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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十年，是中国的艺术走向多元、多样、驳杂的十年；艺术，从广泛的层面上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它既源于中国本身的

艺术的壮大，也源于经济规模的发展。这十年，如果对艺术影响更大的有什么，经济与市场化应该说最大、最多。一是艺术市

场逐渐成形，各种和艺术有关的市场机制都已建立和在发展，如画廊、拍卖、专业媒体、收藏等。二是艺术的类型和媒介差不

多都出现在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范围内，艺术的风格、样式、手法应有尽有。三是艺术从业人士逐年增加，一大批新的血液进入

到这十年的中国艺术现场中、体系中，使得今天的中国艺术被推动得波澜壮阔。

十年当事人之王春辰 今天的艺术勿忘意识形态 

    

    王春辰：美术史学博士，艺术批评家、策展人，现工作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从事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研

究，学术关注点为当代影像的发展与批评、绘画的当代转型、文化批判理论与艺术。 

    新世纪十年就要过去了，每当十年一过，我们都有一种心理诉求，想知道、想感知过去的十年是什么样的十

年，特别是对于今天的艺术，虽然众声喧哗，但还是愿意认定一种观点，来清晰地谈论这十年。 

    这十年，是中国的艺术走向多元、多样、驳杂的十年；艺术，从广泛的层面上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它既源于中

国本身的艺术的壮大，也源于经济规模的发展。这十年，如果对艺术影响更大的有什么，经济与市场化应该说最

大、最多。一是艺术市场逐渐成形，各种和艺术有关的市场机制都已建立和在发展，如画廊、拍卖、专业媒体、收

藏等。二是艺术的类型和媒介差不多都出现在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范围内，艺术的风格、样式、手法应有尽有。三是

艺术从业人士逐年增加，一大批新的血液进入到这十年的中国艺术现场中、体系中，使得今天的中国艺术被推动得

波澜壮阔。 

    但是，十年将逝，在真正意义上要留下来的艺术有哪些，或哪些更具有中国的当下性和时代性，的确是我们要

思索的，甚至要严厉地思考。 

    经济规模发展，不等于经济质量发展，不等于生活内涵提高。同样，艺术市场化、艺术规模扩大，也不意味着

艺术的批评意义更多、更高。艺术进入现代以来，一直寻求艺术的理由和艺术的意义，也就是说艺术并不是单纯为

了艺术而艺术。这一点在市场化面前被忽视了。市场也要分类，它并不解决艺术的意义问题，虽然画廊机构解决了

艺术的流通问题，但解决不了艺术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所在。艺术的意义还是在于它本身与人、与社会、与历史、与

政治的关系。没有了后者的关联，则没有了艺术的必要。今天的艺术不能因为市场化、不能因为职业化，而仅仅归

类为一种类似产品的生产或制造。无论中国抑或海外，作为一种批评的现代艺术史，依然关注那些充满视觉能力、

充满思维智慧、充满观念挑战的艺术。 

 

 
超越代表制与从属关系：后苏联俄国的
集体行为

摆脱模仿  创造中国

《聚变：中国当代艺术图鉴：
2005~2009》

话语与身份

独立策展人的权利与义务：顾振清访谈
录

十年当事人

格林伯格之后的艺术理论与批评

艺术史写作的多项选择题

吕澎关于“改造历史”之种种的答疑

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以年鉴
的方法纪录历史

何桂彦：论如何建立评价2000-2009年
当代艺术的价值尺度

殷双喜：要注重严谨的艺术个案研究

王春辰：今天的艺术勿忘意识形态

尹吉男：10年，是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王明贤：10年，当代艺术与建筑全面合
作

邵亦扬：10年，真正的多元时代刚开始

贾方舟对话谷文达

“意派论”：突破与缺陷

模糊的前卫精神

吃屎、身体与强权

 

 



    中国这十年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天下美满、社会进入到乌托邦的伊甸园里，而是仍然充满了社会焦虑、社

会冲突、敏感管制、阶级分化。艺术作为敏感的观念器皿，理应对此作出反应。反应既可能是身体的反应，也可能

是意识判断的反应，其中最主要的是作为艺术家是一种意识主体的个体化反应。这种反应不是问题的答案，也不是

艺术的目的，而仅仅是艺术存在的过程和诉求意义的对象。 

    所以，我们认定那些具有直面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艺术。而意识形态化，正是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

艺术所要对抗的。艺术之于意识形态化，是指它既可能直接反思意识形态，也指它反对那些模式化、样式化、商业

化等一切流行化的东西。这一点，恰恰是现代历史赋予给艺术的一种特殊权利和智慧（虽然现代主义也成了一种强

制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抵制任何的样式，也可以嘲弄任何的僵化，也可以反对艺术而被“艺术化”。 

    意识形态是一种魔咒，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经济、符号层面的。凡是我们意识里已经没有分别的东西，都是

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既被历史同化，也被文化同化，而今更被商业同化，同化的结果，是我们都成了无差别、无个

性、无思维的异化物。而艺术反意识形态化，就是用被现代历史赋予的天然权利去执行反异化的任务，越是能够自

觉地（偶然地不自觉地）反思被同化、被异化的地方，则越能体现一种现代艺术的意义，一种批判的意义。 

    今天的艺术如此驳杂，不等于没有差别和区别；我们重视的，仍然是那些有能力反思和对峙意识形态化的艺

术。无论叙事与反叙事、个体与集体、理性与经验、美学与反美学，其背后如果有一条针对的意识形态丝线，就会

是这十年中应该被关注与记住的艺术。  

本文转载自《大家·东方艺术》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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