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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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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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影像的双重身份 

    中国当代艺术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影像艺术加入的时间尽管不长，但是已经成了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今天展览活跃的时代，影像成了不可或缺的必要角色。中国当代影像尽管

融入了中国的当代艺术，但是其自身的特点仍然让其显出孤独的味道。 

    影像的可复制性和版画一样颠覆着原创性，影像的表演性和行为艺术一样具有消解收藏性的

意味，但是今天的影像艺术与行为艺术结合在一起成了艺术市场收藏的新的宠儿，虽然充满了

投机性和风险性。当影像遭遇艺术市场时它的前卫性还是否存在？这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市

场接受前卫的影像艺术作品并不否认其自身所具有的前卫性。但是，市场的渗透性会让影像艺

术在双重身份的游离中逐渐消解其自身的前卫属性。 
 
一 叙事性与失语 

    影像艺术的叙事性特点是伴随着它的产生而产生的，对于现实的记录是建立在固有的上下文

语境之中的，这就导致了其自身的写实性特征。但是无论是剧本的设计还是演员的表演甚至布

景的安排都是一种虚假的设计，后期制作的特效更是使其不同与现实。无论是多么荒诞的内容

都可以通过细节上的真实而使整个叙事性得到情感上的合理解释。 

    中国的当代影像是不满足这种叙事性所带来的情感满足的，其试图割断叙事性而寻求一种新

的建构，以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创造出逻辑上合理性。叙事性的消解使一种新的语言取代

固有的语言，产生的新的逻辑是否合理就需要密码的破译，解读的重要性就被突显出来，从而

使影像取得其它艺术品同等的地位，即非大众性。 

    当中国当代影像遭遇普通观众时便使观众的评价系统紊乱，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同时，作品

本身的密码没有得到破译时其自身同样是失语的，即作品与观众之间由于叙事性的消解而缺失

了交流的平台。作品通过艺术家或批评家的解读进入艺术市场，收藏家的收藏在不稳定的导向

下开始了其冒险投资。当一种失语成为符号时，其便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收益。 

 

二 大众性和精英化 

    同其具有叙事性的特性一样，影像艺术的观众是普通的大众。影像和其它的设计艺术一样是

属于实用艺术范畴的，其评价系统主要是大众以及大众媒体。但是，影像同样可以选择表现艺

术家思想的道路，中国当代影像便在创作中忽视了大众的期待，而意图通过艺术家的努力引领

大众的审美，这必然走向精英化。 

    网络平台的发达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权威，同样也消解了精英化。精英化的消解并不意味着精

英的不存在，而是精英的出场方式不同而已，同时也扩大了精英群体的数量。宣传的便捷使精

英的和约广布在各处，是否同意精英群体的既定利益是加入群体优惠的入门券。 

   精英群体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大众=精英，精英的存在必然是以更大数量的大众的存在为前提

的。中国当代影像走的是与商业影像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它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讨好大众

的，得到喝彩固然高兴，目前得不到也是正常的。 

 

三 实验性与追求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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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影像的作品多数是实验作品，实验的意思是说还不够成熟。既然是实验性的作品就

必然是包括许多新的技术、新的题材或其它新的因素，那么对于原有的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表现

内容有一定的继承和一定的颠覆都是正常的。如果已有的作品是经典作品，学习经典和颠覆经

典是实验作品都具备的特点，但是实验作品创作的目的又何尝不是希望形成新的经典呢？对待

经典作品和实验作品要有客观的态度，这是促进艺术发展需要的态度。 

   经典作品的产生必然是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在某个领域里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便意味着成为

经典。经典作品的确认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结果，固然创作的目的是塑造经典，但是经典

作品往往是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才被尊奉为经典的。 

   大家在关注经典作品的同时不能忽视实验作品，实验作品的时效性远远超过经典作品，把握

好实验性作品是把握当代艺术脉搏的关键，对于中国当代的影像艺术更是如此。 

 

四 技术性与艺术性 

    艺术创作既不能忽视操作的技术性，又不能忽视审美的艺术性，影像艺术尤其如此。对于技

术的熟练运用是影像创作的基础，如果对于技术的操作不能运用自如的话很难创作出较好的影

像作品。同样，如果只是具有熟练的技术，而缺乏思想性和审美性的话更不可能创作出好的影

像作品。 

    对于实验性的中国当代影像而言，技术性的掌握就目前而言和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

的，这也与经济的制约力有关。但就思想性而言问题就更多也不集中，主要原因是艺术家自身

知识体系的零散和外在知识影响性的作用。批评和市场导向都成了今天实验影像发展的外在因

素，艺术家个体的主体意识不够完善。 

   艺术家在对二者关系的把握上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说过于依赖技术、思想的表达和技

术的实现之间有鸿沟等，这都是证明中国当代影像还处于实验阶段的证据，但是并不是说这一

时期就不会产生经典作品。 

 

五 娱乐性与批判性 

    艺术的各种门类都会遇到功能问题，影像也不例外，并且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影像在功能的选

择上更是面临着双重的选择。娱乐性与批判性在以叙事性为主的商业或主流影像中都存在，只

是更为侧重某个方面而已。在这两种影像中大众是最大的受众，欺骗性和引导性的需要使娱乐

性和批判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审美性大多数时候是并不独立的。 

    实验影像意图突破叙事性，达到某种特定的逻辑合理性，审美在这里是独立的，是有自身的

生命的，所以娱乐性的存在是为了艺术家个体精神上的愉悦。批判性的存在这时也是隐含在审

美之中的，正是由于批判性的隐含性所以批判往往更激烈和更深入。 

    实验影像的特定精英群体观众使其通过特定的表达方式来展现其娱乐性和批判性，并且二者

是分离的，观众得到的是批判性的话语，而艺术家通过批判理念的释放而达到精神的娱乐性。 

小   结 

    中国当代影像虽然不可避免的要堕入艺术市场的掌控之中，但是其自身的反叛性又通过其在

不同领域的挣扎而得以释放，其双重身份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选择面具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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