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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现场|鲁虹：材料和形式的选择是和艺术家的观念表达联

系在一起的

7月3日，“当代艺术中的恒久与无常”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此次研讨会

是“恒久与无常：张大力新作展“并行的学术活动，由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担任研讨会学术主持。部

分国内外当代艺术领域中的顶级学者及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理事长李文华参加研讨会，并进行了演

讲、发言及圆桌讨论。以下为批评家策展人、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的演讲实录。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鲁虹：

      大家上午好！我的发言题目是《媒体、形式与观念——从肉皮冻民工到汉白玉民工》。

    

      张大力从新世纪以后，虽然还在延续他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涂鸦艺术，就是“拆”系列的作品，

以表达他对中国“拆”的高度关注。但是同时他也开始以种族为题，连续做了一些与底层有关的作品，

这也意味着张大力的创作重心随之发生了重要的转移。

      从肉皮冻民工到汉白玉民工，他创造了多个相关的作品系列，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这一问题在当下发展

中无比的重要性。非常难得的是在多个作品的系列中，他不仅没有重复自己，也没有抄袭别人，而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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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变换创作的材料、手法和主题，既很好的表达了他要突出的观念，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非常高的学

术价值。

      在与我的一次交流中，他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这也是他的关键之处，他说：“形式问题归根到底并

不是艺术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思想艺术的解决即意味着人类的解放，也意味着有创作的新的动力。”

      按照约定俗成的分类方法，肉皮冻民工应该放在雕塑的范畴，创作于2000年。在做这系列作品时，

张大力并没有用选择西方传统的雕塑，而是大胆的选择东方肉皮冻作为材料。我认为这绝对不仅仅是处

于形式创新上面的考虑，而是为了强调当下农民工的一种实际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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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品的灵感产生于艺术家到市场溜达时看到的现状，当时他看到很多农民工都在买肉皮冻吃，

而且他们经常会用小三轮车买一大堆，运往他们住的建筑工地。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肉皮冻因为是用

猪肉的皮熬出来的汤做成的，既便宜又有肉的味道，所以民工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蛋

白质和他们所需要的口感。这让张大力感触非常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地区有大量的人进城变成了民

工，他们吃得苦最多，改革的红利最少，城乡二元结构的设计使他们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也因

此受到排挤成为我们社会的“下流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人，也不是人。

      这时张大力想到用肉皮冻为材料做100个民工，后来做的时候他将一些下水、方便面放了进去，这种

做出来有一种非常震撼的效果。我这里只摆了两幅图，其实100个肉皮冻民工放在展览上视觉上是非常震

撼的，但更强烈的是对于观众们心灵上的震撼，因为这个作品它使用的材料与民工的实际生活状态是融

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材料就是民工，民工就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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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肉皮冻作为一种材料并不具备长久保存的性质，因为加工以后它就变成异样状态，所以这个

作品很难像用青铜或者大理石做的雕塑一样长期的保留，但是张大力用这种前无古人的方法，形象而深

刻的解释了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种震撼的表达方式比作为艺术品长久保留下来的意义更大。

       2016年张大力又推出了一系列以汉白玉为材料描述民工的作品，在西方有用大理石和青铜的材料雕

刻王公贵族和文化名人肖像的传统。这些人有名有姓，也有文字记载，无论做雕刻也好，写文字也好，

目的都是为了让后面的人永远记住他们充满丰功伟绩的不平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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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起来中国的历史上就没有为王公贵族和文化名人做写实雕塑这个做法，但是近些年受了西方

的影响有了这个做法，比如说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所做的大量雕像就是证明。

       另外汉白玉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等级观念体现的材料，基本用在王公宫殿的建筑上，而张大力在

这次创作时有意用汉白玉这种高贵的材质，并用极为细致的手法雕刻一群普通民工，我觉得从艺术史的

角度看是很有意义的。张大力如此而为，一方面是希望历史和后人能够记住我们这个时代的民工阶层，

另一方面是想强调民工是为社会贡献最大，享受最小的高尚人群，这使这个作品有了永久性的思考和艺

术价值。

      这套作品和上面谈到的肉皮冻民工都说明，对当代艺术来说材料和形式的选择其实是和艺术家的观念

表达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积极的面对的问题只是考虑用什么形式的问题，就反而在形式上很难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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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力的这种思维方式也体现在另一个系列作品《风马旗》中，这套作品创作于2008年。跟以上两

个系列不同，这里的是民工是根据硅胶根据真人模型翻制出来的，而他们骑的马就是真马的标本，还有

红旗、马鞍、马蹬等全部是对现成品的应用。

       在这里，话语方式并不是为了追求准确的风格画展示，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获得社会主义拥有的深

刻内容，因为我们手持红旗在人们想象当中已经有了快马加鞭的意义，这个当然是有相应的历史记忆赋

予观众的。而艺术家对这一革命图式的巧妙借用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提示我们，第一个是在人们疯狂奔

跑的同时，很多问题出现在了我们身边，如果不很好的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究竟应该建立

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现代化城市如何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我们应该如何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

等，那么跑得再快也是缘木求鱼；其二，把那些手持红旗的民工放在马上，似乎也暗示了民工们用劳动

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可他们的生活和地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也许人们还会对此产生更多的

想法，但以上两点也已经足够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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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注意到，张大力在2007年做《人与兽》系列作品时用的是传统青铜材料，但这批作品肯定不会

像传统雕塑那样，用一种具有恒久性质的材料来纪念曾经的某人某事，而是为了提示人类几年前来存在

的人与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和不平等的关系，所以《人与兽》采用超现实的处理方式，象征性的表达了

处在下层的人等。

       艺术家多次强调在艺术作品中所谓兽并不是指现实中的野兽，而是指存在人身上的兽性，即权力和

欲望。事实上正是因为掌握了权力的人总是非法夺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他们显得比野兽更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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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2009年创作的，相对以上的作品，它虽然表现的不是民工，但是以特有的方式表示了人

的人体存在状态与意识形态存在的关系。在这一组作品中，艺术家运用了对人体标本进行改造的方法，

用这些标本呈现了一些我们政治生活中曾经有过的仪式化、符号化、经典化的动作，比如说董存瑞炸碉

堡、英雄就义等等，本来曾经有过的无常动作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很容易想到特定

的年代以及支配这种动作的意识和观念。

       因此我认为这一系列的作品比德国医学博士哈根斯于2000年在德国科隆举办的展览“躯体世界”更

有意义。熟悉当代艺术史的人都知道，究竟要不要用尸体来做艺术一直是争论很大的问题，据知针对躯

体世界的展览有一些宗教界人士、法律界人士，甚至还提出了法律界的问题，但抗议也好，争论也好，

反而是让躯体世界展有了广阔的影响。因此此展后来在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等地展出，观众

达450多万，创造了近年来展览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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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大力看来，只要法律认可，只要艺术需要，尸体也可以作为材料使用，在我们材料当中任何材料

都无法替代尸体本身，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加深入的讨论。

      张大力说，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就是以表现人为主题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哲学

的终极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了。我们在无法保存身体的时代，往往认为灵魂是永恒的，从埃及人制作

木乃伊一直到今天，我们花了五千年的时间终于可以在自然条件下保存尸体了，这是科技的进步，但身

体是存下来了，可是灵魂到哪里去了？张大力想用艺术呈现这种问题，但人们会认可吗？这是非常有意

思的，我且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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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虹，1954年1月生，祖籍江西。198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四川美院、湖北美术学院与华中师大美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

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美术馆客座研究员。美术作品5次参加全国美展,出版多本学术专著，策划

了多个学术展览与活动，有约三百多万字的文章发表于各丛书及专业刊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