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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管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批评，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并不存在年轻人更理解年轻人，老年人更理解老年人的问题，也不

存在老年人就做过时的艺术，年轻人就做新的艺术。“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提法与明确划分恰恰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老

套思维模式作怪，自己大谈着“语言学转向”，用的却是旧语言学的方法，又让我们如何接受这种转向呐？我想，不管哪个时

代，真正的艺术家还有理论家都是稀少的，不会是成批的。表面上看中国的艺术批评有了新一代接班人，好像中国的艺术批评

有了希望，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年轻批评家将会和老批评家们一样，也许就是他们的翻版。当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成为新宠

与权贵，他们会和上一代人一样，继续对中国艺术进行统治与操控。

对青年批评家的批评 

 

       对于“青年批评家”一词我是心存怀疑的。现在这个词已经广泛流传开来，连“青年批评家”们也以“青

年”二字自居。似乎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能紧随时代，年轻就有资格对艺术的前瞻性进行发言。总之，只要年

轻，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表面上表现出一副“法兰克福”的样子，似乎是在进行激烈批判的严肃工作，但当我们

看看他们写的“檄文”，不过是在讲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或者是早已有人批评，并且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比如对

当代艺术中的“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对“艳俗”与“卡通一带”的批评，对 70后，80后的批评。但是慢慢的我

们发现：他们所批判的恰恰是他们所倡导的，把自己命定为“青年批评家”并且把自己说成是“74后”云云就是很

好的例证。 

       青年批评家们往往以自己的文章具有“学理性”而自居，因为他们从美术学院毕业出来，学习的专业是艺

术理论，他们认为自己读了许多的书，具有了理性思维，会用逻辑来进行演绎和分析（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早已经过

时。），这也是他们用来批评非科班出身的批评家的最好理由与措词。但是我们从他们的文章中除去看到对“英译

中”概念的生硬套用和援引，很少能看到“青年批评家”们自己的观点。就象程美信所说：似乎不谈语言学就没办

法做评论。而是否是专业批评的标准也似乎成了是否会套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这种生硬的套用方法往往

只提供给我们那些干瘪，枯涩，毫无生机的文字。但当我们回望一下真正的西方理论研究与批评，其风格是非常多

样的，当我们读贡布里希的艺术史时就象听故事，语言朴素而睿智，几乎没有什么术语；象罗兰巴特的《明室》那

么重要的一本探讨摄影本质的书，竟象一本散文集，里面篇幅短小者不过几行字，如果罗兰巴特在中国，是无论如

何也够不到“学术”的边的。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直到把好好的汉语弄到支离破碎才称为有专业素养和

修为？ 

       我没有看到哪个“青年批评家”旗帜鲜明的提出什么独到的见解。如果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也是对他人观

点的一种套用，比如“艺术要介入社会”等等。其实我并没有看出“青年批评家”或称“新一代批评家”新在哪

里，因为他们的主张也不过是他们师长的言论的重提。他们经常表现出与老一代批评家的区别，比如在写作方面总

是表现出反对“宏大叙事”的姿态，要进入“微观叙事”系统，然而他们的工作，不过是在用“微观叙事”的方法

为“宏大叙事”的艺术进行疏理，用的是具体问题，和个案分析，但分析的不过也是一些垃圾，只是青年批评家的

垃圾比较时髦，新鲜而已。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年轻批评家们的建设性意义，除了“青年批评家”这个光

鲜的名称，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和在做理论建构的个体。他们除了不停的在废墟上进行再次摧毁的工作

外，其实毫无意义。 

       没有独立精神和理论建构如何名为批评家？ 那么是谁给了他们“青年批评家”的称号？其实很简单，在众

所周知的批评家年会上，依靠师生关系这样的裙带关系，由老批评家们各自指定几个自己的门生来参加研讨会，在

此前后又以同样方式组织过两次以“青年批评家”为名的会，翻来覆去都邀请那几个，并且他们的师长都看管着机

构与媒体的入口，所以这些年轻人也就有了进门的机会。于是“青年批评家”就因此诞生了。他们也的确很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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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知识到活动能力。我相信他们刚踏出校门，初涉社会时的确有一种反叛精神，或称独立性，但他们一旦成为

既得利益者，成为“上流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对抗与反叛便消失了。也许这是个定律，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但

这恰恰是批评工作的大忌，批评家必须是“孤魂野鬼”，必须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当批评家开始“合群”

时，批评就死亡了。 

       在西方，是有这样一个潜在的行规的，就是批评家一定是独立批评家，不是靠批评谋生的，大多数批评家

与艺术家之间都会保持相当的距离，以保持艺术批评的严明与公正。但在中国，也有一条潜规则：批评家是为了名

利和金钱，他们和艺术家保持很近的关系，以便形成一个派系，他们只给有钱的艺术家写作。这就是不同。老一辈

的批评家是有点害羞，遮遮掩掩的拿钱，他们只说好，不批判。青年批评家则明目张胆的要钱，并且还要摆一个反

叛的姿态。 

       不管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批评，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并不存在年轻人更理解年轻人，老年人更理解老年人

的问题，也不存在老年人就做过时的艺术，年轻人就做新的艺术。“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提法与明确划分恰

恰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老套思维模式作怪，自己大谈着“语言学转向”，用的却是旧语言学的方法，又让我们如何

接受这种转向呐？我想，不管哪个时代，真正的艺术家还有理论家都是稀少的，不会是成批的。表面上看中国的艺

术批评有了新一代接班人，好像中国的艺术批评有了希望，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年轻批评家将会和老批评家们一

样，也许就是他们的翻版。当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成为新宠与权贵，他们会和上一代人一样，继续对中国艺术进行

统治与操控。 

  备注：（1）我是76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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