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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前言: 

  
大洋彼岸的当代艺术 

副院长: 包林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作品展，起于我与该院巴兹（Buzz Spector）
教授和陈小文教授的商讨。他们去年来学院参加“艺术与科学”研讨会，感受到两国学院教育的不同。有不
同不足为奇，但应探究这种不同有何价值，当我们在谈论各自的特点时，都清楚是在强调文化传统的差异
性，它源于以往我们相互屏蔽的历史和语言，源于在这种屏蔽下形成的价值观，并直接导致了在当今教育领
域中各自的方向性选择；而当我们讨论到当代艺术时，这个话题便会从彼此聆听的礼貌交流达至一种互动，
一种默契，甚至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共时性立场，这就是我们认识到彼此都生活在一个由现代科技和现代物质
建构的语境中，在互联网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作用下，我们的生存环境都在按照同一个模式设计和生产，甚
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悄悄地朝着同质化方向发展，这或许会造成当下价值判断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将
目光从彼在转向此在，考量当代，反思当代，再进一步讲，我期望着艺术能够从以往审美的眷念转向当下现
象的揭示，展示人在某种潜规则主宰下的生存状态，这或许有助于加强艺术教育对当代社会所应尽的责任。
因此，我以为将传统的差异性作为中美之间当代艺术教育交流的主题，或许会成为一种伪主题，因为差异性
问题的产生不在历史，而在当代，是缘于我们对生存处境的自觉才会有问题的提出，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传
统的讨论只能算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策略，此中或许隐藏着另一层竞争的逻辑。 
    
    康奈尔大学的历史比清华久远，艺术学院更是从一开始就建构了建筑、美术和规划等学科领域的综合
平台。此次展览的教师作品包括了装置、绘画、影像和雕塑，而非单一的类型或品种，实际上就是开启了大
大小小不同的窗口，让我们去观看他们对自身和环境相处关系的反应和表达，我想这一定比了解一所大学的
传统还要直接。好在清华还有另一种观看，例如我院的一位博士后研究生黄笃近期对美国产生于上个世纪30
年代的黑山学院进行了研究，尝试解析美国现代艺术教育的特点，其中重点论述了杜威（John Dewey）对
美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我以为这种影响同样也可以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感觉到，那就是：艺术与生活相关
联，思想与日常行为相关联，艺术与非艺术相关联，我们看到了彼此之间不是对立性，而是连续性，甚至是
融合性，这正是美国当代艺术的魅力之处，记得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国艺术三百年》展览，观者如
云，媒评如潮，我想这哪里有条件让我们静静地观画，主办方之一的特拉基金会和古根海姆基金会就是要靠
130余件作品展现美国人民的生活历程和经验历程！ 
    
    当代艺术教育因此是一种大视野和大体验下的产物，艺术教育中的技术训练也不应该再是当代语境中
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来自于技术规则，那么又还有什么能够去判断规则本身呢？这又回到
杜威的理论：只有生活的经验才可以判断。生活既然是流变着的，艺术也应该是这流变中的一部分，也是我
们当下的存在所经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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