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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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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还有市场吗？ 

   在大众的想象当中，艺术评论家似乎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角色，能够随心所欲地成就或是毁灭

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但是，只要对当下的艺术体系来一番认真的审视，你就会发现这种观念完

全是一种幻想。巴赛尔艺术博览会总监萨缪尔·科勒（SamuelKeller）说：“当我初次踏入艺

术圈的时候，那些著名的评论家的确很有势力。如今他们却更像是哲学家———受人尊敬，但

却没有像收藏家、艺术品商和博物馆馆长那样的影响力。没有人再害怕评论家了，对这个行当

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讯号。”  

  从金钱这个根本性的层面上来说，评论家们的价值也得不到什么认同了。即便在《艺术论

坛》、《中楣》和《美国艺术》等风头最健的艺术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篇自由艺术评论的稿酬

也不过区区100至150美元。评论家莎拉·瓦尔德斯（SarahValdez）长期在《美国艺术》和

《纸品》杂志上发表文章，她说：“过去10年里，我在纽约从事艺术出版并撰写艺术评论，而

这根本养活不了我自己。这情形使我感到十分无助。我知道，如果我给某次展览以好评的话，

画廊和艺术家可能会因此多赚些钱。但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评论家，都绝不会认为自己身处

‘一个有权有势的位置’。”很自然，今天的人更倾向于把艺术评论当成是通往其他更稳定、

收入更高的行当———比如艺术研究、艺术咨询或是艺术品买卖———的垫脚石。  

  当然，只有傻子才会为了钱去搞艺术———名声才是更大的赌注。几个世纪以来，艺术评

论发挥着艺术史简纲的作用，淘汰低劣的作品，弘扬富于创新、技巧高明的艺术。然而，今天

我们再也没有为现代主义盖棺论定的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1909 
1994，美国艺术评论家），也没有为新现实主义正名的皮埃尔·雷斯塔尼

（PierreRestany，1930－2003，法国艺术评论家）了。艺术家及评论家卡文·雷德回忆

道：“当我开始撰写艺术评论的时候———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的东村区，我觉得当代批

评家的作用似乎与他们的前辈有所不同。评论的力量是艺术与公众的关系透明化的一种体现：

评论家越来越像是信息传递者，纯粹的分析越来越少，他们对艺术家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及其

知名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这一来，艺术品商自然就越发重要，他们正在大张旗鼓地运用自己

的力量去把艺术家造就成明星。”  

  毫无疑问，今天的评论家仍然具有导引公众注意力的力量。艺术评论家泰勒·格林说：

“我走进博物馆或是画廊，总有人以迹近哀求的口吻要求我对他进行报道，这样的情形真是多

不胜数。博物馆和画廊太多，媒介出口又太少，他们都在努力争取被评论的机会，什么样的评

论都行。”  

  但是，在“制造”艺术家的过程中，馆长们通常能比评论家领先一步。早在评论家们开始

对今年三月的“大纽约”艺术展评头论足之前很久，各个美术馆就已经在跟入选该展的艺术家

们接触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风向的转变始自1969年。当时，哈罗德·塞曼

（HaraldSzeemann）离开了瑞士伯尔尼艺术中心，摇身变成了自由艺术评论家。很快，其

他的美术馆馆长也纷纷步其后尘，挣脱了单一艺术机构的限制。身兼艺术评论家、编辑及展会

组织者数职的鲍威尔·埃克罗斯（PowerEkroth）说：“展会组织者逐渐取代了评论家的地

位。他们获得了决定潮流品味的权力，由是功成名就。此外，展会组织者跟艺术家的联系也更

为紧密———评论家努力想做到‘客观’，而展会组织者们则显然是主观的。”  

  艺术品收藏者也来凑热闹了：他们满世界飞来飞去，到处搜求艺术品。这一来，等那些外

国艺术家在纽约及伦敦等中心城市亮相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市场接受，他们的展览日程也已经

确定，评论家们成了宴会上的迟到者。意大利评论家米歇尔·罗贝契（MicheleRobecchi）
说：“我个人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影响力。有些评论家认为自己有，但总体上说来，就算是主流

杂志的重头文章也不会对作者或是艺术家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按我的看法，只有那些伟大的艺

术家才是真正有影响的人。”今年二月的马德里现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只有一次关于艺术评论

的小组讨论，关于艺术品收藏和展会组织的讨论却分别有六次和五次，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 首页 < 上页 1 下页 > 末页 >> 

  最终，评论界似乎陷在了一个天生被动且日益边缘化的位置上。归根结底，评论家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静态的，而艺术圈却已经有了改变：它的规模膨胀得太大了，让人无法有

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它变化得也太快了，快得让为截稿期限所制约的评论家无法适应；此外，

艺术世界已经有了新的信息流通渠道，可以把评论家们晾在一边。就在不久以前，欧洲大陆上

的人还要通过来访的评论家来了解纽约和伦敦的最新情况；到了今天，各种艺术展会发挥了季

节性潮流晴雨表的作用，要是你对远方的某次展会感兴趣，只要上网去看看相关图片和新闻就

行了。  

  当然，浏览新闻跟阅读评论还是有区别的，而这又为艺术批评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浏览

正在迅速取代阅读。纽约的一位主要艺术品商回忆起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他的画廊推出了一颗

新星，这位新星的首次展览遭到了《纽约时报》的猛烈抨击，随之而来的反应却让他啼笑皆

非。他回忆道：“有两个星期，不停有人打电话来，为报上那篇‘绝妙的评论’向我表示祝

贺。他们只看到了报上有评论，却根本没有留意评论的内容。”根据个人的体验，瓦尔德斯女

士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问题不在于评论家们的权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而在于大多数人都

产生了智力上的惰性。也就是说，连我都必须承认，在阅读大多数艺术评论的时候，想始终不

打瞌睡的确很困难。”  

  的确，评论家影响力下降固然有着种种外部原因，而他们自己那常常令人云里雾里的文字

也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SimonWinchester）有着足以追溯《牛

津英语词典》根源的文化程度，他曾经想对美国著名评论家本杰明·布克罗

（BenjaminBuchloh）的文字进行分析。两年之后，他放弃了这项工作，承认“对我来说，

布克罗的文字跟亚述语和中国古文一样晦涩难解。”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同时我们也

发现，很多在人们心目中举足轻重的评论家都供职于大众报纸，这一点绝非巧合———为大众

报纸工作使他们不得不用平易的文字来表达最复杂的思想，因此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评论家必须靠“评论”去赢得影响，而今天的艺术评论———尤其是艺术

杂志上的评论———却往往止步于描述和背景介绍。有些时候，这种情形是来源于一种理论：

“评判”艺术品的行为已经过时了；但也有许多观察家怀疑，真正原因是一些更为现实的考

虑。伦敦的一位资深画廊主说：“真的，现在的艺术杂志评论员已经不是评论员了。他们无法

置身事外，似乎总想着在艺术圈子里搞点别的什么名堂。”  

  评论家和作为评论对象的画廊之间普遍存在着职业上的联系。很少有评论家在画廊里任

职，但却有很多评论家会跟画廊做短期交易，有时是帮他们打理展会，有时是帮他们撰写展品

介绍。一位评论家曾经对这种事情大加揶揄：“这位作者不像评论家，倒像是个替人打工的枪

手或是辩护师。他或她的文章必定是先经过批准才发表的。说不定，我们应该把评论费的数目

印在评论文章旁边，就像把艺术品的价格印在画廊目录上一样。”  

  跟任何有机体一样，艺术圈也需要修枝剪叶才能健康发展。因此，评论家———他们是修

枝剪叶的刀剪———的失势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怎样做才能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呢？方法之

一是付给他们足以维生的薪水。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让读者了解艺术评论

背后的各种利害关系。此外，对清晰晓畅、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的不懈追求也会让更多的人去

真正地阅读艺术评论。  

  但是，鉴于艺术圈是一个由多个相互作用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评论家真正能依靠的力

量只有一个，那就是提出独到见解的能力。畏首畏尾的评论不会给艺术圈里的任何人带来任何

好处：如果绝大多数评论都是正面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评论是有价值的了。要是你担心尖刻

的批评会挫伤那些脆弱的个体、由此阻碍艺术的发展，那就想想威廉·肯特里奇

（WilliamKentridge，南非当代艺术家）的话吧：“评论家的批评再尖刻，也不可能比艺术家

自己在凌晨三点时想像到的那些更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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