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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后的艺术— —俄罗斯当代绘画 

   早在20世纪70年代，莫斯科政治波普样式的绘画就部分地改变了被称为内容上的民
族主义、形式上的印象主义的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风格绘画。俄罗斯艺术突然间被世界
重新议论而被纳入普遍的视野之中。接着，那些对艺术从来就没有放弃追求的俄罗斯艺
术家趁此机会悄悄地开始了自己的实验之旅，新的绘画样式、新的实验精神，致使西方
重新拥抱这些叛逆的实验艺术家。这转瞬之间的变化，不光使俄罗斯艺术产生了多元的
格局，同样连俄罗斯艺术家自己也对这样的礼遇感到吃惊。此时的他们马不停蹄地飞往
西方各国，参加名目繁多的艺术活动，柏林、巴黎、伦敦、威尼斯、纽约……都成了他
们的艺术栖息地。世界许许多多大城市的博物馆或画廊都一反常态地纷纷举办来自苏联
的展览。比如1979德国波恩的《苏联非官方艺术20年回顾展》，以及80年代中期分别在
法国和美国举办的《苏联非官方艺术25年回顾展》。与此同时，西方也开始热衷于苏联
前卫艺术的收藏，有些艺术家一夜之间成为明星。1988年，莫斯科的索斯比拍卖会更是
将西方对俄罗斯艺术品的狂热情绪推至高潮。但好景不长，戈尔巴乔夫近似疯狂的举
动，既结束了冷战，也结束了冷战思维。同样西方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对俄罗斯艺术的
躁动之后，很快地冷静下来。紧接着苏联解体，这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改写着
每一个俄罗斯人的生活，同样也让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艺术样式嘎然而止，从而给最后
的意识形态艺术划上了句号。俄罗斯艺术不得不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精神而重新上路，从
此俄罗斯再也没有了集体主义的风格，也没有了社会主义的绘画样式。与此同时，经历
过种种困扰和磨难的俄罗斯艺术家，再也不会像七十年代那样趋同于西方，用艺术表达
社会的冲突来赢得西方人的好感，而是策略和矛盾地展开了真实的俄罗斯艺术的实验之
旅。很快，一个接一个的艺术样式和风格在俄罗斯文化的主导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相继登场，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转变了自己的文化立场，期望在新的媒材和个性化的风格
中寻找契机。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除了艺术学院和一部分过去的美协会员仍然坚持
过去的绘画样式和传统立场外，我们很难再看到俄罗斯艺术过去那些凸现在我们记忆中
的图式，从那以后，不光是俄罗斯艺术家彻底地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政府也一反常
态地采取了新的文化策略，而反过来激励那些与西方展开对话与交流的实验艺术，并给
予经济上的扶持，同时也冷落那些未跟上节拍的艺术学院和曾在苏联时期深受爱戴的美
协会员。一时间，具有国际眼光的艺术家与政府文化官员共同推波助澜，相互都期望俄
罗斯艺术有一个好的未来。 
 
  重返国际艺术舞台对俄罗斯来说虽是曙光初露，但作为俄罗斯艺术过去的主打绘画
并未在国际上扮演角色。它不单需要与其它新媒材互动发展，还要解决自身文化转型的
难题。事实上，兼备东西文化品格的俄罗斯艺术家从来就对自己的艺术未能在世界范围
内获得广泛尊重而蒙上几分酸楚的心理。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结早在18世纪就根植于他
们意识的深处，俄罗斯人也常为丰厚的民族传统而自豪，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强势
文化冲击而体验到一个又一个的挫折，致使他们才会在欧洲这个“大家庭”中，显得有
些孤独。另一方面，苏联时期的强大既给他们带来骄傲的回忆，同时他们对苏联时期的
政治和文化又心怀反感。所以说，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是混杂于东西方文
化的多元体，它不仅是没有统一标识风格的群体，也越来越疏离旧时的传统和西方的模
式。所以，当我们重新去对应或识别俄罗斯当下的艺术时，总会感到有些茫然。但从另
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独立艺术家的工作
室，尤其是你在与今天引领着俄罗斯艺术潮流的艺术家交流的过程中，你能够看到的全
是一些与我们过去印象不能对接的艺术创作，同时你也会体验到对艺术生性敏感的俄罗
斯人在克服了自身的种种不安后，也开始慢慢地生长出有别于东、西方的个性艺术风
貌。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想通过以下几位艺术家来表明俄罗斯当代艺术的变化，从
而使我们对今天的俄罗斯艺术有较为直观的了解。 
 
  作为莫伊申延科的学生，毕业于列宾美院的米哈依诺夫，无疑已经是俄罗斯当代最
为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展览不但受到总统叶利卿的青睐，还同时获得了人们的广泛
好感。就在2002年的北京双年展上，他和所有当代赋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一起，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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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自己关注人性的绘画作品。那是艺术家本人多年来始终坚信的艺术理想：“在虚幻
的现实生活后面，有一个实质的存在”。为此，他采用了广泛的绘画题材，从俄罗斯中
世纪的圣像画，到表现新时期俄罗斯人对宗教的理解；从对伦勃朗绘画的重新解读，到
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都在艺术家的作品里有所呈现。尤其是艺术家后期的作
品，那是一些靠人体运动堆叠起来的描绘，其用意是想通过这样的形体显露出我们生活
中的空洞和问题，表现出人在特殊时期内心的深切忧虑。使人们关于了解另一个世界的
愿望成为可能。透过这种可能，从而在那些迷惑我们眼睛的视觉幻象中获得警醒。 
 
  雅克宁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他的一生充满动荡和不安，如起落不定的工
作和生活、太多的婚变、亲朋好友的疏离……或许也正是如此，他的艺术一直隐藏着某
种有梦幻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是比世俗生活更加深刻的真实。在描绘上，艺术家一直沿
用传统的具像绘画模式，来展现真正作用于人心灵的复杂情感，渴望以此获得人在孤
独、迷茫的现实世界中的慰藉和平衡。如果说，这种源自过去的艺术样式，在今天还能
改变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和判断的话，那么，雅克宁为我们描绘的多少有点虚幻的人物场
景和通过画面传递出来的乌托邦暗示，无疑对俄罗斯当代绘画的转型起着积极的意义。 
 
  艺术家贝尔琴的画面，总是会使人浮想联翩——泛黄的老照片、笔记、随手可拾的
石头和沙砾、粗糙的绳子、廉价的沥青……似乎任何东西到了艺术家的手上，都成为那
些关于俄罗斯历史的记忆。在表现上，贝尔琴总喜欢用灰色调，反复出现的历史叠影，
涂鸦似的文字和数学公式、水泽般的痕迹和质地各异的肌理，来表现出俄罗斯人们充满
机智而幽默的批判意识。 
 
  艺术家卢卡，同样来自瓦涅河畔的列宾美院。不久前，在俄罗斯艺术家联合会的中
心展厅，还举行了一次纪念这位艺术家的展览，这位颇具哲学意味的艺术家，藉由这
200多幅艺术作品，不得不使我们感叹到他对绘画所采取的极端立场。正是他对俄罗斯
新艺术持有不合拍的理解，才使卢卡的具象作品具有抽象的特征。 
 
  另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艺术家是来自圣彼德堡的欧弗契里科夫，他一生都没有进
入过专门的艺术学院接受正规的训练和学习。而与艺术结缘，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找
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给戏剧安排舞台布景。正是由于他长期自学于博物馆和从事舞台
工作，欧弗契里科夫的艺术和舞台剧一样，总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出俄罗斯社会粗
鲁与卑鄙、理想与向往共存的现实。他一方面以反讽的手法将俄罗斯民族险隘性的一面
夸张至极，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不懈追求。 
 
  米哈依诺夫、雅克宁、贝尔琴、卢卡、欧弗契里科夫，这群同样来自于俄罗斯的艺
术家，有的毕业于列宾美院，也有的自学成才……尽管他们的艺术背景相去甚远，但他
们都成长于苏联时期，也都经历了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他们不但热爱俄罗斯文化，也同
时受到民众和西方的青睐。文章中的图片正是这些艺术家在跨度不到20年的时间中，用
他们独特的文化视角向我们展现和传达了俄罗斯绘画所发生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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