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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还是献媚 ：艺术市场对当代油画教育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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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油画教育存在的危机至少被双重的表象所掩盖。一个是国内这几年油画市场的

持续升温和表面的繁荣。另一个是从1997年艺术类专业扩招后，各大美术学院或综合性

艺术学院的油画系一直是艺术类考生报考的热门专业之一。其实，作为美术学院的管理

者，或者作为教师的艺术家大多都洞悉油画教育出现的种种弊端，但当这些问题还不至

于影响到大家的既得利益时，于是，潜在的危机“被有意的漠视”了。概言之，这集中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图式生产与图式复制。按照艺术市场的规律，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保证艺术

市场正常运行的最重要的因素，艺术市场要保持长期的活力就需要有新的艺术家不断的

加入。由于中青代这个艺术家群体是一个有限的资源，而且这批艺术家成名早，画价

高，升值的空间不大，所以，推动艺术市场前进的重任自然地落在了更为年轻的艺术家

和在校学生的身上。由于在校学生的画价低，方便抄作，于是画廊便与批评家、策展

人、艺术媒体、拍卖公司进入一种“合谋”状态，以不同的方式在各个美院实施“挖

掘”和“包装”新人的计划。既然年轻的艺术家要进入艺术市场，艺术家自然就应尊重

艺术市场的规则。艺术市场衡量一个艺术家能否成功的标准，最首要的条件便是看你是

否具有鲜明的个人图式。个人图式就是一个身份标识，就像一个新上市的产品具有自己

的标志和品牌一样，这样才能在艺术市场上与其他艺术家进行区分。例如，有人是画狗

的、有人是画假山的、有人是画瓷器的……于是，艺术市场就会将某某人的中山装、某

某的旗袍、某某的青花等作为艺术家的代名词。所以，每一个艺术家都在努力寻找一个

不同与他人的图像识别符号。但是，个人图式也是一个陷阱，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年

轻的艺术家而言，如果没有个人图式这就意味着失败；但对于一个进入市场的艺术家来

说，个人图式又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改变就可能失去了自身与他人相区别的图像特

征，于是艺术家自觉地进入了个人图式的不断复制中。于是图式制约了艺术家的继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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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同时对艺术教学也产生巨大的阻碍，因为年轻的学生根本就不能摆脱图式的束缚，

大胆的寻求新的可能性。更可怕的是，正是艺术市场这种潜在的逻辑使得学院老师和学

生之间心照不宣，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自觉地以适应艺术市场的“个人图式”而

展开，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甚至许多学院开始取消油画综合材料工作室，放弃油画教学

领域中实验艺术这个教学环节。在艺术市场的冲击下，当代油画的界限不但没有向多元

化方向拓展，相反开始萎缩和回到最传统的架上状态。 

   

  其次是图像的表层化与庸俗的社会学。图像在当代油画创作中实际上担当了两个功

能。一个和个人图式一样，保持自身在艺术市场上和其他艺术家的区分。就像你是画青

花、我是画假山的，你是画旗袍，我是画大脸人物头像的一样。另一个方面是，图像与

庸俗社会学阐释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只要画面有跟现实的政治、社

会、日常生活发生关系的图像，其作品都是有社会意义和当代价值的，都是“社会学转

向”的产物。前者的问题是艺术家丢失了真诚，后者的问题是假借当代艺术的概念将艺

术本应该具有的文化价值庸俗化了。 

  不能否认，当代油画已进入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所谓的“图像泛滥”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一种是“泛政治波普”的图像。艺术家开始滥用各种文革的经典图式，如各

种传单、批量复制的宣传画、大字报、大标语、经典样板戏的样式来创作；或者利用各

种毛时代的图像符号，如毛泽东像章、红袖章、五角星、红皮书……等等。另一类是

“卡通化的”图像。从2004年开始，卡通化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仿佛在这些年轻的艺

术家眼中，一切形象都在“卡通化”。还有一类便是各种公共图像或现实的生活图像，

然后被艺术家进行稍许变异便使作品具有了一种青春残酷的精神品质。由于任何图像都

有着自身的文化印记，像任何语言符号都在自身历时和共时性的能指和所指中具有不同

的意义一样，即使艺术家随意的将任意的图像放在画布上，由于上下文语境和符号的生

存空间发生了变异，按照符号学的方式理解，其意义将向四处“弥散”。正是这种图像

和符号自然生成的过程，却成为某些批评家进行作品阐释时的一种社会学方法，强行将

这些图像与当代社会文化牵强的结合在一起，将社会学的方法庸俗化。这种图像的生产

规则对学院教学的影响无疑是潜在的，对于大部分学院的油画教学而言，学生能否将一

个图像表现得与众不同且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便成为了油画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 

  第三，媚俗化的审美趣味与“单向度”的创作方式。正是为了进入艺术市场，年轻

艺术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个人图式，而个人图式是以具体的图像来承载的，而这些图像一

旦最终进入市场，艺术家便首先要考虑其作品的审美趣味。我曾把当代绘画的图像表现

手法概括为：“空间的表层化、色彩的艳俗化、造型的图式化、符号的中国化、审美趣

味的庸俗化”。其实通俗地说，媚俗化就是放弃艺术的精英性特征，相反把图像画得极

其的好看或大众化，以此来迎合艺术市场的整体审美趣味。正是在艺术市场的诱惑下，

学院的油画教育开始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学院自身自律的教学体系很难实

现。另一方面，具有实验意义的教学内容让位于艺术市场对架上绘画的需求，于是，油

画方面的教学也仅仅局限在架上领域，很难将其推进到观念的层面，更不用说向架下，

如装置、影像、行为方向拓展了。油画教学的形态已逐渐进入一种“单向度”的发展状

态中。 

  其实，西方学院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危机，但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山学院、德国

的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这些著名的学院，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强调艺术教育自身的前卫

性、先锋性和独立性。将培养学生的独立艺术精神放在学院教育的首位。对于这些学院

 



而言，这一时期的艺术教育既不同于现代主义早期，即20世纪初那样追求对学院自身过

去传统的反叛，相反学院教育是要与大众的流行文化和艺术市场上的媚俗艺术相区分，

用格林伯格的话说，就是要向媚俗艺术开战，远离艺术市场，保持艺术自身的纯粹性和

自律性。中国油画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艺术市场所带来的，只不过是在艺术市场对

学院艺术产生的冲击中，使过去存在的问题迅速的暴露了出来。也许，只有油画教育能

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系统性、多元性和先锋性是，其自身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实际上，在中国各大美术学院都有着这样一批艺术家，他们拒绝图式化，远离媚

俗，与庸俗的社会学保持着较远的距离，相反，他们将艺术当作自我言说的手段，将艺

术和周遭的社会密切的联系起来。但是，正是这些疏离了媚俗的作品，却能在当代的艺

术市场上屡创新高。在这批成功的艺术家中，就个人而言，我很喜欢忻东旺和刘小东的

作品。尽管忻东旺使用的是学院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但是，正是这种被人们认为最保

守的语言却因为艺术家视觉的转变而使作品具有鲜活的当代性。那种对边缘人物，或者

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注，以及对身边朋友的表现，都体现出“新现实”主义的力量。因

为在艺术家的笔下，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他们的生存境遇、生活状况和个性特征，他们平

凡而朴实，他们率真甚至木讷……。忻东旺对他们的关注并没有那种崇高的人道主义关

怀，他的现实主义视觉也没有社会现实主义那种歌功颂德和矫饰的浪漫主义气息，相

反，他的作品就是在告诉观众，这就是现实，没有矫情和残酷的现实。同样，刘小东的

作品平实、质朴，没有迷人的技巧，没有媚俗的色彩，更谈不上有个人的图式。艺术家

只是敏感于现实的生存经验，和忻东旺的视角不同，刘小东笔下的现实跟个人并没有直

接的联系，相反更贴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民工问题、底层人民的生存

问题、三峡的移民问题……，这一切都围绕着当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现代性而展

开。当然，以这两个艺术家为例并不意味着只有现实主义的手法才能在市场上获得成

功。例如，孙良那种独特的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丁方那种沉郁、凝重的表现主义画风，

张晓刚那种充满异质色彩的图像表达……，他们的作品同样赢得了艺术市场的尊重。 

  在艺术市场的冲击下，当代油画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早已超越了艺术语言和作品图

像化的表层，就像上述成功的艺术家一样，他们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有着一种睿智的

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我看来，如果艺术学院的油画教育仅仅传授给学生们一种

技巧这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敏感周遭的社会经验，如何提高他们

的理论素养，如何使他们有一种新的方法论才是最为本质的。当代油画教育不能仅仅为

艺术市场培养人才，相反更要培养那种远离艺术市场，独立思考且敢于寻求实验的艺术

家。也许，一个最为实在的任务是，在今天艺术市场对艺术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时，学院能否通过系统的教育，使学生不为短期的市场利益所诱惑，从而延长学生的创

作生命。 

  原文发表在07年第5期《中国文化报》，发表时部分段落由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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