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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看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怎么说

2015年9月18日，“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个展在武汉创意天地合美术馆开幕，众多

国内外艺术家应邀出席了此次开幕式，并就“张大力的创作之路”“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以

及“当代艺术与收藏”等话题展开了对话和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艺术的沟通融合，加强了国外

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为中国当代艺术更为世界知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开幕式现场）

2015-09-19  光谷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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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此次活动，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也应邀前来，在看过展览之后，他感慨道：“这次活动是

合美术馆、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完美结合，用研究的视角展现艺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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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

张大力——一个有研究性的艺术家

提到本次 “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 展览，巫鸿表示：虽然对张大力的作品比较熟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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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了展览以后，还是有全然一新的感觉。他把整个艺术创作过程与一个艺术家的经历都通过作品表现

出来。

谈及和张大力一起工作的感触，巫鸿笑着说：“和他一起工作很有特点，他是一个研究性的艺术

家，1995年他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每一件作品都用很长的时间不断摸索、积累、发掘。有时候跟他互

动，觉得他就像一个考古学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抱有非常严谨的态度，这是非常难得的。他在乎的不

是成功与否，而是不断地发掘、创新。研究张大力往往不是看最后的作品，也不是看墙上挂的照片，而

是要研究他的创作过程，比如最开始的《对话》与《拆》系列。在创作《第二历史》中，起初我们是一

起做，每次打电话他都会兴奋地说又发现什么了，这种喜悦之情就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艺术创作的过

程就是一种喜悦、一种发掘。”

（开幕式现场）

而关于此次展览“从现实到极端现实”中的现实问题，巫鸿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艺术中非常重要

的部分，是受苏俄的影响。在西方，现实主义问题不经常被提及，但是它对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却是极其

重要的。对于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一直未停止。但是当代艺术来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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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艺术讨论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谈论的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风格、一种表现的问题。90年代以来，

以张大力为代表，还是要和现实产生关系，但并不是完全情绪化，而是要插入现实。像《拆》和《对

话》系列，他把涂鸦拿过来，就进入了现实，进入了程式，而不是去表现现实，只是艺术本身变成了现

实的一部分，就像动手术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深度解剖，艺术家和作品都进入了现实。这是一种互动和

参与，在他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如《一百个中国人》，都是和现实的互动。但是有时候这种互动是很残

酷的，如何达到理想和现实的平衡，这让人反思。

（展览现场）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当代艺术

关于“世界格局中的当代艺术”，其中世界格局一词有很有意思的翻译，可以有很多意义，有的是环

境，有的是所处的地位。其实，有两种方法可以谈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的环境，第一种是比较真实的，

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和世界接触。这是可以追溯的，可以找到事实、通过什么媒介、结果是什么，这些都

是可以研究的。第二种是比较概念上的，比如可以谈在世界范围中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

中国艺术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而且人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也是一个在概念的环境中怎么谈中国当

代艺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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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的关系，这可以追溯得很远，甚至在文革以前，

中国艺术也还是和当代有关系的。有时候人们有点夸张，觉得好像中国当代艺术就是文革以后才出现

的，其实看一看建国以后30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是有全球的视野，也有文化艺术的媒境的，比

如译文杂志就翻译了很多外国的文章，也有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它也有全球环境，但是那个环境是很意

识形态化的，有特定的一些国家、特定的一些政治观念，这不应该抹杀掉，认识到这个以后就可以看到

在7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世界环境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和文革的结束、国家新的开放政策等有

关。从80年代开始国外的美术、文学等很多信息涌入，起初不是真正人和人的接触，是信息，是通过翻

译，所以翻译非常重要。

（展览现场）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又产生了其他大的变化，其一是出国热，几千名中国艺术家到全球去了，然

后外国的画廊、基金会、拍卖行整个机构都开始运作了，全球化的过程就促进了这个现象。其二是计算

机和网络的出现，全球格局甚至古代也存在，唐代也受到过别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当代不一样，当代速

率的变化，特别是网络出现以后，全球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迅捷，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抹煞各国

文化、思想的隔阂，所以国人处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在经济上通过互联网等等技术感觉

到：我们完全是全球的一部分，但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它还是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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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自己国家的传统，我们处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交叉部位上。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中的格局，

有两个方面需要要考虑到，第一是和全球的第一时间的联系，第二是中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很重要，

中国话有很多概念，有文化传统，有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放在那里就是中国当代艺术。

（开幕式现场）

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的环境中的问题，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比如谈什么是当代艺术，题的中心点是

什么是当代？或者什么是当代性？当代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大家肯定认为有一种东西造成了一种艺术

叫当代艺术，而不是说今天所有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什么是当代艺术呢？学者们、理论家们开始讨

论，这和原来讨论现代性有关系，但是当代是很有意思的概念。



2015/10/20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看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怎么说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3NzUyMg==&mid=225322689&idx=1&sn=f70ce1c73edfb8e105cd353a9879a536&scene=1&srcid=0919jqzp3… 8/11

（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发言）

研究一下当代艺术，它其实包括两个维度：第一，当代艺术有一个历史维度，当代艺术不是钟表时

刻，在研究当代艺术、收藏当代艺术，包括美术馆研究历史，但这个历史是很短的，那么在短的距离中

怎么研究，这其中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第二，当代就是当时，要具有前瞻性，而且这个当代是和将来

联系的。当代艺术最有意思的东西是它隐含了一个将来，我们往往说当代艺术是实验的，在试验的过程

中，有的将来会变成一个潮流，甚至一个艺术现象。实验本身这个词就包含失败，尽管尝试很多，最后

有些尝试会变成真正的历史现象，也有很多会消失。我们谈现代甚至古代，都已经是完成时的东西，当

代既然是一个持续性的，一定是过去经过现在又展现到将来，是一个持续性的时态，持续性怎么抓住当

代性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这种理论框架中可以思考中国和西方或者别的国家的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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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回到张大力的艺术，他去丹佛，或者是艺术家访问他，这是属于第一个框架，他怎么接触艺术，他

怎么进入外国收藏，怎么变成世界艺术的一部分。关于讨论当代性的问题，我曾经在匹兹堡的一个会议

上作了概念性的研究发言，在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引用的张大力的例子，在谈张大力的时候，当代性有

几个因素很值得注意，一是他对城市、环境关系的分析，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不仅是中国、全球的

格局视野；二是当代艺术家和城市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废墟概念，这不仅是中国有，很多国家都有很

多类似的对于时间和历史的反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具有全球性；三是摄影的问题，对于张大力

来说，他有一个很核心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和他合作《第二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一共做了四次展览，

分别是在北京、芝加哥、光州双年展、柏林，通过者四次展览，我的认识也在变化，我觉得张大力的兴

趣越来越多是对于摄影这种技术和机制的反思，我们谈摄影往往谈印象，他反思的是暗房技术，是我们

看不到的程序，这个在摄影领域里非常重要，但是在国外研究得也不是很深入，这反映了很前沿的想

法。他最近的晒蓝，和《第二历史》在内容上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吸引他的还是摄影技术，甚至是

回到没有胶片的摄影，通过这个可以看到他和世界美术的关系。

而且，张大力的作品对身体有非常持续的、互相的交流，不断的思考对待身体的问题，从《拆》开始，

把他自己的身体和废墟放在一起。还有很多铜像，都是身体的表现，如《风马旗》和《一百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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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对身体的执著，对身体的表现和思考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是西方女性主义，还有很多

种族问题。都市的变化、废墟是一个方面，视觉技术的卷入，还有对于身体的卷入，这都是基本层面，

虽然有点超出中国当代艺术，但因为它是在中国做的，它和中国社会有着直接的反映，具有很强的中国

本土性。在中国的本土性，同时又有一种世界的格局，这是非常有趣的。

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

2015年9月18日--2016年3月18日

 展览地点

合美术馆 （武汉市野芷湖西路16号）

开幕时间

2015年9月18日下午15：30

展览委员会

黄立平 李全武 鲁虹 姚华

甘行松 柯明 仇海波

出品人

黄立平

艺术总监

李全武

策展人

鲁 虹

展览执行

仇海波 艾小铮

空间设计

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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