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是 > 首页 > 批评家文章

批评快讯

 

 

艺术前沿

 

 

批评与自省

 

 

问题讨论

 

 

策展人专线

 

 

批评家档案

 

 

批评家访谈

 

 

批评家自述

 

 

学院在线

 

 

新人文选

 

 

艺术市场研究

 

 

史论研究

 

 批评家文章

“八九后”中国油画的描述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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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林 

    “八九后”中国油画呈现出咸与维新的局面，模糊了我们在精神指向上可以称之为

先锋的东西。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后新潮现象。如政治波普、玩世绘画，针对政治神话和空洞的理想主义，但视

野是后顾的，扭结于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和运动情结，其意义在现实与历史的某种关联，

而不在现实于历史的根本变化。 

    二是学院的改变。表现、抽象、综合材料之于油画在多数情况下不再被视为异

端，即便在观念上作为写实主义的补充，也使一大批画家接受招安，成为致力于语言研

究和样式完善的薪学院派。 

    前者的目标是国际接轨，实际上是西方人对中国新潮美术的追认，其选择、理解和

阐释无疑是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也是文化殖民化的。可喜的是中国艺术家跻身国际大展，

可悲的是不少人投其所好，丧失独立性。 

    新学院派的目标是油画中国化，习西夷之技以制之。这种文化兼并心态源自虚妄的

民族主义。尽管默认新潮美术对多元化的开先之功，却取消了它的批判性和尖锐性，试

图以学院艺术重领天下。在为“八九后”中国油画提供技术准备的同时则使其精神趋于

萎靡。 

    前者推出潮流，后者自诩主流，权重意识是很明显的，新的动作不过是和商业结

合，其思想方法仍然是中心论。 

    在两者拉锯之下，“八九后”中国油画可作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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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边缘性创作活跃 

    波普、材料、符号化等倾向都有相当成绩，波普倾向如余友涵、李山、张培力，材

料运用如周长江、尚扬、管策，符号化倾向如王劲松、杨述、杨绪。 

    2.表现与抽象作品趋于成熟 

    表现性画家如贾涤非、曾晓峰、王玉平、任小林，抽象画家如丁乙、王川、于振立

以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钟蔚帆、王易罡等都形成了自己完备、成熟的创作风格，较之新

潮时期同类作品的粗糙和幼稚，已是今非昔比。 

    3.写实油画长足进步 

   乡土题材于商品化的风气中，呈现出风格化和地方文化的动向，如罗中立、宫立

龙、段正渠、陈卫闽等人的新作。城市题材几乎成为新一代画家的标志，其创作向异样

化和生活流方面倾斜，产生了如方力钧、刘炜、刘晓东、曾浩、郭伟、忻海洲、何森、

王浩、韦蓉等一大批画家。静物的作品转向实呈主义，强调对景写生和冷峻真实，如石

冲、冷军、郭润文等。风景画中则出现了意象化倾向，如周春芽的石头、蔡锦的芭蕉、

洪峻的中国山水等等。 

    近两年来频繁、热闹的油画展就是由这些创作成就所支撑的，但透过喧哗的外表，

其精神力度和深度的匮乏显而易见。机会主义和人格矮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折中取代

批判，适应取代抗争，艺术所维护的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受到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考

验，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发出质疑：油画创作还能否像80年代那样担负起为精神文化提

供动力的使命?是否由于非架上艺术的综合性、直接性和鲜明性，油画等架上艺术的文

化革命使命已经终结? 

    就我的理解而言，现代主义的架上艺术和非架上艺术进入学院是必然的，一切可以

通过训练习得的艺术技巧都可以成为学院选择的范围，由选择形成学院特色和人才差

别。在此情况下，样式创造的前卫性即已消失。油画作为一个品种自身的本体论的发展

已失去意义。对大师缝隙的寻找成为个人兴趣，对油画语言的技术推进属于个人能力，

这些东西不再像现代主义时期那样具有艺术突现于社会的开创性的文化意义和精神意

义。凡·高的笔触和劳生柏的平涂乃至塔匹亚斯的拼贴并没有高低之分，油画的各种流

派、风格、手段和技法不过是艺术家可资利用的媒介，就像实物、现成品、大众图像也

是艺术媒介一样。正因为如此，艺术在今天越来越关注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关注人的

生存困境和未来发展。艺术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意识维护者，对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

异化作用，对各种不平等权利的制约，对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问题必然保持批判

态度。批判，即是思想和思维的独立，即是在新的不断产生的同化环境中保持个人特

点。因此，如何处理个人经验和当代文化的关系，成为对艺术家创作能力的考验。当代

艺术从本质上讲是个人思维的奉献。不是艺术形式的原创，而是转达方式的转换，即是

说它是对既有形式的充满智慧的利用、综合，在处理中显示出个人思维的特点。所以当

代艺术的所谓创造不是形式、不是语言，而是媒体。媒体的创造取消了艺术作为品种的

线性发展。 

    由此反省“八九后”的中国油画，我们的思考应该越出品种语言的界限，应该区别

学院教学要求和艺术创作指向的差异，应该警惕强权文化、商业文化和庸俗文化对艺术

精神的诱惑和掩埋。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但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的

 



时代，如果说艺术还有信仰的话，那就是关于人的信仰，相信人作为意识和精神的主

体，自有其独立性、自主性和不断深化、丰富的要求；正是这种要求，使人不仅有现

在，而且有未来。 

    艺术之有意义，不过如此而已。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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