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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82年开始发表美术理论、评论文章到现在已经20多个年头，曾先后出版过两本文集，一本为1994年工人出版社出版

的《走向现代——新时期美术论集》另一本为1996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多元与选择》。因此，1995年以前的文章多收在

这两本文集之中。从95年到现在又是十年，在这些年中虽然文字写得更多了，但真正有分量的或自己满意的却并不多

选起来反而并不轻松。虽然出版社没有写作时间上的要求，但本人在结集这本文集时仍倾向于选择近十年发表的文章

的42篇文字中，1995年以前写的只有四篇。其余均为95年以后所为。

 

    从1982年开始发表美术理论、评论文章到现在已经20多个年头，曾先后出版过两本文集，一本为1994

版社出版的《走向现代——新时期美术论集》另一本为1996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多元与选择》。

年以前的文章多收在这两本文集之中。从95年到现在又是十年，在这些年中虽然文字写得更多了，但真

或自己满意的却并不多。因此，选起来反而并不轻松。虽然出版社没有写作时间上的要求，但本人在结

时仍倾向于选择近十年发表的文章。在入选的42篇文字中，1995年以前写的只有四篇。其余均为95年以后所

    根据这些年在批评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和基本思路，我将这些零碎文字归类为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对批评自身问题的回顾与思考。我曾在1986年应《美术》之约写过一篇关于美术

性文章（即《批评本体意识的觉醒》），对当时的美术批评现状作过一些个人化的思考。进入90年代，

个角色的苦衷与尴尬，以及他们在当代艺术中所处的地位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和了解。于是，一直想通

对这个群体作一次整体性的把握。2002年终于找到一个契机：与广西美术出版社合作主编了一套批评文

《批评的时代——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评文萃》，共收入批评家33位。除了收入本集的《为中国当代艺术

澜》的序言外，还编写了三万多字的《中国当代艺术与批评编年纪事（1978－2002）》。另一篇关于批

话是对过去的一篇对话文章的重写，其文化针对性是如何看待新的艺术现象，目的依然是想为新艺术开

    第二方面是关于艺术体制问题的思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最早见于1996年撰写的《建国后的画坛体制及其

国画的影响》。因我1984年起即在一省区美协工作，对于建国后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画坛体制与在社

生成的当代艺术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有切身体会。这些问题包括官方如何改革和新建适应于当代艺术发

美术馆的健全与发展、规范有序的艺术市场的形成等等。特别是对于正在兴起和形成中的体制外的文化群落的

究，都是这一阶段我所关注的问题，因为我本人就生活在画家村这个与体制无关的圈子里。 

    第三方面我把它归纳为“架上”与“非架上”。这是因为在90年代中期以后，装置、行为、影像等多媒体

的发展，使“架上艺术”重新成为一个问题。也是构成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中最令人焦虑的一个问题

由全球化的国际风潮对本土文化构成的威胁引起的。而依我所主张的艺术多元的批评观，我更倾向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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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被官方认可的“非架上”艺术。我曾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明确表示：在艺术中，官方与非官方、主流

流、中心与边缘、学院与非学院、体制内与体制外，“架上”与“非架上”，我更多关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虽然没有或极少参与这些艺术活动，但我认为，它们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作

评家不能无视更不应在未经研究的前提下轻易去否定的部分。收入这一部分的《《威尼斯收租院》≠《

院》》、《以“美食”的名义和以“艺术”的名义》、《行为艺术与艺术行为》等三篇文章均是在这样

的指导下完成的。 

    第四方面无疑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后现代话题。女性艺术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在80年代的

动中，还没有女性艺术的位置。而在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一位女性艺术家扣动板机发出的一声

为90 年代女性艺术出场的一个预示与暗号。但我对女性艺术的思考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然而一

难退出，即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而关于以性别为出发点的思考，除了对女性艺术本身的张扬

也很自然地延伸到对男性艺术的审视。《性别身份的自我定义》一文，正是尝试以女性主义视角对“男性

作的一个粗浅的批判和个案分析。 

    第五方面是关于水墨画在现代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90年代初完成的一篇长文就是通过对中国画

的比较研究来看中国水墨画的现代蜕变和转型。后来的几篇文章也是试图对这一本土艺术的走势做出整体上的

纳，前后说法有些不一致，反映了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不确定状态，但有一个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即我比

墨领域中还不很确定、但很活跃的边缘部分，即我在文中所称谓的“新水墨”和“后现代水墨”。我坚

必得在现代条件下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规范，方能进入当代价值体系之中。 

    最后一个方面是对艺术个案的分析与评论。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选择了对八位艺术家所作的

少能说明一些我的批评主张和我所推崇的当代艺术家。 

    以上六个方面大体能反映我对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由此也可确认我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批

和批评路线。我曾说过，在现代条件下，已经不大可能产生那种对一切作品拥有解释权的“全能”批评

多么博学多才，也有他无法逾越的“视界”。每一个批评家只能在他熟悉的有限范围内工作。如果他以

握着一把可以量度所有艺术的“万能尺”，那他就难免会受到历史的嘲弄。因此，我始终对还处在我的

围之外、尚未弄清楚的新艺术、新现象和新潮流报持一种宽容态度。因为我深知，许多有创见、有创意

的艺术家都在这一领域工作，我尊重他们的艺术信念和严肃的工作态度，并相信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艺术

    非常感谢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程大利先生和社长郜宗远先生，感谢《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家批评文

邵大箴先生和李松先生。若不论年龄，仅以我的资历和学术水准，我当属学生辈，没有资格与他们并列

他们的器重，感谢他们将我“收编”于这个行列之中。 

2005-5-20 于京北上苑三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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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贾方舟卷》自序 ■ 新书推荐：《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贾方舟卷

■ 贾方舟：叙事中国与中国叙事 ■
就第四届成都双年展雅昌网访谈策展人贾方舟、
进（下）

■
就第四届成都双年展雅昌网访谈策展人贾方舟、邹跃
进（上）

■ 故国与国故 经典与精神

■ 贾方舟发言 ■ 贾方舟：批评之可为与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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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序 ■ “越界”展序言

■ 贾方舟·第二届批评家年会会议发言 ■ 性与情：艺术家关于自身的永恒追问

■ 酸 腐 的 批 评 ■ 纯形式与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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