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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画了…… 
态单一的面孔富有神秘色彩，大部分熟悉这张

脸的人都把张大力看成一个疯子。而对他给城

市环境的破坏更是给予强烈的指责。亲邻人群

的不解和迷惑恰恰让我们对张大力和他的头

像产生更多的关注和超越于艺术表现层次的

思考。 

张大力与行为艺术 

    在我们一次次与这些“人头“擦肩而过的

时候，我们会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对于头像表

现内容的思考之中。欣赏美术作品的固定思维

模式让我们忽略了这种行为本身的表现含意。 

    张大力多少年来无论在哪里．始终重复着

这个简单的符号，因此它产生了意义。而对于

他的行为．我们的感知已远远超脱于美术作品

的表面感受。这种重复，这种在特定环境、特

定时间里的创作已经超越于一般的艺术表现

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创造过程。 

    行为艺术的发展在国内起步得较晚。而在

欧洲一些国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熟

悉。90年代初，艺术家基恩、哈林、巴斯奇亚

等一大批行为艺术家把城市和街道变成了他

们自己的展览场地，并且尝试吸引、扩展这种

现代艺术使之成为普通艺术。巴斯奇 

呼喊的精灵 

    这个线条单纯、舒展的奇特人头布满了我

们居住的城市。它闻入了我们的视线后留下涂

抹不掉的印象。这些头像从都市的喧闹和杂乱

中走到一种纯粹，它更像一个呼喊的精灵与过

路人、汽车、自行车，还有我们的街道构成一

个整体，冰冷的墙面上孤独的头像由此不再沉

寂．它将由此而自觉地参与到现代性的对话之

中。 

关于“对话”的思考 

    人类的艺术是从最小的空间走向更大的

空间的过程．过去曾在坟墓中找到艺术．过去

和现在是在沙龙中找到艺术。现在和将来，它

将>中破社会为它划定的界限而走出画框， 

走到人们的身旁． 

神秘的“疯子” 

    也许有不少的北京人曾经非常熟悉这张

侧面人像的轮廓。它不仅出现在立交桥的桥壁

上，还隐没在拆迁房屋的墙壁上。在美术馆的

墙壁上、三里屯汽配街、工人体育馆售票处，

新街口等处均有发现。有人粗略估计这些头像

在北京市内不少于30处。所有的涂鸦人脸均是

用黑、红色罐装喷漆制作出来的。而这些同样

的头像都出自于一人之手——张大力。 

    我们在惊叹于这些侧身人脸图像出现的

同时，更是被作者的创作意图强烈地吸引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这些千篇一律、看似形 



亚受爵士音乐即兴创作的影响写的诗句和种族符

号混在一起的画面被艺术界认可并得到了很高的

声誉。哈林的艺术意象让人们注意到艾滋病，种族

歧视、性等社会问题的存在。 

    而张大力也在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因素向我

们传递信息，这是否说明艺术家的行为只要有意

义，就是行为艺术呢7或它仅仅是一种涂鸦艺术，

随意绘画呢7 

    专家顾丞峰认为“ 行为艺术和涂鸦是截然不

同的两种方式。涂鸦艺术的实质是用随意绘画来

反对传统的在循规蹈矩前提下进入绘画，用它来

发泄对现存艺术体制的不满。” 

    张大力说“ 这些抽象的独特符号可以帮助人

们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当你走在街上时，它可

以随时进入眼睛．尽管有时它让人感到奇怪．甚

至是厌烦，但这种沟通是极必要的。在不同阶层、

类型和工种的人之间进行对话可以消除城市化进

程给人们在交流上造成的隔阂。” 

    从这个角度上，张大力的主观创作过程已经

超越了随意绘画和个人情感无限度的发泄，而在

向真正的行为艺术靠近。 

我们的沟通来自何处

 

张大力希望用头像来构筑人与人之间、人与生态

环境之间沟通的桥梁。他将自己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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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抓起来，有碍市容。” 

  看来，我们和张大力的“人头”之间还

缺少着一种沟通渠道。也许行为艺术本身就

超越人的正常生活、人的正常思维和逻辑。当

张大力在试图用一种社会理想式的视觉语言

传递信息、希望唤起人们的心理反应时，他

是否有过思考我们和他的距离到底有多

远？ 

    在国外，行为艺术家在特定的场所进行

创作，他们在相对独立的创作和欣赏空间里

阐述着他们的心声．与固定的或非固定的欣

赏群体进行对话，而艺术家一旦超出一定的

创作范围，就是违法．在国内，我们还没有

专门的法律条文来限制这种艺术行为．但绝

大多数人对这种行为的不满和排斥不得不引

起我们对艺术创作范围的观念进行思考。 

    张大力的“人头”与人和社会环境的沟

通目前还仅仅是单向的，而在国外，行为艺

术作品日渐被社会理解并接受，现实能否也

给我们以及艺术家们的创作观念带来启迪和

思考呢？ 

 

选自“四合苑”张大力作品集 

    摘编／田园 

 

在墙上的人头画像拍下来使之变成平面艺术。

为之取名：“ 对话”。而他的创作地点也是有

选择地，有针对性地在旧城区某些拆迁地段

进行连续或间断地创作。 

    “对话”是张大力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的一种呼喊。一种对人们精神家园丧失的强

烈担忧。他的创作已经切入到文化生态的范

畴之内，带有很强的人文关怀色彩。 

  而我们与那些头像的沟通又来自何处

呢? 当我们在整齐、宽敞的街道上看到这些

像不明飞行物一样的无法用语言解释的怪

诞符号时，是否能体会到作者与环境的对

话，是否能听到张大力迫切的呼喊。这种强

大的视觉冲击力是否会破坏我们与生活、环

境的和谐和平衡？ 

  ——“肯定是一群十来岁的孩子瞎闹，应

该管教。”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和北京庄

重、文明的氛围极不和谐。” 

  ——“这是对西方涂鸦艺术的简单模仿。” 

  ——“如果是艺术，不该以这种形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