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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  风马旗3 《碰撞 Collision》中央美院美术馆

    我们有一个题目是“世界格局中的当代艺术”，这个世界格局的翻译很有意思，英文是Contemperory，

可以有很多意义，可以译为环境，也可以译为所处的地位。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有两种方法，

如何谈论在世界环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一个方法是真实的，历史性的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与世界接

触，我们追溯和研究事实、接触的媒介以及最后的结果。还有一个方法是概念上的，比如我们谈论世界

范围中当代艺术是如何定义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艺术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还

在继续谈论。这也是一个在概念中如何定义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

    从历史的层面上探寻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的关系，可以追溯得很远，甚至在文革以前，我们中国艺术

也是和世界有关联的。有时候我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文革以后才出现的，我们可以回看建国之后的30

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也有全球的视野，也有文化艺术的环境，比如《译文》杂志就翻译了很多

外国文章，也有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它也处于全球环境中，但是那个环境是很意识形态化的，而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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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特定的政治观念不应该被抹煞掉。认识到这方面以后就会看到在7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环境

产生了变化，不是忽然产生的，这个变化当然和文革的结束、国家新的开放政策等等有关。

张大力  《马上飞》（铜） 235X60X218cm

    从80年代起，关于国外的美术、文学等信息传入国内，刚开始并不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而是通

过翻译的信息，所以翻译非常重要。我的同学研究了非常重要的课题:通过研究80年代中国美术杂志、文

学杂志翻译的书，来说明中国的文学艺术变成世界格局的一部分。

    到90年代初期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即出国热。几千名中国艺术家纷纷到全球各国去，不仅使

外国的许多信息传入中国，而且外国的画廊、基金会、拍卖行等整个艺术机构都开始运作中国的艺术

家，全球化的过程不断促进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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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其实古代就存在全球格局，例如唐代也受到别

的文化影响，但是当代不一样。当代信息传递速率的变化之快，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全球和中国常常

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并没有抹煞国界之间文化与思想的隔阂。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很奇怪的

状态：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我们完全成为了全球格局中的一部分，同时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很多文化传

统，包括艺术传统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处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交叉部位上。研究全球格局下的中国当代

艺术，这两个方面都要考虑到，其中一个就是和全球的第一时间的联系。

张大力  《一百个中国人》 玻璃钢 Resin

    研究世界环境中的中国当代艺术，首先要从概念上看什么是当代艺术？这在国外近几年也是一个话

题，话题的中心点是什么是“当代”，或者什么是“当代性”？这个“当代性”也出现了一个英文词叫

Contemporaneity，这是生造的词。“当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大家肯定认为有某种东西使得艺术称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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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艺术，并不是说今天所有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下的艺术或者现在的艺术，但不等

于当代艺术。学者们、理论家们开始讨论究竟何种艺术中的当代性何在，这和原来讨论现代性有关系，

但是“当代”是更有意思的概念。我们研究当代艺术其实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历史维度，我们在收藏、评

价、研究当代艺术时，当代不代表当下的钟表时刻，这个历史是近距离的历史，几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

中是很短暂的；另外一个维度即当代就是当时，这要求我们要有前瞻性，这个当代是和将来有关联的。

    当代艺术中最有意思并区别于其它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包含了“将来时”。我们往往说当代艺术是

实验性的，即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将来会变成一种潮流，会变成一个艺术现象。

    “实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有失败的含义，很多实验将来有可能会变成真正的历史现象，也有可能很多就

消失了。现代甚至古代对于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完成时的，而当代是一个持续性的时态，包含过去、现在

和将来。持续性如何抓住当代性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这种理论框架中我们可以想像中国和西方国家

之间艺术的关系。在第二个维度中，我们回到张大力的艺术，他有三个因素可以放到第二个维度里，而

我们刚才看到他去丹佛，或者是艺术家访问他，这是属于第一个维度，即他是怎样开始接触艺术的，他

又是如何进入外国收藏的。

张大力 《车夫》 纯棉布蓝晒 260X360cm

    在匹兹堡有一个讨论当代艺术的会议，我在会议中有一篇文章就用到了张大力的例子。在讨论他的作

品时，“当代性”的概念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注意：一个是他对城市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包括中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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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很多类似的对于时间和历史的反思，他们关注城市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废墟概念等等。还有一个是米娅女士谈到的关于摄影的问题。对于张大力来说，他有一个

很核心的技术性问题。我很早就开始和他合作《第二历史》，其实我们一共做了四次展览。第一次是在

北京做了一个比较小型的展览，接着一次在芝加哥展出，然后在光州双年展上展出，最后拿到柏林展

出，这个展览共展出了四次。我对他作品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我觉得他的作品开始可能还和中国历史

比较接近，而后兴趣点更多是对于摄影这种技术和机制的反思。我们在谈论摄影时往往谈印象，而他反

思的是暗房技术如何改进，是我们看不到的程序，而这在摄影里非常重要，这一点在国外也没有得到很

深入的研究。张大力近期的《蓝晒》作品，看似和《第二历史》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他还是

在研究一种摄影技术，甚至回到没有胶片时期的摄影。表现的是对中国的历史时期或者政治宣传的批

判，而更深层次是在概念性和对技术性的比较完整的反思。

   此外，张大力的作品对“身体”有一个非常持续的研究，不断反思“身体”问题。他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在

墙上画的这些《拆》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身体。他把自己的身体和废墟放在一起。他还有很多关于身体

的铜像作品，《风马旗》也是身体，《一百个中国人》都是身体。他对“身体”的执著，对“身体”的表现和

思考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对身体的表现方面，不管是西方女性主义，还是种族问题，都是这

的持续关注的全球问题。城市的变化、废墟，加上视觉技术以及身体的卷入，他的作品有点超出中国当

代艺术，但同时因为是在中国做的，又与中国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又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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