的古典主义艺术手段求生。写实功夫加上革命热情，’85弄糊儿只能提出“观念更新”的要求。而最好的

方式就是从现实主义转向超现实主义，这种就近转移既满足了美术家个体意识的表达欲望，又满足了反抗

写实传统但又不脱离写实技巧的创作要求。所以，不管是北方更具有文化策略意识的理性绘画，还是南方

更重视表现倾向的牛命流创作，都毫不问避超现实主义的影响。那是  个刚刚从梦中觉醒的年代，艺术与幻

想与梦员同在，与形而上学的退想与乌托邦的热情向在．由此发出思想解放即启蒙主义的呼唤。’85时期

中国艺术是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互混合的现代主义艺术，和当代世界美术的发展并不同步。艺术家们

尽管大倡现代艺术，但对现代艺术作为基础的形式主义却无暇深入研究，新潮时期抽象艺术的贫弱即可证

明。当然这是就’85新闻的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排斥个别敏锐的艺术家开始进入当代状态，甚至可以说，

正是这些边缘性的努力导引了中国美术后来的发展。像较早从事材料研究的艺术家仇树德、管策、焦应

奇、张水见、宋海冬、张培力、王毅、戴光郁等等，实际上起到了一种连接作用，把技艺性的架上作品引

向实体艺术，开架上艺术观念化的光河。这里则“观念化”和新闻时期所言的观念有所不同，严格地

说，’85新潮的“观念更新”指的是艺术形式和表达意图的反传统，而当代艺术中所言的观念意指作uuu
所指文化问题和思维智慧的省代性。而所谓“观念艺术”即是指具有此类特征的环境艺术、行为艺术、装

置艺术、影像艺术、方案艺术等等。如果说材料实验引动的是“无物个是艺术”的问题，那么，“无为而

不是艺术”的厦门达达显然更为激进。书然这并不是说黄水弥等人在当时怎样的超前，而是说他们标榜利

效仿的达达丰义特别是杜桑的确是发生在现代主义内部的不同力量而首先通向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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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早期的观念艺术作品，大致有三种互相交叉的取向：是政治化和事件化，如现代艺术大展上宋海冬

的地球仪、肖(第133页）鲁的枪击电话亭、张念的孵蛋等等。二是本土化和中国化，如谷文达、吴山专、

徐冰与汉字有关的布置艺术，吕胜中的小红人等等。三是超越政治性和民族化，关心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

和生存问题，如黄永的洗涤艺术史、张培力的甲肝状况报告等等。其间，真正有分量的是宋海冬、黄永、

张培力三人，就是现在来看他们当时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其他人则有持后来的发展。 

    1989年以后，中国美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象，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生活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

代三种状况相互交织的现实之中。呈现之十美术，一方面是学院派抬头，逐步取代纯粹政治功利性的官方

艺术而成为官方认同的艺术，由此新学院油画和新文人画盛行。二方面是部分新潮美术家沿新潮思路而

进，这种思路的基础是现代主义的二元对抗，对立即价值。由此产生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绘画，以故作正经

的文革图像消解一本正经的政治神话，以嬉皮赖脸的生活世象嘲弄空洞无物的社会理想。其针的问题仍然

是新潮问题，即中国社会如何以“前现代”进至现代，而这一问题正好是西方人权主义者界定的“中国问

题”。其实90年代的巾因由于先进通讯和公共传媒的普及，由于中国人已被置于当今世界化资讯的共时性

状态之中，它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人权状况的题。 

     1989年以后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绘画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西方组展人需要中国例证，不是因为创作

者转弯抹角、浅尝辄止的艺术策略，而是因为它们的确触及到了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创作

倾向中所表现出来的解构策略，成为新潮运动的终结而指向新的艺术状态。因此那些更为真诚、更为坦

率、更有创作智慧的艺术作品理应成为“89后”创作的代表，我指的是孔永谦的《文化衫》、张培力的们

1990标准发音》、张隆的《苹果的阐释》、王川的《墨·点》装置等等。（第135页） 
     前两届威尼斯双年展展示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但无论是奥利瓦还是克莱尔，其选择都是机遇性，他们

倡导多元文化的展览方针是立足于欧洲中心兼取边缘的多元，不仅从意识上后顾中国艺术，而且在样式上

仍然把中国艺术家文物化。如果我们征他者的眼光中沾沾自喜，不过是从一个政治陷阱走入另一 个政治陷

阱，从一种权力制约转向另一种权力制约。艺术不能归附权利，自由与权力没法合并。 

    在此时期，一大批经历新潮洗礼的艺术家出国定居或出国从事艺术活动。经历几年磨合，逐渐在西方艺

术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大多直接进入观念艺术创作并逐步成熟。其中．黄永针对博物馆制度和术史所作

的一系列作品，陈箴的装置作品《圆桌》和37度,谷文达在世界各国举办的人发作品展，都可以作为代表。

吕胜中把他的剪纸布置发展为行为艺术，徐冰亦以其《新英文书法》从反省传统到利用传统反省中西文化

关系，陈强和蔡国强更是借助黄河环保问题和国际峰会在大陆完成了一次公开大型的环境艺术活动。 

     从国内情况看，观念艺术更多发生于广州、上海和成都。其中广州大尾象工作组、卡通一代、上海华山

艺术家群、武汉新历史小组和成都718工作室联盟以群体展出的方式从事观念艺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

用。广州由于“大尾象”的持续工作，再加上“卡通一代”的投入，如今己成可观势头。林一 林、陈劭

雄、徐坦、梁矩辉、黄一瀚、田流沙等等，有一大批人在装置艺术与行为艺术中耕耘。上海曾组织过好几

次观念艺术展，如华山艺术学校两次装置艺术展，华东师大“装置一环境一行为”艺术文献资料展，王南

溟组织的“艺术的方位”和朱其组织的“以艺术的名义”装置艺术展，王林组织的“旋转360。——中国

方案艺术展”，加上邱志杰、吴美纯在杭州组织的影像艺术展，还有第一、三、四届上海双年展装置部分

和许多外围艺术展，上海、杭州、南京这一片己有相当多的艺(第136页）术家专心于观念艺术创作。其中

张培力、陈妍音、邱志杰等人成就突出，而倪卫华、王南溟、钱喂康、施勇、张新、胡建平、胡介呜、周

铁海、王天德、杨福东、周啸虎、金锋等办均有传作。 

    以成都为中心，西南艺术家亦改变执迷架上艺术的心态，连续举办多次颇具规模的观念艺术展，包括

“水的保卫者”在成都府南河、西藏拉萨河、四川都江堰和重庆长江的四次大型艺术活动、“听男人讲女



人的故事”和“听女人讲男人的故事”观念艺术展、“失语”艺术展、“中日行为艺术交流计划展”等。

北京因其特殊的行政原因，少有成规模的观念艺术展。在从事观念艺术创作的人群中，北京的宋冬、尹秀

珍、张洹、马六明、王鲁炎、黄岩、林天苗、王功新、朱发东、汪建伟等都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此外还

有海南的翁奋，济南的高强和张强，深圳的杨勇等。所有这些创作活动产生了不少精彩作品，如林一林的

1000块的结果队黄一瀚《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张培力的影像艺术、陈妍音的女性装置、王南溟的

字球、张新的冰雕、王天德的《水墨快餐》、周啸虎的《谎言时代》、邱志杰的重复临帖、黄岩的人体山

水、马六明的人体行为、宋冬的天安门哈冰、王鲁炎的自行车、隋建国的中山装、展望的《浮石》、尹秀

珍的《洗水》、张洹等人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戴光郁的《搁置己久的水指标》、罗子丹《一半是农

民、一半是白领》、高航、高强的《十字架系列》……这些作品将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进入90年代的中国

美术史。我们无须妄自菲薄，在当代艺术中巾田正在开始产生无愧于当今世界的优秀作品。 

    二、代表作品与批评阐释 
    为了讨论90年代观念艺术的创作成就和中国智慧，首先来分析一些代表作品：(第137页）    

                                                

(第138页） 

    1．宋海冬《地球仪》(装置) 
    在北京现代艺术展上，宋海冬送展的是装置作品。作品是地球仪和捆在上面的砖块，作者把地球仪上东

德和西德的界限抹去，写上了“德国”的字样。据作者介绍，当时东德大使馆官员见到这件作品后提出抗

议，作品被移出展厅，为一间L3本画底收藏。这件作品创作的时间是1989年初，东欧尚未出现剧变迹

象，起码国内尚无任何信息和传闻。作者以艺术方式拆除柏林墙的想法，无疑是巫术般预言式的思想。当

提抗议的东德大使馆在北京个复存在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作品，不能不为艺术家睿智的眼光和超前

的感悟所折服。 

    2．王川《墨·点》(装置、环境) 
    1990年王川倾其所有，在深圳博物馆做了一个题为“墨．点”的环境装置。作品把室内空间布置如祭

坛，以极简手法绘制墨点，解构传统水经的表现情结，把现代水墨的抽象性推向极端。作品以几何化的单

纯的黑色圆形，创造了素洁、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以日全食的象征性完成了对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的

祭奠，这在当时中国大陆是唯一的公开的有相当规模的观念艺术作品展览。作者把现代主义代表性阴极简

风格运用于水黑，不是去创造一种个人样式，而是提出一种转变，即抽象水墨从架上艺术向观念艺术的转

变。 

    3．张培力《1990的标准发音》(绘画、影像) 
    中国的政治波普尽管在国际展览中走红，但仔细分析，其实很尴尬。一方面要投西方策展人之所好，  
—方面要顾及国内意识形态限制，往往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只能借助历史隐喻和组合拼凑，失去了波普

艺术利用现成图像的坦率与直接。只有张培力的这件作品，从绘画到影像，最具代表性又最具现实性，最

具通俗性又具寓意性。不仅直截了当地切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文化政治生活之中，而且明白无误地提

示传媒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困境。可以说既是国际话语又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第139页)其艺术敏锐与智

慧，为他人所不及。 

    4．孔永谦《文化衫》(行为) 
    孔永谦于1991年7月在北京出售他自己加工制作的文化衫。在中国把印刷文化衫作为艺术活动，孔永谦

是第一人。作者非常敏感地捕捉到北京市民的文化心念和政治倾向，以司主见惯的政治口号和市民白话为

内容，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烦着呢，别

理我”，“是上班，还是练摊”等等。作品把中国的政治历史与现实间题波普化，并直接以推销的方式出

售作品，其商业性和大众化正是波普艺术引以为荣的特征。结合当时的政治语境，孔永谦以极其聪明和最

为巧妙的方式完成了他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唯一一件作品。 



    5．戴光部《搁置已久的水指标》(装置、环境) 
    1995年，戴光郁和美国艺术家达蒙在成都通过市政府举办了题为“水的保卫者”的生态环境艺术活

动。戴光郁展示的作品是：拍摄成都市民的黑白照片，放大后陈列于医用平盘，再注入成都市府南河被污

染的河水，让市民头像照片浸泡其中。展示7天，照片一天天被腐蚀，开始变得斑驳、残损，最后变成一张

没有形象的黄色相纸。作品用科普展示的方式，在不动声色的直观之中，向市民提出城市环境生态问题，  
让人震惊，也让人警醒，具有极住的社会反应，堪称中国生态环境艺术的典范之作。 

    6．陈箴《联合同》(装置) 
    上海艺术家陈箴长期旅居美国，1995年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之际，他应邀创作了装置作品《联合

国》。作品是—个巨人的圆桌，圆桌中心的转盘是《联台国宪章》等全球性的法律文件。围绕大圆桌的周

围，是一圈各式各样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椅子，椅子高矮不一，但座面和桌面嵌成一个平(第140
页）面。于是椅子靠背使圆桌变得参差不齐，而在桌面之下，则有些椅子着地，有些椅子悬空。艺术家通

过简练而机智的组合方式，表达了对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理解。其对权利与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性的思

考既是深刻的又是独特的、具有启发性的。 

    7．宋冬《哈冰》(行为) 
    凡左过天安门的人都会泞意到北京寒冷的冬季，这里的广场几乎不结冰。原因是这里风大，也很少有水

会撒在地上。但1996年的一个夜晚，宋冬以教师的名义征得守卫武警的同意，躺在地上，历时3个小时，

用自己哈出的热气把广场上的一块地砖混成了冰砖。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物理现象的展示。但作品深藏着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反省。从古到今，多少人满怀治

国方略、救国热情，在这里表达赤子之心，但结果往往是悲壮的。这块独一无二，反射着阳光的冰砖无疑

具有鲜明的象征性。作品完成的过程说明宋冬是一位极富想像力的艺术家。 

    8．徐冰《新英文书法》(行为) 
    徐冰把英文字母略加改造，对应汉字笔画，发明了一套用方块字书写英语单词的办法。然后举办培训班

教授西方观众用毛笔书写方块状的英语单词。艺术家从不能认识的汉字天书开始，进入全球文化交流，他

利用的资源——汉字、书法——看起来是最中国化，最不易沟通的东西，但艺术家以汉字书写如字母书写

的相同性为契机，极其智慧地找到了中西方文化的联系方式，这种联系方式是艺术想像的，也是实际操作

的，这里没有意义误读的怪圈，却有形式审美的默契，更有对文化并存性与相融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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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陈劭雄 《城市录像》(影像) 
    2000年上海双年展以城市建筑为题,陈劭雄参展的作品是(第141页）一盘电脑制作的影带。作品的场

景是上海外滩典型的城市景观，高楼直插云霄，街区车水马龙。一架飞机，就像“9．11”袭击美国纽约世



贸大厦的飞机，朝着高楼飞过来。没有爆炸，而是顺着高楼的几何形转向，飞走了。然后一架又一架同样

的飞机飞来，或者被高楼让开，或者被高楼弹了回去，或者黏在了高楼上。作品让人哑然失笑，却又让人

久久沉思。这种卡通式的挪用和虚拟，不仅是对重大国际时事件的机敏转换，而且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机

智反省。作品是幽默的，也是严肃的；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这样的作品出现在以建筑为题的上海双年

展，更显得别具匠心。 

    …… 

    观念艺术征中国大陆的勃兴，结束了中国艺术家尾随欧美艺术祥式的状态，典型如前一阵的弗洛依德

风、巴尔蒂斯风、沃霍尔风、昆斯风。也就是说，我们对西方的见习和模仿已经失去意义。创作由此进入

更加健康的心态：我们无须去西方收寻奇货、追遂时髦然后倒卖中国抢占舞台，而是而对中西古今的艺术

资源自巾选择，挪用、生发、组合、拼接，无一不可。我们不必处心积虑去谋求与外在权力的共谋姓，结

果弄得面目全非，而是在可能的条件下自主地从事创作和组织展览。同时，我们也不仅以意识形态抗争为

唯—归宿，而是把自己的关心投向当代人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生存问题和文化问题(当然也包括政治问

题)。 

     观念艺术使中国当代艺术由语言创造(本体论)向媒体创造(智慧论)推进。也就是说，即有作品范畴——

如绘画、雕塑的形式原创除了证明艺术家的个人能力外，已个冉成为艺术凸现于社会即判断艺术创造力的

标志。在波普、涂鸦和现成品艺术之后，既然艺术的和非艺术的传达媒介在当代艺术处于等值地位，那所

谓创造即是在独立精神启示下对既有的和正在产生的多种传媒的自由运用，一方面转换传统媒介，一方面

是发掘大众资源，其归宿既非形式风格，亦非语言样式，而是具有个人特征的问题意(第143页）识、思维

方式和智慧水平，即人和世界、艺术家和境遇发生关系的角度、管道、广度和深度。观念艺术具有机遇

性、偶发性和一次性的特点，成为最不容易样式化的艺术。因为其距离商业化和体制化最远，故保持着艺

术的此时状态，个体精神和野生力量。起码可以证明，无论商品社会如何发达、官僚机构如何健全，艺术

作为和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活动，永远不会被—网打尽。 

     当代艺术以观念艺术作为代表，更关心人的感觉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需求和思维智慧在当代文化背景

中的深刻变化独立地批判性地穿过复杂多样、综台具体的信息去真正感受现实 
生活和把握文化动向。当代艺术对人及其生存状态的思考证明了思想独立性和深刻性的价值，同时也和随

波逐流、由惯性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化消费主义划清了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艺术作为一体化既

成文化的异在力量出现时，它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而不至于被淹没在文化消费之中。所以，对当代

艺术家而言，媒体即思想，媒体变革即思维创造、精神深化和智慧升华。 

     从90年代中国观念艺术的创作实绩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许多艺术家己开始同步性地关注当今世界的

诸多问题，开始以中国经验和个人生存经验作为创作起点，开始以东方人的思维智慧和精神方式介入当代

艺术，这是中国美术的希望，亦是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活力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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