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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记录变量，不记录常量。它不是美术界的当年活动总结，也不分门别类艺术的年度记录，而是对

中国艺术正在进行的实验、探索、创新和遭遇进行调查和整理，按年度为单位，客观记录事实，并对各条记录核实、简明描述

和对照索引，使当代艺术的变化得到显示，并且努力揭示各个重要事实之间的关联和意义，记载中国现代化过程及其在社会思

潮、文化现象和当代人心态中最敏锐的创造性反应，同时标示艺术对现代化过程的推动和反省的作为。

      

    “当代艺术”本身与“历史”概念不相容，历史是对已经结束的时段的论定和总结，而“当代艺术”正在进行

中。但是，当代艺术也未必没有一部分属于“历史”(艺术史学)的工作，这个历史的工作就是进行记录，形成档

案，及时和适时给出尽可能全面和客观的报告。由于这种工作具有历史理性（科学性），所以它和历史学的许多方

法和观念是共用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对当代艺术具有一种新的历史的预见，必须承认当事人和同代人对于这个

问题的看法只是一个见证人和参与者，而这些对当时的艺术事实的证据和记录如何在今后被转化为艺术史，见证人

和参与者没有权利去确定，却有义务给解释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提供尽可能充足的参考资料，这就是我们北京大学中

国现代艺术档案自1986年以来记录艺术活动和艺术家、批评家的档案，2005年以来每年编辑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年

鉴》，以及补编1979-2004每年一部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工作的理由。现在，2005卷到2008卷已经正式出版。

有幸受邀参与讨论当代艺术是的写作问题，我们就此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编辑方针做一个汇报，就教于方

家。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记录变量，不记录常量。它不是美术界的当年活动总结，也不分门别类艺术的年度记

录，而是对中国艺术正在进行的实验、探索、创新和遭遇进行调查和整理，按年度为单位，客观记录事实，并对各

条记录核实、简明描述和对照索引，使当代艺术的变化得到显示，并且努力揭示各个重要事实之间的关联和意义，

记载中国现代化过程及其在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和当代人心态中最敏锐的创造性反应，同时标示艺术对现代化过程

的推动和反省的作为。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在1986年建立的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基础上编辑。当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在

当前的重大变化，现代艺术有三个常用概念：时间上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各种艺术现象；文化上表示与前现代和后

现代相并列的艺术状态；艺术上区别于传统经典性质的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学术界也径称这个部分为“当代艺

术”。有鉴于19世纪90年代之来所有发达国家的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博物馆都以记载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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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艺术档案以第三个概念作为理念。同时，因其尽量客观全面地记录变化着的艺术事实，自然就涉及到中国

文化特有的三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而且互相冲突，互相促进的状态。又因档案的学术研究性质，在注

重先锋、实验艺术的同时，也全面研究当时发生的各种艺术现象，自然就包括时间上现代的艺术现象。但是，限于

任务和篇幅，年鉴以记录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为主，旁及三代并列的文化状态和其他艺术现

象，因此在后二个方面只在涉及重大事件和那些性质虽非先锋实验却发生着重大变革的艺术现象。 

    当代艺术的活动正在发生，意义和价值一时难于判断。我们根据两个理念进行工作，第一，科学学术规范：尽

最大可能调查研究，记录事实，考证因果。第二，艺术学思想：充分意识到艺术现象的特殊性，尊重各种人物的主

观意志和独特感觉，以揭示各种现象、陈述和事实间的关联，互相印证为客观目标。二个理念实际上相互矛盾。调

查研究是一个科学工作，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结果体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年鉴》则是一个有时

间和篇幅限制的报告，而且不可能不经过大量的整理、选择和编辑，并且事实上包括了编者的意向和学术目标，即

为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一份索引。而艺术现象本身是一个主观创造，不断发生新意义，而对于艺术现象的接

受也是见仁见智的“事物”，即使对编者，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会变动。这种不断变动，没有恒定意见

的事实如何呈现为一个科学工作的结果，正是年鉴的意义所在。因为作为变量——无论对作者还是观者都变动不

定、理解各异，正是事实的真实状态，也才是人类精神的状态，才是学问的现代性本质。在古代就发展起来的真理

的观念，将事实本质归结到简化的公式和教条，呈现为物理学学术观念。事实成为被考察的对象，分门别类，分析

因果关系，转化为定律，结合为“解”和定量。近代社会科学发展之后，真理和本体问题被搁置，对于现象的“差

异”的关注成为学术的主要目标，观察和体认差异而发展出“质的研究”，统计和计算调查数据而发展出“量的研

究”，发现和调节变量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呈现为社会学/人口学学术观念。《年鉴》达不到对真理的揭示，只

能局部地，在某些问题上展开对“差异”和“数据”的调查和报告。然而，由于《年鉴》针对现代艺术问题，使这

个学术工作具有了一种艺术学/美学学术观念。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法国的一批思想家发展起来的观念，

对现代性、理性、逻各斯、历史的定见和主流社会强势文化的习俗、规定进行反思，用分析评论文学和艺术作品作

为手段。这种方法不仅对于被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扩展，主张物理学事实和社会/人口学事实常常是在人的理解和感

受中成为“真实”，而每个人的理解和感觉又根据其处境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艺术作品把这种变动的理解和感

受变现为一个“实物”，我们称之为“形相”，是扩展了的自然和社会。而艺术学/美学方法本身不把研究者当作

一个纯粹“无我”的客观者、调查者，而是把研究过程作为一次评论，自我的理解和感受也成为学术的一部分。

《年鉴》工作在这个艺术学/美学方面切入，所以即使《年鉴》的记录的意义和价值一时难于判断，调查、记录、

考证不周全，文字和图像保留着作者的主观意志，编辑过程必有编者的理解和感受羼入，但我们认定，这种主观理

解和感受也是艺术学/美学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真实状态。 

    调查原则基于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试图对艺术现象及其相关因素进行量性的研究。 “质的调查”采取了抽

样问卷调查、定点访谈和地域性普查方法。 

    调查过程追求周全。调查结果采取了三证法：即本证，调查对象的陈述和直接引用的资料；旁证，同一事实的

另外证据，包括人证和物证；佐证，在另外事实中涉及牵连到这个事实的证据。孤证不信。 

    “三证”的求得则以三种基础工作为先，首先是全面普查，其次是逐步建档，其三是建立数据库。 

    全面普查是对出版物、各种文本（包括广告、招贴、请柬、传单、通知、报表等）进行收集和整理，对网络信

息进行定时的搜索和分析归类。同时执行根据社会学调查原则的按地区、人群或类型的普遍访问制度，根据学术课

题的专项调研，以及个别访谈合作研究等工作。逐步建档，就是将原始资料集中之后，对资料本身进行清理和核

对，发现矛盾，找出问题，再进一步辅以调查、访谈、对证、学术会议和讨论，专项核实、搜集旁证佐证等方式，

使资料的条理、因果、可信程度有所判断。2003年开始，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数据库，并将会逐步上网，使信

息平等地呈现和交流。 

    档案工作是个规范的长期的学术基础工作，《年鉴》是具有极强的选择、判断性质的时效性具体任务，由不同

层次的委员会和工作组共同工作。 

    学术委员会由巫鸿、黄专领导的当代艺术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出任，主编由学术委员会委托并对之负责。 

    编辑委员会由国内外当代艺术的专家组成，他们直接参与具体的选择和判断，对年鉴的结构、方向、人物、机

构和活动的名单作出决定，报送学术委员会审批。 

    《年鉴》的工作委员会由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何香凝美术馆当代艺术中心、巴黎、柏林、首尔、云南大

学、今日美术馆等工作组，以及编辑委员亲自参与或委托专人组成，并有一百多位志愿者参与调查整理和编辑。 

    档案调查的人物对象包括艺术家、艺术理论家、评论家、策划人、活动家、收藏家、行政官员、专业报刊记

者、出版人等。根据我们的能力和资源，档案调查会逐步扩大。 

    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具体的人物总是一个可以建档的专案，多年来档案对许多艺术家、理论家、策

划人和活动家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发表都要经过被调查人本人核实。 

 



    档案中立项是逐步增加的，没有名额上限，所以虽有或缺，将会有计划地弥补。《年鉴》中人物则有一定时间

限度和名额限度，由编辑委员会提出清单，反复增删，集中交与委员推敲，由学术委员会确认批准。工作小组按名

单工作。名单具有可扩展性。 

    现在商业活动太过蓬勃，商业行为往往以学术的面貌出现。目前美术馆、策展人、评论家大多数是受了商业委

托。因此，要求工作人员具备更为清明的鉴识眼力，同时也要跑圈子，广泛地调查研究。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和资源

可能无法完全避免被影响，只好保持警觉与反省，选出真正有学术性的艺术家。 

    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家、策划人、活动家的选择和记录有二个原则。第一个是近水原则，委员会正式委员都予以

记录。理由有二：如果委员会不具有权威性，档案和《年鉴》就没有可信度，而权威性的具体表现就是委员们的活

动不能忽视，有必要立档记录和载入年鉴。其次，《年鉴》不是功过簿，只是借助事实揭示艺术现象，揭示社会心

理和精神趋势。对个人的观察有时只是作为观测切入点，所以联络方便的专家学者记录起来更周全，核证起来更方

便，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二是借景原则。只要是当年在网络上活跃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影响的人员就选入。

网络是现代清议，还有什么途径更公允、公开地表达着人们对一理一事一人的评价？当然为了防止偶然性和混杂性

造成遗漏，我们借助了“中国批评家网站”的名单，并适当参考其他网站，并加以弥补。借景成画，把批评家、策

划人、活动家同艺术家一样记入《年鉴》。 

    调查的另一个重点是机构。对各大美术学院专门立案调查研究，得到了各院长的支持及学院办公室的配合。目

前范围正逐步扩大到中国各种艺术教学机构。档案记录变量，凡是教学单位在理念、措施、课程、人员和机构上变

动的部分都会反映在《年鉴》中。 

    对各美术馆、博物馆的调查也是在馆长的直接支持及其学术部、教育部配合下进行。只记录对当代艺术有作用

和影响的艺术活动，对于文化意义相当大的古代艺术展、传统艺术展和外国艺术展，有时并不涉及。有些美术馆本

身就有自己的年鉴和馆刊记录相关的当代艺术活动，因此《年鉴》侧重于提纲挈领。对于基金会、协会的调查同

此。 

    对画廊和拍卖公司、博览会等机构的调查方法类似，只增加了对经营模式和规模、顾客取向等经济方面的调

查。 

    《年鉴》的编辑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事实，第二部分是主题记载。 

    基本事实分为时、地、人、事四个专栏，顺次编辑。 

    时项：有一个日志式“年表”，按时间顺序排列，每日占据一页。 并有一个“大事记”，一年记录80件左

右，其意义比一般日志重大。 

    地项：时有出现的数种图表（Atlas），以及不同的分图来表明艺术家状况的变动，艺术流派、观念的流变，

重大事件发生的地理状态等。同时以分省的方式对艺术中心之外发生的事情作概观的记录。 

    人项：对一些艺术家、策划人、理论家和活动家以个人为专项记录其行状。记录“重要人物”，也记录“新

人”，主要是年轻新秀和偶然有突出作为的“人物”。 

    事项：对各种艺术事件进行记录。主要记录：1．大型和主题展览，以及重要的小型展览、个展。2．机构。对

国内各艺术组织、院校、学会、协会的活动分项记录。3．收藏与市场。对行销、拍卖和行情甚至参考画价进行记

录。4．对基金会与国际艺术家工作室活动进行纪录。 

    主题记载是根据一年或一段时期以来发生的艺术情况，从各个特别的观察、调查角度进行的专项整理。整理过

程一般不侧重专门研究，只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整理和汇集相关专题的文本。在年表日志和大事记之外，补充

两种报告：第一，重要的活动和事件，大事记不足以揭示全部状况，列为专题。《年鉴》遵循“自组织”原理，

“事实”因为各种关联联系起来。这种关联有时是一个展览的主题，或一个研究的课题，甚至一个年龄段的划分或

一次拍卖专场的规定，看似偶然，但是会使一部分同时、地、人、事的事实因为在不同的联系中出现而显示出不同

意义。当这种关联达到一定数量，就会显示为一种现象，展示风潮和流变；第二，传统的、流行的艺术分类，其中

的部分情况已经记录，但还是按照这个类型做一个调查报告。或者有些常量现象虽然不在年鉴中记录整理，但是却

与年鉴中问题形成结构性关系，也用专题报告补充。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只是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日常工作中的一个具体项目。现代艺术档案20年来的工作，实际

为许多学术和其他艺术活动准备资料并创造了条件。与之相关的活动将会逐步展开，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推进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艺术的变异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的基础工作。  

    本文转载自：《大家·东方艺术》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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