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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公告

作者：黄专 来源：《中国观念艺术20年》  

中国观念艺术20年 

《中国观念艺术》是一部图像文献集，它主要收录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

代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重要的“观念艺术”。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地区产生的

“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不仅几乎改变了西方艺术史的性质和方向, 而

且对西方当代文化的发展产生着无法逆转的影响，“观念艺术”这个含混而矛盾

的术语重新界定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语言、艺术作品与艺术过程、艺术与观众

以及艺术门类、艺术界限的传统关系，“观念艺术”使艺术不再作为风格和技术

媒介，而是作为某种新型的视觉方法论和智力活动成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部分，

它的历史颇类似“禅宗”之于佛学，“心学”之于儒教，甚至于它的弊端都酷似

胡捧乱喝的“禅宗”末流。西方“观念艺术”滥觞于20世纪初杜桑恶作剧式的实

验，而完成于博伊斯的“社会雕塑”。这是一个由艺术的内部问题向艺术的社会

学、人类学方向展开的历史，正是博伊斯使“观念艺术”由一种杜桑式的玄学把

戏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和社会批判意识的视觉方法。 

  “观念艺术”对现实的批判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仅在于它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视觉方

式和思维方式，而且在于它追求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政

治目标之上而是依托于一种泛人文的公共理想，这种理想反对任何确定的政治结构和稳定的社

会模式，事实上，它将对社会的警示和修正作为改善我们社会的最有效方法，它主张一种真正

多元化的而非单元化的公共关系和公共制度，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社会歧视和社会暴力都是

它的敌人，它关注的是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和意识中的社会异化倾向，它以反讽、戏拟和异质化

的方式“再现”这种异化的现实。“观念艺术”之所以不仅仅是一种视觉游戏正是在于它有意

歪曲和颠覆所指和能指的传统关系的目的，不在于炫耀智力而在于加深我们对各种显性和隐性

的社会异化和暴力的警觉，“观念艺术”的价值基础是一种人道主义，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后

博伊斯时代的“观念艺术”正面临着坠入空洞的“巴洛克风格”的危险。  

  我们之所以将中国“观念艺术”的历史上溯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典型的现代主义时期是

基于这样几个理由：其一，虽然这一时期的“新潮艺术”从整体性质而言仍属于现代主义，其

文化任务和问题也属于早期启蒙主义范畴，甚至有些具有“观念艺术”特征的艺术现象（如

“厦门达达”和一些零星的“行为艺术”）也混杂着浓厚的现代主义反文化、反传统的色彩，

但这一时期的确出现了像黄永石水、张培力、徐冰、蔡国强和“新解析小组”这类明确地使用

了“观念主义”方式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他们的作品或者探讨图表、数字、文字等抽象元素

与触觉、视觉元素的关系（如“新解析小组”），或者通过思辨性的“程序”设置和手工过程

将绘画问题置换成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如黄永石水的“非表达绘画”、徐冰的“天书”），

或者使用新的媒介表达（如张培力最早使用的录像艺术）；其二，这一时期许多具有强烈社会

批判意识和历史反省意识的作品在超越专制性的反映论传统的同时，也为“观念艺术”这种新

的视觉方法论和政治社会态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如谷文达对水墨象征传统的批判，王

广义对政治神话的分析以及吴山专对历史文字神话的反讽性借用，都为“观念艺术”的产生打

下了认识论伏笔；其三，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信息资源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但像《美术

思潮》、《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等传媒都尽其所能地介绍和传播着与“观念艺术”相

关的信息，尤其是1985年在北京意外展出的美国波普主义艺术家劳申伯格的展览，也都为中

国艺术家从理论和视觉实践上接受“观念艺术”提供了条件。1989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

代艺术展”戏剧性地呈现了中国错综复杂的现代艺术现状，也真实和集中地呈现了处于萌芽阶

段的“观念 艺术”的尴尬处境，这里既有启蒙性的理性说教（如“理性绘画”），也有无政

 



府主义性质的达达行为（如枪击事件）；既有禅宗式的内省性演出，也有对文化、社会、政

治、语言、神话诸问题或严肃、或调侃的视觉讨论。这个展览与其说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次大

检阅，不如说是交织着现代主义与“观念艺术”的一种混乱的视觉拼盘。1989年北京“中国

现代艺术展”标志性地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那种启蒙性和集体主义的运动方

式，来自现实的无法抗拒的压力直接导致了各种玩世和厌世情绪的蔓延，一些艺术家以无聊、

荒诞的生活态度和政治、商业的流行符号来调侃主流意识形态。 

   从积极的意义看，它们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反思性和现实批判能量，但无论从这种批判

的性质和使用的视觉方法上看，它都尚未摆脱旧式现代主义的范畴，而它的末流则直接沦落成

为各种形态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显然，要使中国先锋艺术在一个更加开放和更为复杂的社

会形态中承载“先锋”和批判的职能，它就必须首先完成自身在视觉方法论和政治思维模式上

的转换，或者说，由现代主义向当代主义的转换，而“观念主义”为这种转换提供了无法替代

的方法论资源。观念艺术首先是一种视觉方法论，从语言上看，它以颠覆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

的主客体反映论传统为目的，强调符号能指功能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反对所谓“所指固化”，

但是，观念艺术又绝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和视觉语言游戏，因为与现代主义中的形式主

义不同，它不仅不反对艺术中的“意义”的表达，而且强调这种表达的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

学属性，它认为需要改变的只是这种表达所依托的反映论方法，“观念艺术”因此也被视为一

种后政治的思想形式和社会实践。 

   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不同的是，观念艺术反对以任何单一的、稳定的逻各斯中心理念作

为表达的思想内容，也不赞成将表达视为形式与内容的简单的匹配过程，它强调符号能指充分

的自由作用，强调艺术产品的“象征力量”（symbolique）和“解放功能”（汉斯.哈克）。

从人类学角度看，观念艺术是一种以肯定差异为前提的、更高形式的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

“观念艺术”的这种民主的方法论特性无疑会给处于文化上的第三世界的中国先锋艺术带来某

种深刻的启示，因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先锋艺术面临的文化背景和批判对象都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它必须完成对自身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内部批判”，又必须进行对各种

形式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外部批判”，而这种对差异性现实的批判显然只有在完全

新型的视觉方法论框架中才能进行。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被称为“后89”的艺术思潮充其量不过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向当代艺术过渡的一种折衷形式,那么,严格意义上的“观念艺术”则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

前后，比较其它类型的先锋艺术运动，它的进展似乎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范式，事实上，它更像

是一种没有坐标的运动，力量分散却潜伏着更多的可能性。从媒介上看，它已开始广泛使用诸

如文字、装置、身体、影像、网络、图片及其他图像媒介，尽其可能地发掘这些媒介在文化、

历史、心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意义潜能，从而有效地拓展着中国先锋艺术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内涵。也许“观念艺术”在中国的出现缺乏像西方那样的艺术史逻辑，而且地区间的发展水平

和关注的问题也极不平衡，但这种运动从一开始就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宏大叙事”的特

征，而与自身具体的社会和私人课题密切相关，同时这种运动从一开始就十分国际化，这当然

不是指它对西方观念艺术具有更大的模仿性，而是指它开始习惯于从国际角度理解和认识中国

问题，也开始习惯于以国际通行的方式和规则从事自己的工作。从问题和问题方式看, 中国观

念艺术有这样一些特征:其一，艺术家开始放弃图解性的政治对抗姿态，强调艺术与本土具体

社会、政治问题的联系，强调这些问题与国际性问题的同步性和有机性，力图以观念主义的方

式有效地呈现中国当代问题的复杂性、易变性和多样性。他们不再企求以标本化的东方历史和

政治图像符号获取西方的理解，而是寻求和争取与西方主流艺术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将中国问

题纳入世界问题，并对世界问题主动发言。在这方面，汪建伟的“灰色系统”实验和录像、表

演艺术，顾德新、王友身、王广义、颜磊、尹秀珍、林天苗的装置艺术，张培力、耿建翌、王

功新、李永斌、朱加、陈邵雄的录像艺术，马六明、张洹、王晋、朱发东、宋冬、罗子丹等的

行为艺术，赵半狄、庄辉、安宏、周铁海等的图片作品都敏锐而有效地接触和呈现着后意识形

态背景中国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徐冰的《文化动物》、徐坦的《新秩序》、林一林的《驱

动器》、王广义的《签证》、王功新的《布鲁克林的天空》、颜磊、洪浩的《邀请信》、朱青

生的《滚！》等作品又表现了对后冷战现实中各种国际政治、文化、历史关系和全球化消费、

都市文化的一种主动、积极和批判性的文化态度；其二，艺术家们进一步强调从当代艺术的自

身逻辑出发设置自己的艺术问题，强调运用多种媒介进行自治性的视觉创造和观念表达，要求

艺术摆脱各种形态的意义强权和庸俗的图像社会学的干预，充分释放各种视觉和非视觉媒介的

意义能量，不仅从社会学而且从人类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角度寻找对人的感性、知觉和心

理、生理命题的直接表达，这方面如“新刻度小组”（陈少平、王鲁炎、顾德新）的概念艺

术，邱志杰、郑国谷、杨勇、蒋志、翁奋、冯峰、王蓬、陈羚羊等的观念摄影作品，徐坦、冯

梦波、施勇等的网络艺术，黄岩延续了近十年的邮寄艺术，张大力的公共涂鸦艺术，以及隋建

国、展望、傅中望、姜杰、李秀勤、施慧、廖海瑛、张新、喻高等雕塑艺术家和王广义、张晓

刚、丁乙等油画家从事的观念艺术活动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观念艺术独特的视觉能量，也促使

中国先锋艺术逐渐摆脱对传统反映论和各种伪文化、伪政治的功能主义诱惑，从而使其呈现出

某种“非意识形态”的特征，而这一视觉方法论的转换过程正是中国先锋艺术运动由现代主义

跨入当代主义的最显著标志；其三，在这一阶段，中国先锋艺术“北京中心”和“北重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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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格局也开始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沿海城市迅速国际化和都市化过

程，导致了相对开放和宽松的艺术环境，而这一过程出现的许多新型的社会矛盾又为新的艺术

提供了许多新型的视觉问题和现实资源；而另一方面随着当代文化的非意识形态过程的加速，

像北京这类政治中心城市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也正在相对削弱。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像广

州“大尾象工作小组”（林一林、徐坦、陈邵雄、梁矩辉）、上海施勇、胡建平、倪卫华、钱

喂康、周铁海、张新等人的艺术活动，成都戴光郁等9人的“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和罗子

丹的行为艺术，湖北黄石“SHS小组”的活动都具有独立的操作方式和明确的艺术方向。广

州、上海、福建、成都、南京等地开始逐渐成为活跃的当代艺术地区，使中国当代艺术在地域

上也开始呈现多极发展的态势。另外，“女性艺术”作为观念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方向，在这一

阶段也开始成为当代艺术的焦点之一，出现了像林天苗、尹秀珍、姜杰、陈妍音、李秀勤、奉

家丽、廖海瑛、杨克勤、石头、施慧、崔岫闻、刘意、张蕾、喻高、陈羚羊等一大批活跃的女

艺术家，它们预示着未来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新型的潜在主题。 

   作为一种没有坐标的运动,“观念艺术”成为中国先锋艺术的当代化和国际化转换的重要

催化剂，它不仅改变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经验和方法论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当代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知识资源，但必须指出，“观念艺术”毕竟是一种西方当代的认知方式，它在

为中国艺术带来某些自由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使这种自由负载某种文化强权和暴力的性

质，这一点正如我曾担忧的那样：“文化含义上的第三世界的当代艺术在表述自己的思想和问

题时，始终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从处境上看，它在不断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压迫，摆脱自

己的臣服地位时，又要不断小心警惕避免使这种反抗坠入旧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从方

式上看，它在不得不使用第一世界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来确立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时，又要

不断警惕叙述本身有可能给这种身份带来的异化性。”（《第三世界当代艺术的问题与方

式》）；其次，由于中国当代艺术是在缺乏一种彻底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背景中产生，加

之西方展览制度和商业制度所虚拟的国际性“成功”，使我们在面对西方艺术制度和权力时往

往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文化顺从主义态度，使中国当代艺术长期保持西方策划人和掮客们所希

望的犬儒状态，从而使中国当代艺术长期脱离本土的真实经验和现实，成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

的后冷战文化标志中的一种，近期在中国出现的各种反人性、反理智的所谓“行为艺术”就不

仅无法根本呈现中国的现实经验，而且也歪曲“观念艺术”的人属性，今天在中国“观念艺

术”正在面临着沦为空洞的智力游戏、冒险家的赌局和暴富者乐园的危险，它充分说明在一个

缺乏理性批判逻辑和人文主义训练的国家，“观念艺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制造自由时又在

毁灭自由，它在发展智力的同时又在损害智力；最后，“观念艺术”在中国是在缺乏必要的社

会赞助制度和合法性背景中产生的，作品质量往往受制于资金和材料的限制，“观念”大于材

料往往成为中国观念艺术作品的通病。编辑这部图集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对中国过去二十年发

生的“观念艺术”进行一个图像梳理，以便为那些对中国观念艺术感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

一个基本的图像背景，然而这部图集远不是中国观念艺术的全集。因为首先它受到编者的认识

范围和资料收集水平的局限；其次是受到编者判别标准和价值的限制：某些有一定知名度和社

会影响的作者和作品被编者以“不好”的理由而舍弃，由于本图集并不以客观和权威自居，所

以相信这种取舍会为读者原谅；最后由于受编辑体例的限制：该图集是一个反映中国当代艺术

全貌的丛书中的一种，而这套丛书是以艺术媒介（如油画、国画）为分类原则，这种设计无疑

使反对艺术门类的“观念艺术”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处境，它给编者带来的直接难度就是，我

们只得舍弃那些以油画、雕塑和水墨形式呈现的“观念艺术”（尽管此图集也包括了一部分这

类作品），另外，此图集将收集作品的范围限定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作品，所以不仅在中国港、

澳、台地区的作品没有包括在图集内，就连最近在国际上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发生在海外的中

国艺术家的作品也都被舍弃，当然，我希望有机会再编辑本图集的海外部分，使图集能名符其

实地称为《中国观念艺术》。我要感谢为本图集慷慨提供图片和文献的所有艺术家，感谢吕

澎、易丹、易英、尹吉男、栗宪庭、黄笃、欧阳江河、王林、冷林、高岭、钱志坚、史泽曼、

朱其、崔子恩、查常平、胡舫、戴锦华、陈鸿捷、汤荻、凯伦等朋友慷慨地让我们援引了他们

的评论文字。最后，我当然要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和鲁虹为我提供的这样一次机会，感谢他们

的信任及帮助，我相信以上条件缺乏任何一种，这部图集都无法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

前。 

编辑：   责任编辑：  

推荐网站 雅昌艺术网 中国美术批评家网 宋庄ART 威尼斯双年展 

Base on PHP & MySQL 
Powered by W2K3 & Apache 

 

关于我们 | 版权声明 | 联系我们 | 邮件投稿 | 渝ICP备06000899号 | 本站LOGO下载 
非赢利学术网站 执行主编：王小箭 联系电话：010-63987712（京） 023-86181955
（渝） 



HTML build at 2008-09-18 07:3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