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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殷双喜：这个话题在中国还是一个后发起的话题，就是

取决于当代艺术的创作与发展的一个状态，就目前来说，关于当代

艺术的研究和范文，个人觉得没有比较明确的界定。我们有很多被

称之为当代艺术的刊物，发表在大量的当代艺术刊物的展览消息、

展览的形象，但是对当代艺术的这种系统的、深入的还是很少见

的。前一段关于抽象艺术有很多的考究，但是抽象是一个现代的一

个范畴。关于材料的媒介研究也是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个范畴。当代

艺术的创作是有困难的，当代艺术的研究其实也不轻松。

对当代艺术的研究范围，一个是关于当代艺术史的研究。主

要是在讨论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可能；再就是当代艺术创作的研究。

创作研究包含创作方法，艺术家研究、作品的研究等等；其次是关

于当代艺术的传播领域的基础，这个传播包含着市场流通、收藏和

媒体在这一方面有些成果，这个没有成为一个学科研究的对象。关

于当代艺术的教育研究，我们现在主要的艺术院校，有关当代艺术

的教育、体制和方法，包括机制这些都还没有完全的展开。最后再

就是关于当代艺术的跨界研究。当代艺术作为我们较大性的一个学

科，在各个方面都和原来这种比较单一化的界限明确的一种创作种

类。当代艺术不是某种艺术或者某一个话题一个概括，它有一个强

的综合性。

冯原：就是关于当代艺术是不是可以交融。因为现在这个问题

的确也成了一个必须要去重视的问题。我们基于一个遗产传统，就

是我们美术学院学科的背景，是在一个苏联式的美术体系中，继承

到今天。如今我们已经完全转换了一个时代，背景是全球化。就意

味着与全球化相匹配的当代艺术，又建立在一个过去的这么一个美

术学院的学科分类的体系里面。在这里面两者之间其实会发生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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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或冲突。这就导致了如果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显然不能涵盖艺术

的当代艺术创作的方法，但如果当代艺术确实是具有一种生命力或

者一种创新能力的话，能不能被学科化或者能不能在学院范围内形

成一种可以交流传递的范式，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今天对这些拔尖

人才的研究生的方案进行解读的时候，就他们提出的方案的结果，

就属于意义的编码、解码双向过程来看的话，这一个做法本身是去

除掉一个极端，就是审美主义。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所不自知会把自身体验的意义

当成一种共有意义。80年代以来或者我们现实主义传统中一直在

宣称这么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创作者和意义本身形成一种不自

知的公约，他生活在这个公约里面，认为这个公约某种意义上是真

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它也导致或者形成了我们另外一种

习惯，基于美术学分类的习惯。对于今天我们要打破旧的范式来说

的话，恐怕也是要有一个警惕的，就叫转换成一个在当代艺术上的

一个所谓自觉，这个自觉意识到自己本身并非一个原来意义的合谋

者。

殷双喜：向冯博一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策划展览选择艺术

家的时候，或者你确定展览主题的时候，你觉得你做的选择是一种

怎样当代艺术的概念？

冯博一：策展人其实也是对当代现实的一种思考，通过一个展

览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考和判断。那么选什么样的艺术家，规定

什么样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跟这种所谓的现实文化之间的关系是

什么。艺术家它的作品是怎么反映出来的。我更多是对这种现实的

敏感，找到一个切入点，那么很多的艺术家在这个方面，在创作这

种生态当中是如何反映的。带有一种判断带有一种呈现，而这种判

断和呈现他可能比原来单纯的评论家通过著书这样的方式可能又有

一个视觉上的拓展，这种视觉上拓展不仅仅是图片的，可能还有一

个所谓空间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身临其境的方面。

我觉得一个好的展览大概有三种功能。第一他能够呈现现象，

通过这个展览他能够发现把现在创作的生态或者某一个线索某一个

问题能够通过展览呈现出来；第二我觉得他能不能通过这个展览提

示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回答问题或者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他能不能

呈现艺术问题；第三通过这个展览，能不能就有所谓的前瞻性或者

有一些预示性，能够引领未来的这样一种创作的这种趋势、趋向或

者潮流。那么我觉得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应该是一个好的展览，但

是大部分展览都是呈现现状。

殷双喜：刚才提到的策展，对于今天的青年艺术家，可能要

面临一个未来走向社会、走向艺术界一个重要因素，要学会跟策展

人交流和打交道。策展有几种类型，就是强策展和弱策展的问题。

有些策展人他把一些艺术现象相似性的东西归结到一起，我们叫错

堆，那就叫归纳性的展览。策展人把展览当自己的作品，这个时候

艺术家成为他调色盘上的某一种颜色和材料，这个时候艺术家要跟

策展人博弈，要坚持自我，不要消失在他的一个整体中间，成为他

的一种颜色，这个问题做展览的时候，策展人跟艺术家这种博弈非

常激烈，包括空间、地点、规模、材料，这未来学会跟策展人这种

博弈这种技巧，这是当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当然也有一些策展人和艺术家合作关系，我叫做中策展。就是

他们通过讨论影响了这个艺术家的思路，艺术家做了调整，策展人

也跟艺术家的对话中间认识到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也会调整自己的

思路，这种状况也有。

曾岳：当代艺术的创作意义和方法。我想提一个比较边缘化的

话题。就是现在城市雕塑的状况，方式上来讲是传统和实验性的，

另外一个价值是架上或者城市雕塑，可能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和

概念。很多实验性很强的艺术作品、雕塑作品因为材料的问题，他

不能在美术馆代陈，所以就不能在美术馆陈列，所以它的前卫性和

探索性的话就不能完全充分的实验，所以它的实验性就成为值得质

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在综合情况，就是当代

雕塑城市雕塑他是否可以进入当代艺术的研究范围方法仪式？

孙振华：其实城市雕塑如何要当代或者体现他的当代性，很简

单，首先他完成向公共艺术的转换。公共艺术其实也涉及到现在有

很多学校都在办公共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公共艺术是什么？这

个范围就很难界定。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城市雕塑转为公共艺术，一

个是观念、一个是方法。观念是公共艺术他之所以是当代艺术的一

个组成部分，不再是我们国家一个城雕的概念，是因为有自己很独

特的公共艺术的观念，这些观念应该由政治观、社会观、美学观等

等很多观念组成。另外还有一些方法，产生互动，就不再是我们传

统所说的公共艺术的概念。川美的虎溪校区获得了一个大奖，为什

么他这个校区里面还有油菜花，还有农民房子在里面，还在种菜还

在种水稻，这个东西很吸引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艺术，那

显然他的观念和方法跟过去有了太大的改进。（文字由研究处陈戈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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