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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老一辈批评家正在逐渐江湖化、圈子化的话，那么当前的青年批评家的成长环境便是以这个圈子为大背景的

们天然地接受了批评的圈子化，江湖、圈子在他们的批评意识中已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种批评家之间一代一代

来的关系，是一个天然的同盟。在这个同盟中开展相关的批评，有些批评的禁区是约定俗成的，也是青年批评家在批

所要遵守的底线。例如：自己的院系不能批评、导师不能批评、师兄弟不能批评、与导师或院系关系很好的批评家不能批

曾经热情帮助导师和自己成长的报刊杂志更不能批评。相反，其他的批评对象就可以进行最严肃公正的批评，甚至溢出批

范畴进行有力的攻击也无大碍。从这样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批评家，少年老成，城府极深。他们熟悉批评圈中的各

节，关系之间孰轻孰重已经掂量得十分清楚。而在这些关系中要数学院中的师徒之间，又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青

必称我的老师如何如何，过分的尊敬师长让人产生腻味的感觉，仿佛连正常的师生关系都不能保持。而这样言说的潜

是不言自明——随时抬出师傅来，就是为了抬高自己。师徒关系由利益这根线维系，于是形成一个攻守同盟。师生关

常导致教学的不正常 ，没有形成学派，却成了小集团，各个利益关系之间抢占山头，相互攻击，拉帮结派。而维护

盟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一旦一朝利益链断裂，这样的青年将又会是该腐朽团体内部产生的最强有力的破坏力量，他

击时火药的猛烈程度甚至叫他们的敌人也咋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不远的“文革”历史中每天都会上演。

对对对对青青青青年批年批年批年批评评评评家的批家的批家的批家的批评评评评 

 YX: 

    你对当代艺术批评日益边缘化、无足轻重批评失语、自甘堕落的现状的不满和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

当下的尴尬处境。对于这个问题，批评家并没有讳莫如深，都积极地从批评外部的环境因素和自身内部

症结，以期对批评的症状能开出有用的药方。有的批评家将批评的诸种病态归咎于当代艺术生态的混乱

批评家则从内部寻找问题，认为是批评家自身的问题——诸如批评的圈子化江湖化等原因造成的。诸位批

评的批评，可谓是切中要害，直指病根。你我都愿意致力于批评，我们又都是刚出校门的青年，所以我更愿意和

谈谈目前青年批评家及其批评的问题。 

    毫无疑问，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如果坚持下去，将会是今后批评的主力军。对于青年，整个社会都赋

的愿望和期许。我想通过和你讨论青年及其批评的问题，也来谈谈当代艺术批评的失语问题。 

    如果说老一辈批评家正在逐渐江湖化、圈子化的话，那么当前的青年批评家的成长环境便是以这个

景的。他们天然地接受了批评的圈子化，江湖、圈子在他们的批评意识中已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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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一代一代师承下来的关系，是一个天然的同盟。在这个同盟中开展相关的批评，有些批评的禁区是

的，也是青年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所要遵守的底线。例如：自己的院系不能批评、导师不能批评、师兄弟不能批

评、与导师或院系关系很好的批评家不能批评、曾经热情帮助导师和自己成长的报刊杂志更不能批评。

的批评对象就可以进行最严肃公正的批评，甚至溢出批评的范畴进行有力的攻击也无大碍。从这样的大

起来的青年批评家，少年老成，城府极深。他们熟悉批评圈中的各种环节，关系之间孰轻孰重已经掂量得十分

楚。而在这些关系中要数学院中的师徒之间，又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青年学生言必称我的老师如何如何

的尊敬师长让人产生腻味的感觉，仿佛连正常的师生关系都不能保持。而这样言说的潜台词一般是不言自明

时抬出师傅来，就是为了抬高自己。师徒关系由利益这根线维系，于是形成一个攻守同盟。师生关系的不正常

教学的不正常 ，没有形成学派，却成了小集团，各个利益关系之间抢占山头，相互攻击，拉帮结派。

系同盟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一旦一朝利益链断裂，这样的青年将又会是该腐朽团体内部产生的最强有力的破坏力

量，他们相互攻击时火药的猛烈程度甚至叫他们的敌人也咋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不远的“文革”历史中

上演。 

    今天，批评家的身份不再单纯，往往身兼批评家、策展人、画商与画家之间的掮客多重身份。假如

下，了解一位青年批评家是谁的学生，策展人和那位批评家的关系最好，一个不二法门便是了解参加这

览的中的批评家和为其展览主题卖力地摇旗呐喊的鼓吹者便可。同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八卦出那位青年批

于那所学院、目前就职于那家单位、杂志。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假如你在这里看到一位批评家的文章

定会在其他地方阅读到有着相同观点甚至句式的文章，那么他们肯定是师徒或私淑弟子的关系。这都是目前批

子化的具体体现。 

    尽管这些青年批评家身份多重，职责多样，可厉害的是这些多重的身份并不会成为他们华丽转身的

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工具批评家、改革批评家和独立批评家之间，而所谓精神的痛苦是没有的。和先天带

江湖化一样，工具化也是青年批评家随身携带的。中国的艺术界，学院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无论是真

还是等待招安的壮士，都和学院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学院如同是一个大磁场，牢牢地控制着当代艺术

批评家既没有逃脱这个磁场的能力更没有计划逃脱的准备，身份的模糊性能使其自由地在各种利益之间

与金钱、权利合谋早已是青年批评家与生俱来的娴熟手段。 

    正如你所说，青年批评家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难免会遭到老一代保守批评家在话语权上阻挠，

批评家的存在压制了青年批评家的发展。这种问题也许存在，但不是主要原因。我倒是更愿意从青年批

角度来寻找问题的根源。我想这更是由青年批评家对权力的欲望所致。老一代批评家发展到今天，肯定有自己的

系网，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青年批评家的郁闷产生于想进入这张网又不能如愿，我并没有听说那位优秀的

家因为写了优秀的批评文章而因老一辈的压制而无法发表影响前程的事情。青年批评家应该在方面少一

要总把自身的原因归结到老一辈批评家身上。有志气的青年批评家应该开创属于自己的话语论坛，而不是削

袋钻别人的圈子。老一代批评家固然强势，他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纸媒等平面媒体上，对于网络等新兴

悉。这对青年批评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资源。但遗憾的是，真正从事网络批评的青年批评家少之又少，

青年批评家来说只是一个载体，而不是新的阵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网络写作还不能像杂志等传统媒介一

实在的利益。他们粘贴在网络上的文章并不是为网络而写，而是传统的纸媒，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

青年批评家是一位真正的网络批评家，也就没有所谓的网络批评了。 

    “最好的批评是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

没有爱，故意把所有的情感都剥夺净尽。”“公正的批评，有其存在理由的批评，应该是有所偏袒的，

的，带有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是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作出的，而这种观点又能打开最广过的

（波德莱尔：《批评的作用》）我相信，这是所有立志从事批评事业的人所渴望拥有的魅力，但遗憾的是

很多青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却与此恰恰相反。其行文正如吴鸿所说“言必称希腊”，将一片批评文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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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论文，满篇左援右引，几乎没有自己的观点。甚至在各种西方翻译文字的影响下，说几句流利简

成了问题。更别奢望有“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式的美文能够出现在我们青年批评家的行文中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青年批评家的文章要么是老好人式的剥夺净尽了所有情感的说明文，要么就是极

合拍马的肉麻文字或者满篇皆是谩骂诅咒的恶毒语句，连最起码的道德尊重都不管不顾。同一个作者，

种截然不同的文风，仿佛两个面具，唱什么戏带什么面具。这样人格分裂的写作还有什么希望赢得话语权

    我宁愿相信，青年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出现的这些弊病并不是自己所真心想拥有的。宁可是被这个

主导的社会所裹挟下的无可奈何之举。假如青年批评家能再形而上些，单纯些，对自己所从事的批评有些

之情，也许青年批评家的这些弊病只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流感而已。 

    青年批评家应该将自己沉下来，如果坚定了做批评家的决心，就应该准备好过穷日子的思想。其实

批评家的写作相比，艺术批评的利益还是比较大的。批评家的批评和艺术创作应该保持相当的距离，更

市场、权利和利益的画商、画廊和商业写作保持相当的距离，拒绝为艺术家朋友进行人情关系批评，同

为挣点可怜的车马费或混个面熟而年纪轻轻就成为会议批评家。当代艺术的发展对批评的要求越来越高

跨学科的研究在艺术批评中日益重要，青年批评家最紧迫的不是在喧嚣的环境中大声叫喊，渴望通过引起

意而获得权益，更不应依靠制造话题，获取名利，而是要将重点放在研究上，以实在的研究成果代替批

当代艺术的发展和走向作出自己清醒的判断。      

    当然，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青年终究代表着未来，是希望。有良知的青年批评家，不应仅以成

顶端的精英分子为目标，社会的现实，残酷的生活，底层的呻吟，都应被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一个好的

应是一个对艺术和批评有着敬畏和悲悯之心的怀疑论者。只有不断怀疑自我的存在，不间断地反省和自我批判才是

继续走在这漫长而无望的道路上的唯一能量之源。 

Xywm123 

2009年9月6日于长沙石马铺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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