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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快讯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第二届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深圳美术馆论

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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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晓东    

2005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由深圳美术馆、澳门塔石艺文馆共同主办，深圳商报

文化广场协办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先后在深圳、澳门两地

召开。2003年举办的“首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主题为“共生与互动”，对中国当代艺术

与批评20年的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本届学术主持孙振华和鲁虹把此次论坛的主

题定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其目的在于：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批评应该具有

社会学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强调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干预和现实关怀；当代社会学理论成

为当代艺术及其批评的重要理论根源；当代艺术的创作和研究需要学习社会学的方法

论；改变艺术家、批评家以精英主义者自居，要成为社会公众进行对话的普通人，公众

利益的代言人。 

 

深圳美术馆馆长王小明女士首先为论坛致开幕辞。论坛会议先是由社会学专家举行

4个专题报告，接着为主题发言，每人陈述15分钟，最后为自由讨论。本届论坛共有29

位专家参加，分别就当代艺术的社会学理解、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以后简称“转

向”）的涵义，以及以社会学为方法的当代艺术史和个案研究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当代艺术的社会学理解问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谈到了艺术发生的动力

体系。他认为人有三种欲望，一、满足生理上的舒适；二、追求炫耀、在同行中被承认

或寻求伟大；三、追求刺激。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类将遭遇精神空虚，要靠游戏来置换物

质，如何艺术的生活是满足欲望的重要方式。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于长江认为，社会学

把艺术理解成一种制度，一种人文构建的结构。它有一种物质的、非历史的、随着时间

变化的属性。它关心的不是艺术的内容，而是艺术的操作方式。他认为没有不带社会学

的艺术。艺术社会学化，有从自在到自为的含义，变成有意的、主动的社会学化，形成

的艺术的社会学派。南京大学高华教授谈到了对左翼文化批评和反思，他认为30年代的

中国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特点就是道德的自我迷恋，从理想主义走向民粹主义。中国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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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有依附性和投机性，也是浅薄的，丧失了传统的独立性。真正的理想主义是在质

疑中进行。五四为左翼文化提供了一个反叛性的背景， 42年以后是一种整体性文化。

中央美院殷双喜博士认为既然艺术家和批评家不可能将艺术变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那

么就可以把社会学当成是艺术的资源或者是方法来巧取豪夺。艺术是一种社会的表意系

统，就是以视觉图像和符号系统来表达一种社会的意义信息进行交流。当社会的主流话

语系统、意义表达系统发生阻塞、变形的时候，艺术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民意表

达系统。 

 

关于“转向” 和“转向”哪里的问题，单世联则认为，一、“转向”就是由对形

式的追求转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怀。从艺术家个体追求转向对社会广泛的、普遍问题

的关怀。没有完全个人的和社会无关的东西。二、“转向”是对社会不同形态和阶段的

表现。艺术家自觉的配合相应社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有意识参与、代言社会。三、“转

向”的问题是导致艺术形式向内容的转换，个人向群体的转换。文化逐渐产业化，由心

灵变成了物质。文化产品垄断了对社会的讨论。高岭博士认为：80年代中，文艺界因为

反文革而高扬主体性，90年代初，强调中国符号、中国方式。近十年来，艺术的媒介、

材料、题材的范围拓展，呈现了一个“平凡的世界”。“文化研究” 是理论旅行的产

物，背后体现的是社会学的话语资源，更符合今天艺术创作的实际，适合用来阐释艺术

现象和实践。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指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不能忽略了艺术的

公共职责和非营利部分。“转向”源于美术界对主导地位、现实感、责任感的丧失的焦

虑。艺术要以“介入的旁观者”进入和介入社会，又永远保持对社会反思和批评的角

色。广东美术馆王嘉分析了“转向”的关键词“生产与传播”。艺术生产本质就是社会

的生产，生产和消费日趋交叉、错位乃至并行，“消费”发挥出其潜在的支配和操纵力。

“传播”是将艺术生产和艺术价值实现相链接。在传播过程中，有影像方言、国际化展

事的订做、行为艺术的媚俗、公共话题的个人声音、共机构的影响等现像。兰州的鲁明

军认为，毛时代艺术的功能主义体现在被动绝对的服从于意识形态，当下艺术以公共交

往为载体，比较主动和自觉。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和社会思潮质素得到了深化，应该

从人文品格和主体价值的角度切入公共价值的重建。实现重建的三个方法是公共交往、

经验型构和价值重建，主体应立足于现实社会、本土经验、他域关系和个体生命意识的

真问题中。四川美院王林教授认为艺术社会学转向即是人文主义向科学主义的交叉。他

谈到卢卡奇关于真实性的人道主义观点，针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提出要通过一种主

客观能够协调的典型化、形象化的方式来达到人的主体性的完整性，这是非官方的真

实。不应该被一种现实和既成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要保持对社会现实、文化的揭示和批

判态度。台湾赵孝萱从文学批评的经验来看，认为“转向”的提出反映了人文学科、人

文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面对社会科学界强有力的话语权时的焦虑，但是这种引用、借鉴的

冲动往往造成了文艺作品在形势和审美意义上的消解。 

 

更多的发言者是以社会学方法进行当代艺术史或个案研究。中央美院邹跃进博士对

“官方艺术”进行了历史梳理，由于大众艺术的具有娱乐力量贴近现实生活，使直接宣

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艺术难有作为。执政党的制度依然需要官方艺术，但其对意识形

态的争论和建构兴趣不大。官方艺术存在的必要性不是在于艺术上的创造，而是在于表

态和仪式化功能。官方艺术理论则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为代

表。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运用非介入的研究方法，通过《画刊》这个重要的艺术媒体

在1986年和2004年在理论和批评文字中的差异，对比艺术批评在关键词、艺术观念、所

关注的问题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印证了艺术向文化的转型，以及美术批评超越具体的

 



艺术现像转向社会生态环境。深圳美术馆研究员鲁虹研究的对像是 “新人类”油画。

在题材和叙事上，“新人类”受到了西方反文化的影响，把暴力、商品、泛滥情欲的新

潮行为视为传统生活方式仪式反抗。在图像修辞学上利用大众流行图像，利用摄影、电

脑、影像和后期制作的虚拟性的机器观看的视角，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系统。南京艺

术学院顾丞峰分析了194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中的农民形象从中心到边缘，从画面主

体、行为发动者到消极看客的过程，呼吁知识分子艺术家弱势群体的失声的农民，表达

他们的诉求。广州美院谭天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美术”这一命名的学理性和合理性。四

川大学查常平以邓乐的作品为个案，认为“公共艺术” 是这个城市的社会性的精神生

命的承载者，是历史性的文化生命的昭示者。公共艺术家只有对此有深度的理解提炼，

作品才可能具有公共性。 

 

台湾学者曾肃良以艺术社会学为基础探讨“性解放”与资本主义和女性主义纠结之

后，创作观念表现上的新发展，并推导出未来的性冷感的无性社会。云南大学的管郁达

通过对艺术作品中红光亮、高大全与苦难的肉身到身体自觉的转向，再到影像、暴力、

色情的身体的历史阶段变化的分析，指出欲望身体的革命性已经转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商

品拜物教。局部的身体解放可能会撼动整体，但也可能走向反面。中国美术馆的徐虹结

合肖鲁《对话》作品的署名权之争展开讨论，提出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男性话语霸权的

问题。澳门艺术家缪鹏飞分析了澳门当代艺术现状，认为不存在大陆的美术思潮波及到

澳门的情况，也不存在针对政治制度的批判意识色彩在澳门退化的现象。他建议艺术应

该少一点炒作，少一点向强势文化、西方文化靠拢的心态。张颂仁、朱其、吴鸿结合展

览策划的具体实施等话题，阐述了相关的论点和思考。这些发言中的不少观点在自由发

言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论坛打破了过去由艺术批评家自说自话的封闭的方式，通过跟社会学家、历史

学家、文化学者之间的相互沟、交流和对话，获得了更加开宽的视野，是对过去已有的

知识框架的一次突破，并深入的探讨了“转向”这一主题的理论建构和可发展性。“中

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会议结束了，但是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才刚刚敞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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