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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相嵌，包含了相互植入的意思。将当代艺术嵌入苏州，既是为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注入创造的生机，同时也是赋予

当代艺术以传统文脉的联系。其实，当代艺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作为当代人的一种精神创造，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部

分。正如传统不是一个死的对象，而是一些活的内容一样。当代艺术抑或当代文化，从根本上是对这样一些鲜活的生命内容以

及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此次展览我们邀请了中国当代艺术界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家，诸如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王

广义、周春芽、何多苓、祁志龙、隋建国、展望等等，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象征性人物，他们的艺术早已经作为中国当代艺术

的重要标志，为世界艺坛所瞩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蜚声国际，成为艺术界的闪烁名星，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

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心理，而且还创造性地转换了自己独有的传统语汇，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视觉经

验。

序《相嵌苏州----2009苏州当代艺术邀请展》 

    苏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苏州城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14年，即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楚国叛将伍子胥建阖闾城开始。算起来，距今已经有2500

多年了。2500多年以来，苏州一直是作为一个繁荣之地屹立在中国版图。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的都城，曾被司马

迁称为“江东一都会”（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苏州有了现在的名字，伴着这

个名字而来的则是“人间天堂”的美誉。南宋以降，随着权力中心的位移，苏州作为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之

一，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人雅士纷至沓来，由此形成一种“尚文好学”之风，使苏州更是名满天下，成了江南文化

的中心。此后的苏州，出过不计其数的文化名人，可谓人才辈出，举不胜数。从范仲淹到顾炎武，从唐伯虎至文征

明，既有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也有诗情画意的逍遥之士。正是这些文人雅士共同构成了苏州乃至吴文化的内在气

质，即拯救与逍遥、阳刚与柔靡相结合的双重性格，也使得苏州以及吴文化具有了丰富的创造内涵，并因此深刻地

影响过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近三十年，中国以现代化为目标，开始了改革开放，苏州作为长江下游的经济重镇，

又一次跃上前台，成了发展的龙头。然而，由于过深的传统文化积淀，以及经济发展初期对文化创造的忽略，苏州

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却并没有位居前沿。这显然不太符合苏州作为文化名城的形象，也与苏州的经济

腾飞不相匹配。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尤乐艺术机构作为一向深猷远计的艺术机构，才有了将当代艺术引进苏州的

计划。这个计划出炉以后，得到了苏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此次邀请展即是由苏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尤乐艺术机构与苏州博物馆和苏州美术馆共同承办的一个当代艺术引进项目，宗旨就是为了给苏州这座悠

久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新的文化内容，开拓新的文化形象。 

所谓相嵌，包含了相互植入的意思。将当代艺术嵌入苏州，既是为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注入创造的生机，同时也是

赋予当代艺术以传统文脉的联系。其实，当代艺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作为当代人的一种精神创造，本身就

是传统的一部分。正如传统不是一个死的对象，而是一些活的内容一样。当代艺术抑或当代文化，从根本上是对这

样一些鲜活的生命内容以及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此次展览我们邀请了中国当代艺术界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艺术

家，诸如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周春芽、何多苓、祁志龙、隋建国、展望等等，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

象征性人物，他们的艺术早已经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标志，为世界艺坛所瞩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蜚声国际，

成为艺术界的闪烁名星，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心理，而且还创造性地转换了自

己独有的传统语汇，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视觉经验。比如张晓刚、方力钧和岳敏君对中国

民间的擦笔年画的吸收和利用，王广义和祁志龙对“文革”符号与“文革”形象的再创造，周春芽、何多苓对“文

人画”情趣的发挥，以及隋建国对“中山装”的挪用和展望对“假山石”的当代转换等等，都堪称是中国当代艺术

在国际语境下创造自己独特文化形象的典范；此外，杨千、赵刚、李路明、李新建也均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

物，他们的创作经历几乎涵盖了近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均能看到他

们探索的身影。近年来，他们更是厚积薄发，在艺术上不断创作出一些自主的文化形象，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增

添了不少原发性的创造内涵；而段江华、罗发辉、陈志光、张小涛、付泓也均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中流砥柱，是这

些年最为活跃的一批生力军。他们的艺术创作也都是以自己的生存经验为依托，在语言方式的拓展上与中国的社会

问题和精神问题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总结这些艺术家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可以梳理出如下两个方面，即他们的创作都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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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同时，又创造性地吸取传统的视觉资源，向世界展现出了一个有关开放中国的新文化形象。事实上，近

代国家概念的形成，其首要前提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当然，

这种文化自觉，不是传统的守成，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故步自封，而是一种开放时代背景下，嵌入自身文脉的创造性

继承与发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的文化底蕴，他们跟传统的联系，以及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正

是他们能够驰名艺坛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将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拿到苏州，于新落成的苏州博物馆举办展

览，应该说不仅吻合了贝隶铭先生设计苏州博物馆的初衷，进一步演绎出了对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深刻命题；

而且也能够使苏州博物馆以此为创新的契机，扩大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影响力，从而为苏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

复兴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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