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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辰：当代艺术需要现场经验 

    去年（2007年12月1日至2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社主办的“当代艺术批评”征文获奖作品暨

当代艺术批评研讨会在湖北黄冈举行。除20余位获奖作者外，尚有其他批评家、艺术家和黄冈师院的师生们参

加，为了集中讨论，会议在开幕式之后前往大别山的一个山坳，那里有一个当地开办的山林旅馆，环境清静，听

说夏季游人如织。 

    我在黄岗的开幕式上介绍了这次征文的评选情况，其中提到一点当代艺术批评的写作需要有现场经验。到大

别山讨论时，大家对是否需要现场经验有过一番辩论，可惜没有深入展开，只是说了个开头。论者认为现在是网

络时代、媒介时代，各种展览、画册、消息都可以通过纸质媒介、数字媒介获得，不需要在艺术发生的现场就可

以展开当代艺术的批评，因为不可能参与到那么多的现场中。换言之，对当代艺术进行批评可以不要现场经验。 

    这个说法没有错误，确实我们对许多东西的了解都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的，所谓主体可以缺席在客体中。

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当代的鲜活的艺术，很多发生的艺术如果不在现场，就不能获得第一手的感性认识或曰体

会，通过二手的转述极有可能是以他人的感受来代替自己的感受，有可能会遮蔽了现场的其他信息，会影响到进

一步判断当代艺术。同时，现场不仅仅是去现场，它还指向对当代艺术的整体参与和多方位了解，不仅是通过文

本，更要是直接面对艺术、艺术家、艺术活动与艺术批评交流。就比如，如果不到大别山的开会现场，我们就无

法感受到会议现场的气氛，即使有了这里的描述，也多少会失去现场的瞬间经验和感受，这一点是间接经验所缺

乏的。当代艺术的现场经验也意味着对当代艺术有一个宽松的态度，能够直观地观察当代艺术的发生和变化，也

就是以一个亲历者的姿态去介入到艺术的发生中，这恰恰也是当代艺术批评所需要的。因为批评是需要经验的，

而研究则可以脱离时空的现场，进入超时空的研究思辨中。 

    比如进行美术历史的研究，需要做的更多是文献和考据,但对于当时的历史情景也需要其他学科的辅助，如历

史学的想象，社会学的现实推定, 哲学思想的重新定位等等，这些也属于研究者的现实经验和生命体验，这是每

一个从事研究的人都有过的体验。如果有后人要对大别山讨论会进行研究，就得依赖间接经验，就需要翻阅当时

的记录、问询当时的参与者、或参照当时艺术发展的整体描述，这时候的研究已经不是批评，是试图的历史复

原，或历史的重构，而不是现场经验。现场经验已随着时间飘散了。 

    所以，当我们今天说当代艺术需要现场经验，就是希望今天的人能够珍视今天的时间意义，它对于记录历

史、描述现象、点评事件都非常重要。现场的当代批评有着特殊的价值，远的还不用说，今天谈到85美术时就已

经开始翻检当时的那些亲历者记录了，有访谈的，有当时油印小报的，甚至也有当时的门票、会议通知、书信、

日记、照片等等，即使这样，一个完整的85美术也不能凸现出来。也就是说，今天所写的85美术是今天写作者的8

5，与历史现场中的85有着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没有当时的那些参与85美术的现场文本，今天是再如之何地也

不能想象85美术是什么。 

    由于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场经验就更加需要，而且还不是一般地需要，因为今天发生的艺术之

快、之多、之杂，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正像中国的发展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一样，中国的当代艺术现状也超

过了想象，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视觉压力和知识理解压力。没有现场的直接经验，是没有办法判断当代艺术的情

况的。结果只能从自己的现有经验出发了，或者是从现有的知识认识出发。当代艺术更多的时候是打破现有的知

识经验的，完全是不确定的，不在艺术发生的整体现场，就会失语、不到位，或风牛马不相及。很多时候，不在

现场就不知道现在的当代艺术的进展情况、状态如何，这远不是通过纸质媒介、电子媒介所能感知到的，这也是

为什么有些人谈的问题不是当下的问题，或者抓不住要害的原因。 

    从这次当代艺术批评正文来看，多数文章没有涉及当代艺术批评的问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许多文章作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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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有这样的缺席之故，所以有的人才会一说起当代艺术就非常隔膜，表示出不屑、或不解或责备。对于

当代艺术，首先不是说都好，都是伟大的艺术、不朽的艺术，但是当代艺术提出的问题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如

果不是现场的经验对已有的经验和知识造成了冲击，这种思考就不会发生，甚至是在用旧有的经验和知识来抵

制、回避当代艺术。事实上，艺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彻底转变，当然不承认这种转型也不是失为一种姿态，正

像在历史的关头，什么立场都有、什么表情都有一样，也不惊讶。但对于当代艺术如何存在、是不是有存在的权

利，则是需要明晰的。不能说，我不喜欢、我看不懂、与我的理解习惯有矛盾，就认定这些东西是胡来、是糟蹋

艺术，那也就缺失了能够进入这一领域的机会和可能。不对艺术持有疑问与好奇的心态，就难以进入艺术的理解

中。这不是从先在的道听途说来认定当代艺术的是与非，而是要走进去，去参观、去现场感觉、去切实进入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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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艺术的语境中、去聆听一下那些当代的艺术家们的想法，或许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自然，这判断不是去说

好，也不需要说所有的都好、都没有问题，只是说在有现场经验的认识基础上，才可以有发言权。 

    所以，现场经验越是丰富，越有可能提出当代的问题，而不是满足于隔膜的想象。如这些问题就需要探讨：

当代艺术的确认与界定、当代艺术的中国问题与国际化关系、当代艺术的市场因素、当代艺术的政治含义、当代

艺术与新媒介艺术、当代艺术与社会、当代艺术的教育与观念、当代艺术与知识理论、当代艺术的多元性、当代

艺术与展览体系、当代艺术策展与市场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是从现有的文本中得出，是必然经过对当代

艺术的认真调查和研究才能开展的。试想，如果不去现场地经验当代艺术，如何闭门造车地对当代艺术说出个子

丑寅卯来。 

    艺术的最大特点是不定形、不确定和各种可能性，其当代意义就是与人们的观念对话和质疑。一些真正的当

代艺术本身已不是目的、也不是什么形式的问题，而是针对了某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人类的问题而说

话，用了特殊的方式去给人们一个激灵，有时候冷飕飕的，有时候困惑至极，也有时候佩服其观念奇妙，启发了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甚至不乏促成了某种其他方案的解决。此时的艺术已经是社会功能的一个平台、一种观念的

载体，为的是以个体的方式得到社会的共振。 

    2008年1月21－24日，北京花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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