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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  李铁军 

地点：北京留贤馆 

时间：2004年3月9日 

铁军：今天我们有空谈谈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发展了。 

大力：太难得，谈也是发展的必要。 

 

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从1 989年算起，经历了整个九十年代，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如果说徐悲鸿的年代是比较强调技术转移的年代，引进欧洲

的绘画技术，那么，现在艺术也有泊来品，只是从泊来技术和形式转化为泊来观念，在将观念消化后产生自己的新生。徐悲鸿的年代对技术比较看

重．他用他们的技术画古代的画．如《九方皋》、  《伯乐》、田横《五百士》等，使我觉得他们的艺术含金量很高。 

 

可是消化到创造需要相当长的阶段。当你把一个精神制作完，十年时间不够，我们而今已在四十岁上下了．还处于容易激动．容易在创作当中不沉稳

的阶段。我估计再过十年，我们这批艺术家则会更加成熟和完美。 

 

发展的过程现在也能看出来。比如一个艺术家他做艺术作品时间很快，马上就把自己的风格亮出来。这个过程速度很短很快．但通常夹杂许多不好的，

不完整的东西。这些人作品很多，产量很高，可在作品中有思考价值的东西不多，显得苍白无力和牵强。从表面上看这也可以说与社会搭接上了。现

在有些人很敏感，不管他表现的好不好．是否准确．或者技巧差，或者是绘画路子不对等等，一切都不在乎．只要做了就行．他们知道和关注到中国

人现在本身的状态。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我们过去的艺术，主要表现艺术家平面的判断力和思考能力，闭门造车也能造出所谓好东西来。现在不行

了，现在是这枪要是打不准就意味着死亡．或者你打不到点子上．你的艺术就可能牺牲一多半。 

 

铁军：艺术是无法脱离时代赋予的当代性的，你是怎样看待艺术本身的。 

 

大力：艺术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关心艺术本身，发展自己的东西。就象肉体的成长．没有其他的可能．就是艺术自己，它决不看也不受其它的变化的

影响。如果中国某天有一个人，他看不到民族性，看不到社会性，这指的是他的一种态度，他不把情绪带到艺术里来．那么那个人的思想是最重要

的最纯粹的。 

 

我想中国目前环境不会产生这样的人。但在西方有很多人是这样．比如说像杜尚当年根本就看不到别的东西。那时的一些变化他根本就不管．他不

关心哪个民族，不关心政治，完全考虑的是艺术本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他考虑的是艺术的自身创造和成长，怎么能成为新的一种艺术。 

 

铁军也就是说艺术家进入到一个非功利意识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纯粹的艺术产生状态。 

 

大力：对．到那个时候，艺术家没了愤怒．进入到一种纯哲学状态，把什么东西都归为哲学了。因为他已完全进入到思考领域。这是艺术家的幸福．也

是艺术的幸福。现在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太容易被激怒，太容易被刺激，这种状态会有正副两面的作用。这种东西多了就制约了艺术智商的发展和成

长。比如社会稍有些起伏波动导致他马上就会转变．这样就太充满革命时代的感觉。德拉克罗瓦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东西．他很激动．但决产生不了

纯粹的东西，不会有产生像康定斯基那种纯粹的艺术形式。那种好象什么都不成立的状态，但它就是一个艺术。这是环境和条件的产物。中国现在是

没有那样的条件。 

 

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中会不会产生拥有那样成就的人，现在说来还比较困难。的确．只有基础打好了，忽略了一切世事和物质．才能进入纯艺术创作

中。    ． 

 

我觉得艺术作品不在大小．不在画很多东西．这一点我们在杜尚的作品中已明显看到。那张在蒙娜丽莎脸上画胡子的作品．在艺术史上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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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但绝非是形式。原作也不过二、三十公分A,A，但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否定前人的绘画，价值就是在这个否定的意义上。从文艺复兴以来．人

们都遵巡旧艺术的规则，你不遵寻此种规则便无路可走了．但杜尚解救了我们。从杜尚思考的角度来看，就画上去了两笔．就产生_7--个转折点．思

想和精神成为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件作品．后来艺术会是另一种景象。在杜尚之前没有一个艺术家把一件实物拿去当艺术品展出。

一个艺术家创作一件作品和一个工人制造的产品有什么区别7杜尚认为只有艺术家制造的才是艺术品。杜尚在药店中买了一瓶子药．将药倒掉一

半．后来它叫"巴黎的一半空气”，还做了一个自行车的轮子等等。他用他的观念制造了很多现成品．随心所欲的创造着他的艺术。那时候所有人认

为他疯了，但有谁可以推翻他7现在产生了多少现成品制造的艺术作品，而杜尚则成为新的障碍了。 

 

怎么做艺术7 

 

画也不行，现成品也不行，怎么弄都不行。他(杜尚)从形式到内容又变成了～个新障碍。我们再画上胡子，那就成鹦鹉学舌的东西了。他为什么

那样做7他就行．那么我们是否就必须得遵循他制造的规则7其实艺术显然不是这样的。 

 

艺术没有什么大师也没有什么规则! 

 

可这社会．给你框架住了。如果不按规则，就进入不了系统．你的画，画廊不收、别人不会买、不能参加展览，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所以说一

个人要达到那种自信真是需要巨大的付出。中国肯定会产生那样的人．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代。这有一个共同积累的过程。 

 

十年，我想十年会有很大变化，很多人会慢下来．沉淀下来，不在乎做多大、做多少。他可能做那么一点点东西．但已是最响亮和决定性的音符。 

 

铁军：现在很难有条件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一个纯艺术，深层思考的状态，生活是客观而真实的，也是残忍的。 

 

大力：是的，连一个生活的基本的保证都无法获得。 

 

铁军：因生活所累，很多大师都有故事，毕加索、高更、凡高、Robert Rauserburg，当代活着的一些大师，都不例外。哪些艺术家对你有影响？  

 

大力：主要是杜尚。我到意大利以后．有机会第一回观看他的原作。虽然在国内时也听过和看过一些介绍。但当我在威尼斯看到他的”大玻璃”时．有

了震撼。那是从美国运来参加一个展览的作品，玻璃碎了又粘起来了，很早我就想观看这个作品，看到了才感觉到他对我产生了交流式的触动。

另外，有几次展览也深受感动，比如我看汉斯·哈克的展览时，当我走进展厅，没发现那是一件作品。在大展厅中．堆在木地板上乱七八糟的，

然后在墙上挂了一个丝网．渐变的西特勒与～个将军握手，还有～个德国钱币放大。我在里面转了一圈．我想他们正在布置展览，等我走出门的

一刻．才猛然反应过来，这是一件作品。还有哈巴克夫的那些作品，还有白南准．这都是活着的人．他们是从知识份子的角度研究人与社会的

关系。一个好的艺术家他应该走的更远。 

 

铁军：你所指的更远是什么7 

 

大力：他们判断力是绝对穿越好几层的。艺术家要讲究锤炼，用别人无法取代你的形式准确的表达～种你的观念．这个是有相当的难度的．每个人

都想做这样的艺术家．不好做…… 

 

只有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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