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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艺术市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与发展中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代艺术批评的地位却每况愈下。各种会议与宣言的提

出也在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艺术批评界内部对自我的质疑与反思，艺术批评对

内是模式与语言的缺失，对外是与艺术市场的关系的混乱与断层，对此，中

国当代艺术批评必须建构一种新的模式以适应艺术市场语境的转换。本文尝

试对市场语境下艺术批评机制的建构提出几点思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艺术品市场引起人们

广泛关注。以画廊为主体的一级市场繁荣，奠定了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坚实基

础。艺术博览会为中外艺术品交流和艺术品市场开创了广阔空间。艺术品拍

卖带动了中国高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国外资金的注入促使艺术品市场更加

红火，成为社会公众特别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

艺术市场，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生产者（艺术家）；二，中介者

（批评家，画廊，基金会……）；三，接受者（公众，收藏家）。(参考孙

振华先生《艺术批评的经济学分析》一文)这些部分环环相扣，其中中介传

播者在整个艺术市场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连接生产者与艺术接受者

的纽带。批评家，画廊或基金会等实际上扮演着艺术传播者的角色，其核心

内容就是想方设法使某件不为人知的作品或艺术家变得广为人知，并以作品

或艺术家的社会影响力来检测传播的效力。但是批评、画廊或基金会在这个

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出现了错位。

批评家作为艺术品的专业鉴赏者，通过他

们完备的艺术史知识以及敏锐的观察视角发现作

品的艺术价值。用独立性的批评话语为画廊、基

金会或者收藏家提供重要的艺术讯息。批评家在

此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对艺术市场的启迪性。然

而，现实的艺术市场中，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

画廊却成为主导，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中国艺术市

场的产业结构链，逐步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

化方向发展。一部分批评家作为迎合艺术市场意

志的傀儡，失去了独立的批评话语，批评被市场

化，他们依附于画廊或者艺术家，来获取经济利

益。那些没有“市场”，但秉承严肃学术性与批

判性的美术批评的存身空间却日益狭小。

批评家在艺术市场下的错位和失语，是由

于无法与画廊和私人基金会划清经济界限。92年

“批评家公约”的出现，就是因为批评家对自己

所处的经济地位感到尴尬，“批评家公约”并非

追求世俗，而是为了维护批评家的工作价值，艺

术批评作为一门具有自律性的学科，并不具有服

务的性质。所以在艺术市场的语境下，建立一套

比较完整的当代艺术批评机制，以保障批评家的

权益，继而促进当代艺术的批评自由独立的发

展，已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机制

呢？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批评市场机制建构——保证批评家经

济独立与话语独立

对批评家工作价值的权益维护，在某些方面

也是在维护艺术批评的前瞻性和独立性。关于这

个问题的讨论，孙振华先生的一篇题为《艺术批

评的经济学分析》中认为，“艺术批评可能的收

费方式有三：A、批评对象(画家)、B、服务对象

(公众)、C、传播载体(各类媒体)。目前艺术批评

的收费方式以A方式为主，以C方式为辅，B方式

为零。”在此，艺术家作为批评家经济的主要来

源，势必会影响批评话语的独立。批评家应该与

艺术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方能保证艺术批评的客

观性。那么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经济

客观独立的中间平台——当代批评家基金会，来

帮助建构批评的市场机制。

当代批评家基金会，可以邀请所有的现有知

名批评家入编，并不断更新，在网络上同步公布

批评家的评论以及活动动态，建立起一个开放透

明的艺术批评平台，并形成批评家协会基金会向

外界筹集资金。在基金会内部建立起批评家的资

金发放制度。

如何筹集资金？可以借鉴上文中孙振华先

生的三种方式，其一、艺术家是应该缴纳其中的

费用，但是不能和批评家直接发生经济关系，通

过批评家基金会的建立，就可以避免这个担忧，

艺术家向基金会缴纳的费用，作为批评家基金会

的储备基金。每个进入批评家文章的艺术家都要

缴纳费用，批评文章是关于某个艺术家的，不管

褒贬，都应该缴纳相应的费用，当然批评文章的

质量问题属于批评界学术规范的建构，另论。其

二，服务对象（公众）可以分为两类：普通大众

和收藏家。1）普通大众作为艺术的接受者，但并

不是直接的艺术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可以从批评

文章受益，当然这个并不明显，但是也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所以这一部分的费

用，应该和政府协商，从国家人民文化建设部门

扣除。2）收藏家收藏艺术家的画作后，根据画

作的现有价格，向画作资金的接受者索取费用，

补充进入批评家基金会。接受者可以有不同的身

份，艺术作品的画作资金第一个接受者肯定是艺

术家，那么艺术家就在这一类中向批评家基金会

缴纳费用，而这时的收藏家拥有艺术品，他就相

当于第二“艺术家”，再有新的批评文章出来，

第二“艺术家”必须承担艺术家的职责，返回到

艺术家一类，向批评家基金会缴纳费用。以此类

推。所有的记录必须在批评家基金会建立。这样

不仅可以帮助批评家形成独立的艺术话语权，同

时也规范了整个艺术市场。其三，传播载体（包

括：私人基金会，画廊，各类网络杂志以及影视

部分）这些载体从两个方面向批评家基金会缴纳

费用：1）文章发表：发表批评家基金会中批评

家协会人员的文章，需要向批评家基金会缴纳费

用，2）作品展览；属于批评家基金会中批评家文

章所涉及的作品和艺术家，必须向基金会缴纳费

用。

批评家协会基金会不具有赢利性质，并不直

接介入艺术市场。这样就保证了艺术批评的独立

性前提。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基金会的介入只

是资金的介入、但学术运作是独立的。学术与资

本的分离是建构批评机制学术规范的必要条件。

二、批评机制的学术规范建构——保证批

评的学术质量

批评家在适应艺术市场化的同时，最重要

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保持自己批评的学术性和专业

性。艺术批评的目的就是为艺术史筛选种子，

这些“种子”必须是能够与艺术史上下文发生关

系，并符合艺术自律性发展的艺术作品或思想。

尽量避免因批评家个人的喜好去评判作品，将批

评的主体性消解到最低限度。

近来，艺术批评界出现了所谓的“美术理论

批评化”这一艺术问题，也即是美术理论研究不

再追问本体性的存在而转向以艺术家及艺术品为

中心的美术批评，是非本质主义的理论倾向。批

评家仅作作品的描述以及多画面自我感觉的堆彻，对艺术作品深层次的学术

方面的挖掘几乎消失了。这值得批评家反思自己的评论本身。批评家理应是

一个有责任感的族群，必须保持学术的纯粹性和严肃性，才能提高批评的话

语地位。贾方舟先生曾在《批评的力量—中国当代美术演进中的批评视角与

批评家角色》一文中提出批评家应具有的基本素养：“批评家具备的人文素

养：首先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广泛理解，避免狭隘；第二，具备完整的历史知

识，了解艺术史的演变线索；第三，理论准备充足，有明晰的批评理论做支

撑，并且掌握合适于自己的批评方法。”正如贾方舟先生所说，批评家应该

拓展自己的艺术知识储备，多关注批评理论，批评流派，批评本体，艺术流

派，艺术思潮。应增加对作品的阅读量，以培养良好的艺术直觉。

除了艺术家自身知识建构之外，还需要外界的督促和反思。比如说经常

组织一些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或批评家年会，如每年一届的“中国

为“批评”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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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批评家年会”这一项非官方的常规性学术活动，出席这个会议的，大都

是当今中国较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批评家们在讨论过程中，不断吸收补充自

我，并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发展大有裨益。

三、批评机制的媒体建构——批评的学术性与社会性

批评家的思想要想传播给受众必须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那么媒体就

担当起了这一重任。但是以艺术杂志为主的媒体在传播艺术家批评理念的同

时，也出现了一个悖论。也即是艺术杂志的商业性与批评家文章的学术性

无法对接。学术性艺术批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脱离了描述性、文学性的方

式。以象征性、表现性和抽象性为基本语言造成观众在阅读上的阻力。而艺

术杂志大多为赢利性机构，其内容生产必然考虑市场的需要，读者是受众更

不是学者。“学术水准”不是赢利模式，无法维持艺术杂志的生存。

如何将批评的学术性与社会性并行发展？是建构批评机制的一个重要

任务。笔者认为批评界可以尝试将媒体杂志分为并行的两类：其一、学术性

杂志：这类杂志是非赢利的。其内容生产可以不考虑市场需要，而只考虑特

定品味。单独为了批评专业人士而创办。为艺术批评家提供话语平台，以促

进和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进程为目的。这一类杂志需要有特殊经济来源，

比如可以从上文提到的批评家基金会中提取。其

二，大众传播性杂志（商业杂志），这类杂志所

担当的责任就是对于艺术的传播性，并将艺术批

评社会化。杨小彦先生认为“批评在市场中有充

分的理由社会化，他们是实现艺术品社会化的关

键中介，是联系艺术与市场这两个极端的必经桥

梁，是引导趣味最潜在也最实在的权威”艺术杂

志的传播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推动当代艺术前进

的车轮。

另外，网络传播媒体的介入，形成了第三种

传播艺术批评话语的途径，不过网络媒体很大程

度上是对艺术批评的话语消解，艺术成为普通大

众讨论的对象，使得批评家与话语接受者的观众

形成高度互动的对话平台。但是由于观众不具备

相应的艺术史的理论知识基础，有时会造成与批

评家对话的语义断裂。这就需要批评家在建构艺

术史以展现艺术自律发展的同时，也要顾及对于

普通观众的接受程度，而进行语义的转换。

现如今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公众脱节，没能

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其真正原因：艺术圈外的大

部分公众根本不关心艺术，他们要的仅仅是生存

和娱乐，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的消遣方式，而他

们的盲目与爱好恰好又对艺术市场形成重要的冲

击力，那么作为批评家，不能被市场与收藏家的

口味所牵绊，不是去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而应

该在维护艺术史与艺术自律发展的进程中，引导

他们进入推动艺术前进的进程中来，使当代艺术

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形成艺术市场与艺术

批评共同促进艺术自律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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