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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福东，竹林七贤，35毫米黑白电影胶片，2003－2007年

本片以戏仿和拼凑的后现代手法拍摄而成， 即以五男二女扮

演的现代版“七贤”，强调了当下青年人在精神上与传统竹林七贤

相关的文化内含。 作品分为五个部分， 即分别通过他们在黄山游

荡、在公寓里边吃喝边讨论人生、在乡村杀牛与找牛、在小岛上打

渔或闲逛，然后重回上海像往常一样工作与生活，暗示了现实对理

想的无情挤压。 此电影是用 35毫米胶片拍摄的，并首次在 2007年

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完整展出。 作品中那优美而伤感的情调以及对

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借鉴，都获得了高度与广泛的好评。

▲ 徐冰，背后的故事，综合材料，2006年

作品的基本框架是一个很大的灯箱，箱内放有树

枝、棉絮之类的现成品，在灯光的照耀下，下面的毛玻

璃上会呈现出类似传统山水画的效果。 通过这一作

品，艺术家探讨了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关系，给人

以深刻的启示。该作品最初是在德国国立东亚博物馆

展出，后在国内外多个艺术馆展出，具有很大的影响。

▲ 周春芽，《太白山图》布面油画（四联画），250×1200cm，2019年

周春芽自上个世纪 90年代初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就开始了对

传统文人画的研究，但他并非只从表面上予以简单模仿，而是基

于个人的精神追求与艺术趣味，成功地将传统文人画中的书写韵

味、意象造型的手法等等与德国表现主义式的笔触、色彩、造型、

构图等处理方式很好融合在一起，进而创造出极具个性化的艺术

语言。 他去年在龙美术馆推出的新作是近年对“元四家”之一王蒙

的作品研究后并加以探索的结果。 据知，相关作品均以王蒙原作

的衍生地点的实景为造境蓝本，在艺术表现上也与王蒙形成了一

种互文关系。 应该说，本作品既是艺术家关于自我身世的自传性

质的作品，更是他关于自身文脉和艺术旨趣的巧妙托喻。

▲ 梁绍基，残山残水系列，装置，2008年

艺术家做作品一向十分强调对于中国传统的继承， 并总是会

巧妙地直指当下，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很多年来，他一直居住

在杭州天台山， 且常常以生蚕丝来隐喻人类作茧自缚的行为，为

此，他既做了一些影像作品，也做了一些装置作品，其中国式的思

维与手法及西方当代装置艺术明显有所区别，也深为学界所关注。

比如他的装置作品《残山残水系列 》就明显具有以上特点，而且，

作品对自然山水的不断被人为破坏也表示了自己的文化态度。

▲ 宋冬,?盆景,装置,2003年

从 1987年做作品《礼物》开始，艺术家就一直在做与

“吃”相关的作品，这当中既包括与饮食有关的器具、烹饪

方法与食物，也包括“吃”的行为本身。 1996年，宋冬身在英

国，虽然因英语不好限制了他与当地人的正常沟通，但他

发现，中国的饮食非常受欢迎，由此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如

果以食物作为媒介和主题， 将很容易引起广泛的观众共

鸣。 于是这也触发宋冬开启了“吃”系列的创作。 本作品于

2003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实施，并以“大鱼大肉”创作

了可以吃的“盆景”。 接下来，艺术家逐渐把“吃”延伸到“城

市”“世界”，并赋于作品更多的当下文化内含。

▲ 梁铨 林中路，宣纸水墨拼贴，2004年

艺术家早先从事版画创作， 其实他搞宣纸拼贴实验最

早受启示于铜版画中一种名为“辛克莱”的技术，即薄纸拼

贴技术，他的聪明之处是，由此发掘了传统装裱术的潜力，

而这就为水墨画的表现开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作画的

过程中，艺术家主要是把撕纸术、装裱术、淡上色作为艺术

表现的基本要素。 具体说，在撕纸时，他强调依据宣纸的性

能，撕出具有自然形态或富于变化的边缘形状；在装裱时，

他强调通过上下左右的重重拼贴，既体现出各种对比关系，

如形与形的对比、面与线的对比等等，此外还要体现出制作

过程中的时间痕迹来；在上色时，他强调在平淡优雅的格局

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谈及艺术追求时，艺术家曾引

用过邱雨庵论兵的一段话，“三层火网， 子母连环， 上下掩

护，内外策应。”这或许就是他的画格外精致耐看的原因吧。

▲ 傅中望，四条屏，钢板切割，350cm×150cm×90cm×4，2001年

艺术家从上个世纪 80年代末以来一直重视从传统中

寻求当代性的转换，代表作品当是《榫卯结构》系列，其后他

又创作了《地门》等重要作品，皆深为国内外专家所称道。 本

作品是为参加我与孙振华共同策划的“重新洗牌”展创作的。

其外形结构由传统中国画条幅变化过来，艺术家的智慧和巧

妙之处在于：第一，他将纸质材料改变成了钢板，并做了放大

化处理；第二，他将作品的中间部分做了镂空处理，而这既可

以使空框中的“图像”不断出现变化，又可以使观众用想象性

去补充那被艺术家有意“去掉”的作品究竟是人物画、还是花

鸟画、山水画……于是便使得该作品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审美效果。

▲ 邱黯雄，新山海经，录像装置，2006年

这是名为《新山海经》的第二个版本，与第一个版本更关注环境问题的历史背景不同，

本作品是把着力点放在了生物技术对自然生物的改变上。 同前一部动画作品一样，他希望

以此来反思在这背后的人类欲望。 据知，这个版本后来被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收藏。 应

该说，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影像艺术家，邱黯雄的成功，首先是从观念入手，敏锐地

抓到了契合时代的重要而敏感的文化问题； 其次是在艺术表现上对传统水墨艺术的表现

方式进行了成功的转化或借鉴，使他的作品也与西方化的动画表现逻辑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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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国当代艺术全集 1978-2008》（六卷）正式
推出，此外，由该书主编鲁虹撰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
2000-2019》也计划将于今年 6 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中国当代艺术缘于改革开放，如同大江东流挟泥沙俱下，是时
代的产物，同时又反哺着时代。为此，本刊特邀中国当代艺术评
论家鲁虹选取部分作品，以期以点带面，直观地向读者展示出
瞬息万变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精神状态。 ———编者

    将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现象

与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的相关创作现象
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艺术家们面临的文化

情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后者主要突出的是“反
传统”的价值观。但在前者，却突出的是与传

统再联结的价值观。当然，在此过程中，一些

艺术家亦会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某些元素，
故新世纪所出现的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其实亦

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资料显示，1985年后，随着国门的不断

打开，许多年轻艺术家既清楚地知道了欧美
工业、科学高度等发展的事实，也广泛涉猎了

欧美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社会学、文学

与美术等等。为了追求艺术现代化、凸显个性、

启蒙教育等目标，结果导致他们迫切需要从新
的艺术样式和观念上对传统艺术进行超越。事

实上，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要不要创新并不
是问题，怎样创新才是问题。

不过，尽管“反传统”与“接轨西方”的文
化策略打开了很多人的艺术思路，同时在扩

大新的审美领域、传播现代观念、启迪新的思
维、鼓励创造精神、革新民族意识、造成多元

化局面均有现实与历史意义，但有一点人们

无法否认，即在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牵引之下，
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欧美当代艺术的表现框

架之中。细想起来，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
当代艺术并非是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延伸与生

长出来的。按批评家杨小彦的说法，明显是产
生于所谓的“书本效应”“画册效应”与“展览
效应”。另外，有些艺术家虽然所表达的思想

观念与文化问题是从中国当下现实中提炼出
来的，但艺术表现手法却是对西方当代艺术

家的直接模仿。
好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有少

数艺术家开始意识到了“中国性”建构的本土
价值，并在努力回到自身的语境中。从相关材

料来看，做得比较出众的艺术家有徐冰、谷文
达、傅中望、吕胜中等人。而且，在向外来文化

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他们注重发现或挖掘母
体文化的价值。

一部世界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东方文明，

还是西方文明，都是由不同文化（明）碰撞的
结果，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不

受其他文化影响的、纯而又纯的文化存在。所
以，我们既不能以维护传统纯洁性的名义，拒

绝学习外来文化。也不能妄自菲薄，全盘照抄
外来文化。故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中，我们不仅

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还要防止单

一的东方中心主义。也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在一个相互碰撞的全球化过
程中，具备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