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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观察】广场：“怀疑论者”张大力和他的“非暴力”美学

 

张大力新作“广场”现场

7月26日，上个月刚在纽约举办完个展的张大力带着他最新的作品“广

场”、“蓝晒”系列以及油画作品，来到了西南。纽约、成都这两处的展览主题

均为“广场”，展出的是其作品一个系列的两个部分。由于海关检疫的缘故，两

地作品呈现形式不一，特别是在颜色与材质上。纽约展品中的人是玻璃钢，鸽子

是3D打印，而这次大家所看到的则为带颜色的硅胶及鸽子标本。

 

现场的“和平鸽”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组作品？张大力说，广场这一概念在他心中想了整整二十五

年之久，是他思考的一系列的题目之一，时不时的冒出来，于是他决定把它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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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在西方，随着制度的慢慢改变完善，广场变成市民休闲的场所，是一种

文化符号。而中西方对于“广场”的理解，差别很大。在他看来，1949年以前，

中国是没有广场这一概念的。是建国后从西方（前苏联）而来的产物，是高度政

治化与政治权利、城市中心的象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广

场”。商家把很多大厦、大楼也被称之为“广场”，比如北京的丰联广场，但这

些完全是资本主义化的广场，跟文化不存在共同关系。因此，他想把这两方面的

概念在作品中表达出来——“我们不是广场的主人，我们只是概念化的人，广场

中的游魂。”

“蓝晒”作品张大力研究了四年，他笑称自己都快成半个化学家了，而这并不

是偶然的事。在互联网极其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相机、手

机进行拍照。互联网上每天可能会产生一亿张照片，而这其中的三分之一都是很

棒的作品，从各种角度展现我们人类的生活。那么，艺术家凭什么觉得自己特别

棒，与众不同。你的作品展现出了何种特殊的角度呢？在张大力看来这很困难，

艺术家很难划清自己与那些摄影师的界限。于是乎他就在想，什么是摄影师？第

一，要找到其独特的语言，第二，要找到其独特的视角；第三，表达的形式要有

特点。此后，他便把“蓝晒”这种古老的摄影找出来做尝试，寻找适合这种技术

的表达内容，而此时广场的概念同样也在其脑海中思索着。

策展人眼中的“怀疑论者”

 

批评家俞可接受99艺术网采访

在俞可看来，张大力是一位具有批判性的艺术家，永远保持着前卫艺术家的视

角，对所谓的真实、历史表示怀疑。“怀疑论者”这一标签必不可少。在他看

来，艺术家在创作中会有阶段性的调整，而张大力这一批作品，正是其阶段性调

整的产物，且新作在媒介的使用上，比过去更自由、极端些。并强调作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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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并不是指广场本身，而是涉及一个比较公共性的话题，在其中寻找今天对社

会、生活判断的指点。更多的是一种隐喻，只是借用了“广场”这个单词公共性

的概念，不应把它局限在具象的广场当中来谈论。更多的是如何对真实进行追

寻，对今天的生活表示怀疑。艺术家的作品尽量不要成为审美的主体，应该成为

相互交流的媒介。观者与现场作品交流所产生的结果更真实，也更有意义。“所

以在布展中，我们尽量使得观众能够穿梭其中，相互之间构成联系，静与动的异

样能提供更多思考的角度。‘广场’作为关键词，这一概念更多是基于这个目的

而展开的——我们如何在想象或习惯的公共空间里，对待它给我们的暗示。”

“当代艺术的实验，尤其是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大环境里，尽管已经有一个长足

的发展进步，但社会、文化的转型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在这种局限性里，张大力

作为一名前沿艺术家，对这种前沿性的话题，对现有视觉经验、知识结构的探寻

做努力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刺激我们对艺术的更多思考与想象。现实给了我们机

会，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去思考、反对的理由，作为艺

术家去做这个努力是很有意义的。”

谈及纽约与成都个展的不同时，俞可表示，面对相同的方式，有所差异的内

容，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观众间的对比本身就很有意义。被提及无数次的全球

化、国际化的同时，张大力“双城记”的展览作为具体参照，人们在共同面对公

共领域，社会属性的空间时，差异究竟会反映在哪些地方？归根结底，这些差异

会直接反应在人本身，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一空间使得生活更具想象。这种对比，

不是局限在一个地域的环境，观者不是在过去的空间概念中认识这个世界，而是

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里，反过来，也是对作品本身的考量。

这次，不一样的张大力

 

《广场6》硅橡胶 220x120x80 c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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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家刘淳看来，张大力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呈现

出来的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之所以说他优秀，是因为艺术家在过去这几十年里，

没有在画面和所谓的形式上进行探讨和研究，而是把他的关注视角转向社会现

实，转向对老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表象的，而是有思想性、

精神性、深度的当代艺术作品。本次新作，艺术家抓住了两个关键词：广场与和

平鸽。“广场”在西方语境里，也有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更多的是聚会、休闲、

旅游、观光的场所，是一个开放、自由、平等的空间。在中国语境就发生了变

化，它是权利的象征，意识形态的标志。譬如天安门广场，就变成了国家的象

征，民族的尊严。去过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人都知道，布满了和平鸽，和平鸽与

人和睦相处。大家都知道，和平鸽是和平、美好、希望、自由的象征。那么，张

大力作品呈现出来的语言表达方式不言而喻，就一目了然了。谈及新作的“非暴

力”，刘淳认为这只是艺术家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有一段时间表现的比较暴

力，视觉上比较残酷，那只是一段时间思考的结果。非暴力不等于在视觉呈现上

没有冲击力。并指出，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首先应该关注现实。如果抛弃了现

实，一个艺术家不关注现实，那你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你关注什么？所以，关注

现实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在目前形态下，包括以后若干年在发展进程中，是责任与

使命。

谈到张大力的新作时，李峰用了“继续推进”这个词。广场作为公共性的空

间，与私密空间有非常大的距离，他认为张大力关注的不仅仅是广场本身，而是

将广场视为同整个城市、市民间的互动的场所。与其以往的作品拆迁、涂鸦一

样，都体现了个人对城市的认知与互动，关注的点仍然是城市话题，城市问题，

只是把它变得更为立体。很多艺术家只是关注形式本身、自我本身，张大力却是

敏感的抓住了城市化进程这一问题，始终与中国社会的脉搏和节奏保持一致。李

峰认为基于现实又能超越现实的艺术是据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张大力以其行为

和装置、绘画、摄影做出重要成果，实践着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

 

左：张大力早期作品《对话和拆》；右：第二历史系列作品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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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的作品，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有看到。从早期的《对话与拆》到后来

的《第二历史》，都很有影响。这次看到新的作品，有新的突破。艺术家非常敏

感，作品的切入点非常棒，看着很震撼。张大力是一位对现实非常敏感的艺术

家，‘广场’对自由，对社会都有不同的切入点。表现现实的艺术家在中国特别

多，张大力跟别的艺术家还是有所不同，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艺术

家薛松看过展览后如是说道。

“广场”之于西南有何意义？

 

《广场8号》布面油画 120X150 cm  2013

对于“广场”这一带有政治含义的公共空间，何多苓认为在成都这一散漫的城

市，人们对于广场，对于政治解读没有过多的概念。像这种不带有成都性格的作

品，在当地比较新鲜。在他看来，每一位艺术家都在寻求自己独到的技法，而张

大力的这批新作，正是其寻求过程中的一组作品，是风格过程中的停留点。

“不一定是刺激，只是有些异样，你将用何种方式寻找你和现实的接轨？我们

容易被记忆、习惯的媒介所左右，使得艺术家比较被动。那么，艺术家有意识的

变被动为主动，是值得努力的事情。在今天的视觉认识里，媒介如何作为桥梁非

常重要。也许我们会说过去的媒介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能坚持多久，我们对

媒介本身就应该表示怀疑。”俞可指出，把张大力的作品放置于西南，能打破重

庆、成都对于作品的既有惯性，有他这样一位艺术家穿梭其中，对城市生活，对

艺术的理解会有新的认识。

艺术家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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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张大力接受99艺术网采访

“艺术家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也不能完全被现实拖着走，你必须清楚自己在做

什么。用你的技术与思想去呈现社会问题和这个社会，对美学的看法。现实只能

是让你感受你是活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从现实里来，批判现

实并希望去改变它，到头来却发现你的力量很渺小根本无法改变什么。可你把你

的观点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已经足够了，对得起你的职业了。”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张大力已经把他心中的“广场”呈现在了观众面

前，那你呢？你心中的广场，又是什么样子的？

来源：99艺术网成都站　作者：李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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