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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30年前的艺术是什么样子。30年正好是三

代，中国当代艺术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体现，然而只有最近的十年，对整体的艺术现象最难于定义。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

开放的初期，历史的批判与思想的解放是艺术的主流，在艺术上的表现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织。90年代，改革

大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激烈动荡，都市化的生存，大众文化的兴起，

冲击与压力，在艺术上都得充分的表现，艺术语言也从传统向当代转换，新的视觉经验日益转化为新的媒介和新的表

21世纪，艺术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多样性，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中国的直接冲击，民族自信心的空前高涨，经济

人生存的落差，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社会群落的分化，都以不同方式反映在艺术中；艺术本身也不再有相对统一的形

不同的媒介和各自不同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艺术取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30年前的艺术是什么样子。

三个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体现，然而只有最近的十年，对整体的艺术现象最难

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历史的批判与思想的解放是艺术的主流，在艺术上的表现是现实主义与

交织。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激烈

市化的生存，大众文化的兴起，全球化的冲击与压力，在艺术上都得充分的表现，艺术语言也从传统向

新的视觉经验日益转化为新的媒介和新的表现。进入21世纪，艺术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多样性，国际

变化对中国的直接冲击，民族自信心的空前高涨，经济繁荣与个人生存的落差，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社

化，都以不同方式反映在艺术中；艺术本身也不再有相对统一的形态，各自不同的媒介和各自不同的身

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艺术取向。 

    面对这种急速的变化和复杂的形势，影像艺术作出了最直观的反映。《古平岗一号》（许昌昌，2007

的泥土和孤独的建筑的强烈对比触及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在现代化挑战人的基本生存的背后，是权力金

的博弈。一个优美的画面掩盖着生存与生态的焦虑。《北京新山水·匡庐图》（于洋，2008）展示了一

景观和现代化追求的梦想，更象征着一种浪漫主义的破灭，以人的梦想为起点，却以人的消解为结果。

术的评价也体现了一种现实的距离和社会的矛盾，对公众意识而言，梦想可能还在延续。影像总是从平凡的角度接

近深刻，《妈妈》（翁云鹏，2009）即是一例。这个电影视频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暗示了当代社会的图

大众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的影响和塑造；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个人生存与全球化的关系，在信息与图像全球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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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变化总会以各种渠道影响到人的存在。 

    在90年代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绘画与雕塑在新世纪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新的媒介相比，它们有更明

识，与传统的关系更加密切，当然，不是传统的延续，而是对传统的反思与重构。姬子是老一辈艺术家

遇》（2009）以传统的手法与媒材表达一种精神性的意识。自新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重振旗鼓，在

民族自信与全球化的激烈碰撞中，传统何以重构，何以成为当代文化的一环推进文明的发展，却是仍在思考的

题。《椅子·位置》（傅中望，1999）直接表达了现实与历史的矛盾，他一方面在解构传统，另一方面又把

为一种顽强的存在，即有一种历史的感怀，又沧桑般的凄美。《儿童》（何晋渭，2008）使我们回到90

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底层和边缘的利益为代价，然而在90年代初显的问题，在当今仍没有解决，而且随着

和民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儿童》的另一方面是绘画语言的图像化，画家力求以镜头般的

感受直观的现实。《狐狸》（李文峰，2009）和《姐妹淘之密语》（林欣，2009）代表了一种青年现象

意追求图像化的效果和波普的表达，而是对个人经验的直接记录，卡通的一代，独生的一代，两者的结

当代艺术的独特景观。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经验，抵制传统、制度和家长的管制，他们追求理想，却又遭遇生存的

重压力。他们没有可继承的经验，也看不到明确的个人前途，世界是他们有限的生活感受的碎片，在个

拥抱最后一片纯洁。《2008》（刘力宁，2008）象征性地表达了现代化生存的困境，这是一种直接的生活感受

们处在一种不可逃避的现实之中，在欲望和诱惑的矛盾中，人最后被异化为物。 

    2005年和2007年，我们分别和德国有关方面合作，分别在中德两地举办了两次中德当代艺术论坛，

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中德艺术交流展”，通过这样的活动使我们对德国当代艺术有一个初

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德当代艺术的比较，使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艺术与传统并没

裂，即使是最受批判的文革美术，也还以各种方式再现在当代艺术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不由单一的价

定，新的媒介和手段的出现，不是对现有价值的否定，而是在多样性中增加新的内容。正如在飞速发展的中

会，传统是对激进的制约，改革带来传统的更新。因此，决定当代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与中国社会的关

代的艺术都构成那个时代的社会表征，甚至不同地域的艺术，尽管不具有前卫的样式和都市的话题，但同

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如同我们面对都市景观的困惑时，胡同和乡村可能更能解答我们生存的困境

德中同行当代艺术展”有60位中国艺术家参展，其多样性的面貌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缩影，也是中国当

一个缩影。这种多样性不只是艺术的风格和手段，而是他们穿透社会、反映生活和体验自我的可能性。

也是这样来看待德国的当代艺术，在我们不再以表现主义和新表现主义来认识德国艺术时，新一代的德

为他们的艺术向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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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的中国雕塑

谋杀“真实”

当代艺术如何介入城市文化权力空间

批评语境

超越模仿：中国当代美术的焦虑

中国绘画史上的现代艺术实验

关于西方后现代时代艺术状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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