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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时代，艺术批评家怎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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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殷双喜认为应当借鉴国外的某些机构和做法。首先，大量的博物馆、美术馆拥有足够多的岗位和资金，为他们独立的研

究批评提供学术和资金上的供给；第二，基金会制度支持学术含量高的展览；第三，面向公众的艺术批评拥有相对广泛的读者

群，报刊杂志出版的稿费收入足够高。而这三者是中国目前所缺乏的。不过现在国内的批评家在许多方面，不仅掌握话语权，

而且拥有艺术体制内的权力，能为批评空间的争取做一些努力。 

    “现代艺术与国际商业资本拥抱起来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合谋打造中国的现代艺术，这是喜还是忧呢？” 

    “产业化的当代艺术成了整个艺术无序的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的进程必须要安装刹车，没有刹车就不成

为机器，否则总有一天会翻车。什么是刹车呢？批评就是刹车！” 

    “追求利益而不是艺术和艺术的意义，是当代艺术界的普遍现象。当市场和媒体把一个平庸的画家打造成市场

宠儿和‘大师’，批评家不是参与其中，就是无能为力。我们要不要、能不能、又怎样改变这种状况？”美术评论

家郎绍君说这些话时眉头紧锁、神情忧虑。 

    “我认为当代艺术圈正在变成人类和地球的敌人，因为产业化的现状使它不断地仿制或自我复制，很多作品无

助于生态、世态和心态的改善而是相反。产业化的当代艺术成了整个艺术无序的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的进程

必须要安装刹车，没有刹车就不成为机器，否则总有一天会翻车。什么是刹车呢？批评就是刹车！”来自西安美术

学院的批评家彭德言简意赅。 

    11月9日至11日，北京通州区月亮河度假村，40多位目前国内活跃的批评家齐聚一堂，在“首届中国美术批评

家年会”上各抒己见，而且言必由衷，这与某些会议的虚与委蛇、莫名其妙适成对比。 

    此次年会的主题原定为“关于当代艺术意义的再讨论”，但批评家们也许是被会议的轻松氛围所怂恿，也许是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畅所欲言的场合，大部分人的发言偏离了会议主题：有人大谈“批评危机”，有人为批评家弱势

地位叫屈，有人贬斥“方法论崇拜”，有人提出坚持资本批评，有人呼吁拓展批评空间…… 

批评家患上“失语症” 

    艺术为什么不需要批评了？是艺术家的问题，还是批评家自身的问题？在今天的艺术大潮中批评家意欲何为？ 

    借用“失语症”这一医学术语，大抵是指批评家面对纷纭多变的艺术现象时出现的“丧失口语、文字的表达和

领悟能力的临床症候群”。其实，美术批评界“失语症”由来已久，只是于今为烈。 

    管郁达说，目前很多展览，策展人和批评家设置了很多宏大、西化的学术命题，他们就根据这些命题来挑选艺

术家，把艺术家“装”进去。“他们以为只要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是拷贝来的方法，后现代、解构、所指

什么的，只要有了方法论这把万能钥匙，他们就觉得可以把握和解释中国当代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我觉得对

方法论的崇拜、放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也是策展人和批评家在许多新兴的艺术现象面前集体失语的原因。” 

    高岭认为批评家集体失语是因为没有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很多批评家写了大量文章，但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

在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思想、生成及其风格特点，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争鸣。 

    “面对很多当代创作现象，批评家失语、无从介入，很多批评家采取回避的方式或聪明的办法绕过，实际上是

因为我们个人都并未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顾丞峰在发言中说，“我们每个从事批评的人还是应当面对艺术的本质

问题，建立起个人的哪怕是非常个体化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作为批评家的意义显示出来。否则，我们跟普

通观众的区别并不大。不能自以为我们资历深，掌握了一点话语权，那样的话，艺术家更瞧不起我们也是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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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王林认为“失语症”也表现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各式展览中，“90年代以来，很多批评家成为策展人，‘策展

人’和‘批评家’这两个词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个角色。那么，批评家和策展人这两个角色的关系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看到众多这样的展览，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批评意识呢？”他进而提出质疑：批评家有谈论当代

艺术的权利吗？有多大权利、有怎样的权利？作为批评家，你从什么角度、凭什么根据来谈论中国当代艺术呢？他

认为，批评家在谈论当代艺术现象和评价艺术作品的时候，需要对自身的理论根据进行一种自我反省。 

独立批评难在何处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或者如经济学家所说在“从产品时代到商品时代、再到资本时代”的过程中，艺

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无疑受到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一个方面是，我们和国际上有了更多的交流，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储藏成为热点；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

的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挑战。艺术创作也好、美术批评也好，实际上都无时不在和市场一起操作、收

购、收藏，甚至和经济利益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对当代艺术创作、批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王林说。 

    在郎绍君看来，现在引导艺术潮流和创作方向的，不是美协，不是批评家，而是资本、市场、媒体。市场以它

无形的巨大力量消解艺术的意义，使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凝固化，把艺术的精神追求化为乌有。“现代艺术与国际

商业资本拥抱起来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合谋打造中国的现代艺术，这是喜还是忧呢？”他认为，批评家也往往

为了生活之需或利益追求而放弃应有的批评标准和原则，批评家的生存方式与自律问题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可耻的肉身抵抗不了金钱，抵抗不了诱惑，偏偏我们又爱谈理想，谈意义。”孙振华并不讳言自己内心

的矛盾和焦虑，“世俗社会把我们抛入到一个赤裸裸的金钱时代。这个时代讲价值多元、工具理性，不再讲艺术审

美、艺术救世的神话，造成了批评家身心的二元对立和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谈资本、知识立场、批判

性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我们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自己已经被‘解决’了。艺术家可以通

过售画过上好生活，而我们搞批评的很难做到那样，所以，现实只会加剧我们内心的分裂和焦虑。” 

 

   谈到批评家的人格分裂，李小山颇为激动：“批评家纷纷想方设法开辟生财之道，拼命策展，大写收费文章。

说老实话，收费文章的实质是抬轿子、做吹鼓手，为艺术家制造大量的廉价广告词。这样，严肃的正直的批评从何

谈起呢？” 

 

   一向语出惊人的李小山在会场上宣布：今后坚决不写一篇收费文章！“因为再这样下去要彻底完蛋，不少批评

家从一流艺术家写到十流学艺者，这支笔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历史和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某

个特定时代获益的，永远只有少数人能够获益。那么批评家怎么办呢？我觉得，要老老实实地做点研究，做点学

问，发出一点有用的声音。” 

如何应对“批评危机” 

    在消费时代，文化快餐化、思想精神匮乏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只不过因为艺术品市场的繁荣，美术批

评的危机显得更为突出。 

    众所周知，创作和批评的关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不可或缺。如果批评有了危机，创作岂能幸

免？如何应对“批评危机”？如何在资本时代寻求独立批评的空间？ 

    殷双喜认为应当借鉴国外的某些机构和做法。首先，大量的博物馆、美术馆拥有足够多的岗位和资金，为他们

独立的研究批评提供学术和资金上的供给；第二，基金会制度支持学术含量高的展览；第三，面向公众的艺术批评

拥有相对广泛的读者群，报刊杂志出版的稿费收入足够高。而这三者是中国目前所缺乏的。不过现在国内的批评家

在许多方面，不仅掌握话语权，而且拥有艺术体制内的权力，能为批评空间的争取做一些努力。 

    “批评家是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利益实现不公平。”朱青生表示应当寻求一个公平的解决

办法。 

      彭德对“利益不均”有不同看法。他说：“批评家都是艺术市场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批评家可以超越这种利

益，寻找理性的判断。我认为批评家的事业首先不在方法论，而是立场和对现实的判断。” 

      吴鸿坦言现在面临的压力来自自身，来自艺术体制之内。“这种来自于艺术体制内部的压力，仅仅是为了维

护一个看起来比较繁荣的市场，或者是大家都有钱赚的局面。而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

价？艺术表达和思考的自由在今天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些问题在今天可能已经没有人去思考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讨论，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权力话语体系，这就是资本的强权。”岛子强调艺术批评要坚持

两种价值：第一，审美价值；第二，伦理价值。他主张坚持资本批评，坚持意识形态症候分析，这是批评的传统。 

    “致力于中国艺术批评的学术建设，促进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出美术批评新人，关注和推进中国当代

艺术的发展”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宗旨，作为宋庄艺术促进会和中国美术批评家网的一项常规学术活动，

 



计划在每年的秋季召开。 

    郎绍君希望年会成为更加固定的聚会、交流的形式，引起艺术家和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注意。“这体现了中国

艺术批评界的一种优秀传统，就是看重学术，看重在社会发展新的时段，来探讨学术的趋向、主题、方法和意

义。”郎绍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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