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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辰：今天的一流艺术家是什么？ 

在今天，由于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种类繁多、形式多变，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更是日见影响扩

大。正因为多，人们多少有些茫然，不仅仅是一般人茫然，就是艺术家也不见得就很清晰，很沉稳地决定自己的

艺术。 

今天的艺术状态应该说已经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定于一尊的局面，已经没有一言堂的话语霸权，已经分为了

各自言说、各自有自己定位和客户的群体。从艺术的实践层面讲，这是大势所趋，也是自然的状态，正像咸淡甜

辣一样，各有口味。但对于历史研究、对于理论批评，并不是今天存在的一切艺术都是重要的。如果是那样，也

就没有了分别，没有了差异，也就没有了重量和价值。艺术都有存在的权利，都有生存的民主，就像我们说的生

存权一样，但仅仅是为了吃饭吗？同样，不是任何搞艺术的人都是重要的艺术家一样，艺术在今天依然有它的当

代生态规则。 

 

毫无疑问，今天的艺术都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的艺术，都有自己的运行体系和权力结构。比如“中国画”，

就有庞大的市场关系在维系着它，有着最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和官方支持，但当代艺术的分量和价值并不因此就向

中国画倾斜，相反“中国画”是不断边缘化，被社会边缘化，受众减少，完全依赖市场，行画越来越多。并不是

行画好卖，就是好艺术，就因此证明中国画没有问题了。又比如，火热的架上油画，市场的分布、批评的声音已

经多元化，但是不是一好百好、再也没有问题了呢，也不是，而且这些艺术家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很清楚个中

的苦恼与窘迫。这时候，钱并不是最大的批评力量。而实际上，当代艺术受到了整个艺术运行体制的影响，有正

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但似乎人们也都明白或还坚持了艺术是艺术的最高价值标准，不认为卖了

高价就是好艺术，卖不了价就不算是好艺术，甚至不艺术。市场似乎成了对艺术的最大影响，说到任何的艺术判

断规则时都是以市场化、市场的晴雨表为方向的。艺术研究与批评是不是要变成市场研究与批评呢，恐怕也不

是。 

 

但有一点，艺术的判断不可能只是现世的利益判断，艺术观念之变也不全是市场之变，艺术存在的理由也不

都是市场的理由，固然有人不再以精英意识来看待当代的艺术，但也不等于把艺术全都归结为没有差别的艺术，

只剩下市场的价格差别。艺术批评的立场其实是一种现实权力的较量，除非坚持英雄主义的意志，信守历史的法

则和社会的选择，才或可发出独立的声音、有个性的声音，看待艺术就不单单是个人的偏好，而是历史的偏好、

是一种历史积累的偏好，或者是为了一种历史的英雄主义的偏好。谁又不认为历史的写作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呢？

谁又不认为它里面包含了实现的权力因素呢？但秉持了历史的公正和历史的正义还是一个艺术研究者的起码素

质，但类不同，不相为谋，这也是今天的写照，无须气馁。 

 

那一流的艺术家呢，是什么？还有没有市场之上的规则？当代社会的趋同与一体化，似乎消解了社会差异性

和思考的深度或力量，似乎因为有着吃喝、幸福地生活着，就认为艺术无差异了，全托付给市场来决定。一流的

艺术家是这样的吗？谁是？谁不愿意是一流的艺术家呢？恐怕没有，但谁来说谁是一流的艺术家呢？目前似乎是

市场一格。在万声被禁的时候，市场，当然只有市场来打破对艺术的禁局，只有靠市场打破那些把持了话语权的

人的顽固与傲慢。这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暂且状态，但到了全凭市场说话，又等于让市场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这

是有个性、有意识、有思想的艺术家所不能接受的，也不是一流的艺术家的存在本意所在。他们不是为了卖钱才

来当艺术家的，也不是因为艺术卖了钱，就把艺术看成是观赏之物，而窃窃喜于自己成了金龟婿、得了金饭碗。 

 

艺术，当转型之后，实际上已经是人类表达自我、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而不再仅仅是观赏之物，或被

归结为装饰、美化环境之物。艺术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含的东西，所以才被人们用来指任何东西都可艺术。但是

艺术依然有它自己的坚实内核，不会因为某些漂亮的形式而晕了头，也不会因为有了白花花的银子就丧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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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方式和思考冲击力。艺术，还是要留给那些社会敏感细腻、视觉创新多、观念内涵锋利的人。艺术，绝不

仅仅是画画；从美术考前班到艺术家的路，是一生的路，是不断完成转换的路，而至今很多人没有转换过来，是

不是艺术家，或是不是一流的艺术家，现在还不知道。  

>>相关评论

网友 王振江 于2008-2-28 16:21:07说：艺术的形式的确隐藏着许多偶然,这些偶然,不仅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于文艺学

家们而言,也是一种鼓励.毕竟佳句难再得.

网友 市场是检验艺术家的客观标准 于2008-2-10 13:56:38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然而也有严重缺陷的交际工具。所以，符号世

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为了避免无谓的文字之争，首先得说明：我讲的“市场”不是经济学中的“市场”，而是哲学中的“人

场”、“史场”、“价值场”。其次，“价值”≠“价格”，但价格却是人们“价值取向”的晴雨表。大价格≠大手笔，但大手笔才可

能有“大价值”和“大价格”。如果把经济市场的“等价交换”、“公平交易”转换成艺术、美学的“民主创新”、“平等交流”或官

方话语的“双百方针”，那么，衡量今天一流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靠市场打破那些把持了话

语权的人的顽固与傲慢。这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暂且状态，但到了全凭市场说话，又等于让市场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这是所不能接受

的，也不是一流的艺术家的存在本意所在。”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的标准就是“有意志、有个性、有意识、有思想的艺术

家”。然而我们知道，毛泽东绝对是一个“有意志、有个性、有意识、有思想的艺术家”（无论是指狭义艺术还是指广义艺术）。但他

晚年导演的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却被称为“十年浩劫”，其政治艺术是一个唯意志论的严重错误。他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他晚年偏离

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他自己写的《实践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十亿中国人，丢掉了“市场”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

础。但是，有缺点的伟人依然是伟人。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存观念、“阴阳互转”的

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的实践方式与“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的现代化。而这一切，历史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第一流的艺术

家是什么？依然要靠历史来回答。要由“市场”来决定。任何科学和艺术研究都应该向人们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见别人之未见，道别

人之未道，画别人之未画……。作者的“艺术经济学”观点，都是人们重重复复、说过千万遍的话，这与作者自己的看法恰恰也是背道

而驰的。（市场是检验艺术家的客观标准）

版权声明：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本站文章，必须得到原作者及美学研究网的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

关权益。

上一篇： 

下一篇： 

王春辰：水墨与中国画的分类意义 

王春辰： 对当代艺术的直接影响 

  >> 相关新闻    全部新闻   >> 相关评论    全部评论

  段炼：视觉文化与理论的实践 (6月17日) 

  彭运生：“无穷之意”与“内在的雄辩” (5月26日) 

  任园园：悟觉与回旋——试论电影美学鉴赏 (5月26日) 

  王均江：现象学视域中的古希腊悲剧——从尼... (5月24日) 

  朱狄：《当代西方美学》 (5月22日) 

  刘桂荣：《徐复观美学思想研究》 (5月22日) 

  彭运生：“人物性格”概念应该被抛弃 (5月19日) 

  史红：当代舞蹈结构特点与转型的意义 (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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