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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28岁的谭力勤在《美术思潮》发表《中国艺术观念

的未来特征》；28年后的今天，谭力勤以罗格斯大学终身教授的身

份，计划同北京大学合作，在深圳创建未来艺术学院，探索未来的

艺术形态和趋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我对他的设想既欣赏又悲

观，因为中国的艺术界，包括当代艺术，至今看不到未来。1999

年，《江苏画刊》连载我的《未来美术一百年》，有人同我商议创

办《未来艺术》杂志，最终搁浅了，原因是找不到撰稿人。国人对

未来的漠视，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明显缺乏先锋意识。

13亿多人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未来学机构和未来学杂志。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未来与发展》，看不到具有远见和创见的

文章。北京有数以万计的奢华会所和富人俱乐部，却没有一个哪怕

是很松散的未来学民间机构。而今的中国，实用主义盛行，人们关

注的焦点是现金，艺术品只不过是现买现卖的现货。在娱乐至死的

末世氛围中，专心做学问的人成了聪明人眼中的傻瓜，研究未来的

学者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有关论述被视为痴人说梦，扯淡，

吃饱了撑的。中国的官办学术机构，超功利、超现实的情怀很难得

到认可；长远计划和思考未来，四顾无人。中国学者的眼界是受地

球公转制约的，其愿景只有一年，还不如每隔五年轮岗的官员。一

年一度的年终总结，鼓励量化的学术成果，它助长了学术快速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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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期行为。如同官员不得不在五年之内大见成效而热衷于首长工

程和面子工程一样，学者也不得不在一年之内搞出成果，否则不合

格。连续三年不合格，学者就会下岗。为了争取课题研究的优先

权，学者们的时间被迫用于社交。通过拉关系和走后门构建利益共

同体，成为学术研究的首选。学者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阅读和思考，

不在调查和实验，而是忙于填表、申报、评审，以便获取研究经

费。没有这些非学术的投入，即便爱因斯坦和达芬奇到了中国的艺

术机构或科研单位，也会由于选题被否定、弄不到经费而赋闲在

家。那些四处求人拿到项目的人，也同样是这种荒谬情境的受害

者。心思不在学术的前沿，学者们专注研究的素质下降，只能像领

队人带领身边的助手，沿袭旧的思路，用改装或变相抄袭的手段，

粗制滥造地拼贴出所谓的学术成果。这些一出笼就过时甚至还没有

出笼就发蔫的昨日黄花，却能够通过包装和推销手段得到赞许，再

通过现行的举荐程序和评奖机制，变成杰出成果。多年来，由于不

思想的人在管思想，管得学者没有了思想，没有了动力，没有了未

来。中国学术界的这些弊端，使得一代代学者被改造成废人。在艺

术界，情况同样令人沮丧。

文明的变革时期，悬置未来是不可思议的。凡是曾经走在世

界文明前列的国家，无论定性定量的理性预言还是期待式预言，从

来都不曾间断。当下的中国，对未来的向往却隐退了。在平民同精

英对立的网络世界，代表一个国家先知的精英阶层，如同文革时期

的知识分子一样，整体地被推向了现实世界的敌对面。另一方面，

精英阶层在现行风气的腐蚀下，很多人也已经变形和退化。美国

有托夫勒(Alvin Toffler)、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尼葛洛庞帝

(Nichoias Negroponte)、科兹威尔（Ray Kurweil）等众多受人

器重的未来学家，欧洲有深刻影响世界进程的罗马俱乐部；中国有

什么呢？有的只是低端产品的仿制者和擅长关系学的高手。几十年

来，人们总是标榜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可是，即便留学国外的中

国青少年学生，给人的总体印象也是只会背诵常识和标准答案的应

试机器，缺乏梦想和创造力。艺术是梦想和创造力的载体，中国的

艺术在这点上分外苍白。

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贡献是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它是解构

的。当代艺术不能满足于解构，它应当有建构。艺术家一旦确定了

立场，解构比较容易实现；建构不同，它需要长期的锤炼。未来艺

术具有引导建构的功能，可是艺术界绝少有人站到这条马拉松起跑

线上。缪晓春的三维数字艺术，在中国属于最尖端的当代艺术形

态，但技术水平还不敌上世纪末美国的科幻电影。至于超越现实的

艺术观念，很难看到踪影。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依旧跟在欧美思

想界和艺术界的背后翻筋斗。

未来艺术是未来文明的一环，不能把它从现实中剥离出来单

独研究。系统地看，它不仅涉及文明表层的各个方面，比如文化时

尚、社会趋向、前沿科技、经济关系、国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不断变异或摆动的状况，同时涉及宗教理念、民族渊源、民俗、

国家意识、历史问题、传统学术等文明里层的恒久作用。遗憾的

是，当代是标榜专才而忽视通才的时代，而未来学是通才的事业。

因而，在现有的条件下，未来艺术只能调动各个领域关注未来的顶

尖人物，共同切磋。这个前期铺垫，将是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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