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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陈述－－没有问题作为问题

[ 作者 ] 朱青生 

[ 单位 ] 北京大学艺术史系 

[ 摘要 ] 王明贤、严善淳《新中国美术图史 1966－1976》陈述了至今未有人系统陈述的一段历史，并把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美

术图片整理、排列，以一种中性的科学态度来处理这个残害人的灵魂，使中国文化蒙羞、毁坏、变异的年代的历史。这本书中没有科学的

问题，就是说这本书没有研究的对象并通过研究要说明、解释、证明目标。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充满疑难的课题，而以不提问题的方式只

做中性陈述，这本身是个问题。 

[ 关键词 ] 中性陈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现代美术史

       王明贤、严善淳《新中国美术图史 1966－1976》陈述了至今未有人系统陈述的一段历史，并把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美术

图片整理、排列，以一种中性的科学态度来处理这个残害人的灵魂，使中国文化蒙羞、毁坏、变异的年代的历史。这本书中没有科学的问

题，就是说这本书没有研究的对象并通过研究要说明、解释、证明目标。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充满疑难的课题，而以不提问题的方式只做

中性陈述，这本身是个问题。因为在2000年，中国国内学者反省自我的历史，特别是直接影响着当今的境况历史，还不能提出问题。到底

是他们不能够，还是不允许提出问题？是什么因素使对文化大革命的纠正者依然对此禁避？是什么原因使作者突破禁忌，还是要对此进行

陈述？当今对文化大革命有着痛苦回忆的人如何面对这段时期？而对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新一代（1966年以后出生，在文革结束前不满十

周岁，并在教育和就业中未受文革直接影响）又是如何理解这段时期？这些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和历史学的问题，将会围绕着此书出版而

被提出、追问、调查和研究，大概此时，没有其他的可能比中性陈述更能引发问题。所以《新中国美术图史 1966－1976》是以没有问题作

为问题。《新中国美术图史》不以作为艺术史的资料长编索引来看，也可以作为历史的形相学文献来看，这是艺术史的二大趋向。文化大

革命的艺术作为艺术？它有无形式方面的特征？有无人性变现的规律，或者有无特殊意味的审美？都还不是这二年又以作为科学课题的，

为其触动的人们还来不及为这些题目作好理性的准备。而文化大革命的艺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反弹意义，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在作用于人的

现代话方面的复杂渊源，又都是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和中国现代化艺术标示的现代化进程问题所不可回避的。因此，把这个漂浮在“必须

研究”与“不能研究”之间的悬浮状态，只能出现中性陈述的图史。它自己没有处理学术问题，但它如此存在带起了问题。作为科学对象

的1966－1976年图史，终于放在人们眼前。也许对于脱离中国生存境况的读者来说，这是个常识介绍；对于那些读者中的研究者，他们全

国为西方汉学文化对“文化革命”的多年的研究成果，而觉得这部书在规模、方法和分量上还有进一步修订的必要。但是学术虽然是天下

公器，是人类理性的共同结晶，但是一时一地的某一个学术活动本身却是一个文化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所以它也是一个历史

现象。关注并记载了一个事件，就构成为历史。所以这部书的出版已经是一个史实，更何况这些图像对我这一代和上一代和上述二代人来

说，又何止仅仅是记忆，仅仅是历史。除了上述的现代化问题中文化大革命的形象和观念正反作用之外，在某些人和某些报刊上，特别是

美术界的报刊上，常常会看到类似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思路、语言和图像有其遗留。这本书出版，给有意无意地陷在文革框架中的个人和机

构。挂起了“生死宝鉴”考虑到这一点，《新中国美术图史 1966－1976》又何止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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