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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小山话题兼及后殖民主义 

 
                                                                                                                王  林 
 

小引： 
小山学兄提出议题：“是什么、是谁代表了当代中国的艺术成就？”——对我而言，这

需要很多文章才能回答。谈及当代中国的艺术成就，有人想“买断”想占有，而我只能慢慢研

究。我关心那些潜心于创作并对中国当代艺术有重要影响却又在操作与权利话语中被忽略的艺

术家。朱祖德只是其中的一位。尽管市面上有《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国当代美术史》之类

的书，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美术史，有的只是资料汇编或操作纪录。其原因在于撰著者没有史

观，即思想和方法。听说中央美院9月份要召开美术史学研讨会，这个消息很好。 
 
正文： 
1992年6月20日云南艺术家朱祖德外出考察雕塑地址，在金沙江被激流卷走而不知所

终。1994年1月，朱祖德雕塑遗作展览终于在云南艺术家们的资助下由云南艺术学院举办。由

艺术家掏钱来为另一个艺术家办展览，前所未闻，可以想见朱祖德人品的高尚和创作的威望。 
中国现代雕塑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只有吴少湘等少数前驱者。这大概是由于雕塑所

需要的投入和所限的体制，难以和绘画同步。作为形式先决的现代主义探索，朱祖德可以说是

当时唯一一个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形成了个人风格的代表人物。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抽

象雕塑，开始创作了一批带有民间色彩及图腾意识的浮雕，限于美感与装饰，尚未呈现出鲜明

的创作倾向。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大陆雕塑界普遍投入公共雕塑，向甲方权利和经济

利益倾斜的时候，朱祖德甘于贫困与寂寞，潜心个人雕塑创作，完成了数十件圆雕作品。就是

这一批作品，堪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大陆现代雕塑的真正成就。 
朱祖德雕塑是对物理变迁的审美纪录，他抓住了金属固体熔化、锈蚀、破裂等向异态转

化的中介，凝固物质世界中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运动，把雕塑形态变化还原到物理性能和物质属

性这一雕塑艺术的基础。从这个起点出发，他创造出古老东方的梦想——人的存在和物的存在

终极意义上的相契和还原。 
在朱祖德那些充满形态变化和时间经历的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生命在每一倾刻

里悄然无声而又生生不息的绵延流变，来于自然归于自然。动态和物理性沟通于生命感，而这

种丰富的象征意蕴仅以极简的几何形体（西方）和单纯的动态变化（东方）呈现出来。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西方现代造型手段的借取。东西文化的时间差，对谙熟西方现代艺术却又植根于东

方古老文化的朱祖德来说，已经消除。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朱祖德在回归自然主义的同时超越

了古典主义。朱祖德对雕塑语言的探索，达到了形式的极端性和表达的纯粹性，而这正是现代

主义最有意义的追求。1992年，朱祖德的雕塑创作进一步从抽象形式向人文景观深入，从现

代性进入当代性。他去世前的作品，一件是虚空的包袱，另一件是站立的袈裟，包袱尚存，实

物不在，衣物固化，人体消失，依稀可见的是虚拟的实物和人形。不管是对实物利用，还是对

信仰质疑，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创作开始更为直接地介入当代文化之中，其观念影响90年代的

艺术家，我们在邓乐的镂空维纳斯，杨明、夏阳的融滴人物，隋建国的空虚的中山装中可以见

到朱祖德的影子。也许朱祖德的晚期作品是一种暗示，暗示艺术从形式原创向文化身分的转

变，或者，竟是作者终结其艺术使命的象征？ 
朱祖德在中国当代雕塑创作中是最早具有本土文化意识的艺术家，在西方结构主义艺术

中植入中国经验与思维智慧，改变了中国雕塑对西方形式的简单模仿，触及到中国当代艺术如

何在现代主义普遍性扩散的态势下如何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身分的问题。朱祖德没有参加过什么

国际展览，也没有威尼斯或者卡塞尔的主持人选中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缺少意义。后

殖民主义文化是现代主义普遍原则的恶性发展，其核心是以西方智慧为主的中心主义。在他者

眼光的选择下，中国艺术家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中国当代艺术正在丧失自发、自主、和

 



HTML build at 2008-10-21 08:37:24

<< 首页 < 上页 1 下页 > 末页 >> 

自为、自立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祖德这样的艺术家值得我们推崇。——当然，前提是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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