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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乔斯利特：我们对于当代性和

当代演进形式探讨的过程中，很容易忘记当

代性其实是现代性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什

么现代性我们要暂时放在一边讨论当代性。

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现代性代表

的价值是当代性所压制的价值。我们是在波

士顿当代美术馆工作，它是在1930年成立

的，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机构，最开

始做的是现代艺术，是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

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后来名字改为了当代美

术馆，其实这个改名在1940年是颇具争议

的。这似乎就代表了现代艺术具有的先进

性，只不过是展示了各种带有很强商业色彩

的艺术作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现在对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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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性讨论过程当中很容易忘记一点，

现代性和当代性有密切关系，在有些情况下

两者还存在着一定对比的关系。

帕梅拉·M·李：大卫·乔斯利特曾经

做过一个引用“时尚的色彩”，我们都知

道在艺术领域工作的人其实有一个习惯，时

尚和新的事物来说其实只是一个永远循环不

断变化的过程。而且刚刚大卫提到自己职业

生涯第一站曾经是一个策展人。其实我自己

的经历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我曾经在一个美

术馆工作，纽约在80年代末有一个地方叫

SOHO，我们认为SOHO是所有当代艺术

世界当中的一个策源地，这个地方是一个时

尚性的场所，也因为这一点我们不仅开始了

年柏林墙倒塌，然后有苏联解体，新自由主

义的革命。而同时弗朗西斯浮山又提出历史

终结的概念，同一时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

艺术市场以及艺术教育又能够引发什么样的

变化，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就我最近20年认

识的学生来看，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70

年代，80年代，还有20世纪初发生的这些

事情更能够代表新媒体的演进或者当代性的

阐释。然后人们会考虑我们是否要放弃20世

纪的理论和概念，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历

史性的遗忘。似乎很多这种后现代的历史学

家在80年代的预测最后已然成真，人们开

始出现自我批判，思想家也提出批判性的思

想。

    

大卫·乔斯利特：现代性原来只是形

容一个现代或者最近存在的东西，而现在

变成了一种风格。这里我想给大家谈另外两

个比较复杂的事情。现代艺术同时还注重创

新及原创性，所以创作具有现代艺术特征的

作品就必须创作一个新的形式，或者是一种

新的媒体（媒介）。那么当代有什么意义？

当代能给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再

像过去认为原创性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核心

部分，当代性只是人们试图适应新的艺术世

界，我们不再向过去那样一直创新，我们看

到过去的历史一直被人们线性的理解，一个

事件接着另外一个事件发生。而当代能够让

我们在时间性方面有循环性的理解方式，在

整个世界中的不同地区，可以看到不同的进

步和发展，可以给不同的世界做一个排序。

帕梅拉·M·李：这个不仅是全球化的

问题，而是当代性也是反映了我们怎样对艺

术作品，以及艺术市场的发展和转变，还有

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艺术的回馈与反馈，

艺术与市场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存

在的，并主导着对话的方式和角度。在这本

书中我的目的就是要研究艺术本身作为全

球化的产物和一个方式。我们要分析与当代

完全线性并行前进的生产方式，艺术作品怎

么样创造，传播的形式，传播的模式如何转

变，通过分析90年代艺术家的发展，分析他

们如何一步步放大成为当今著名的全球当代

艺术家，这是案例分析的方式。

    

关于现代性和当代性相关关系的讨论，而且

引出了后现代的讨论，也就是说对于现代、

当代、后现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之下发生

了演进。

随着当代性的崛起，后现代发生怎样

的变化，我们要把当代性从历史角度进行观

察，进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具体是什

么意思？就是说现在这种迫切感，纪实性，

历史的时间性好像在这个后现代当中已经全

都消失了。    

    

大卫·乔斯利特：这让我们发现了各种

关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话题，什么是后现

代，我觉得需要重新思考，詹姆斯发明了一

个词汇，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可能涉及到

一种伪历史，或者假历史。为了现代演绎历

史，为了现代分析历史。当代一直试图把历

史带回到现代当中，通过不同方式，为了不

同，这就是后现代一直在做的。

现代艺术通常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

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还有由此带

来的新的生活，新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种

种这些都与欧洲社会80至90年代的发展联

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现代艺术，

或者是艺术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就缺失了

这一块的概念。但是在当代的语境下，如果

我们把所有时间等同来看，各种地域同时存

在，那么就给我们带来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视

角来直面全球化。

帕梅拉·M·李：当我们摒弃现代化和

后现代化概念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时

代化或者片断化。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我

们需要更加仔细的审视这个概念。就是在整

个历史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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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乔斯利特：我的这本书是《艺术

之后》，谈这本书之前我想谈一下帕梅拉书

内的内容，她关注的是如何全球化，全球化

的风格，全球化经济的历史时刻。我们不同

文化，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劳动分工，可能每

个分工区域的薪酬都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们

却可以控制不同地区的工人联合工作。其实

就是历史给我们展示出的是文化现实的一种

结构性。

帕梅拉·M·李：全球化是我们的创作

背景，作品其实不仅仅只是表达或者追随社

会生成的形式，而且在作品生成过程中内化

变成了一个新的过程，并且推动新的过程继

续向前。在一些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特定类别

当中大家可能听到一些词汇，比如说新解放

主义，那具体什么意思？艺术作品中怎么样

体现？这种方法是怎么样被艺术家运用？艺

术家其实在非常主动的用这些方法来进行创

作，而全球化其实不仅是一种风格，也是在

运用过程中的延续。

    

大卫·乔斯利特：其实说到这一点有一

个很好的例子，798艺术园区，其实就代表

了艺术如何变成非常有效的投资方式。因为

798周边地区实现了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

展的助力。我这本书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如何

作为一种力量实现并演进。在当下艺术让不

同媒介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博物馆和全球市

场。英国作家写了一本书，谈论了全球性的

企业中基本上各个元素及所需都可以外包，

但是品牌形象是无法实现外包的，那么在总

部不管是在北京，纽约还是在其他地方，总

部需要做的就是生产自己的形象，生产自己

的品牌，生产自己的企业，和生产自己的生

活方式。比如说谷歌的品牌形象很重要，但

是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几乎是同样重要的。我

们知道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解决主

义经济的代表，这些人的作品和过去美术作

品不同，它创造了一种形象，是一种新解放

主义的形象化，艺术创作的商业化反映出了

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只是这种力

量展示形式也许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也非常重要，而且

这个话题和这种数字化息息相关，不仅说数

字化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形式，表明了艺

术创作可以使用并改变的形式，媒体化进程

使我们的创作形式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

媒介。

帕梅拉·M·李：您刚才说到的一点，

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和新解放经济情况下

什么都是可以外包的，其实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其他的因素。我们一直在思考一点，作为

批评家，我们对于平面设计以及系统性的建

筑等都有所了解，而且我也需要对于企业结

构，沟通方式，传播模式及效应有所了解。

正是由于这些现实情况的出现，我们对于当

代艺术的思考也需要发生改变，对于当代艺

术不能从一个局限的枯井中看，也要考虑到

LOGO，营销、传播、阐释、融合等现实生

活中的因素。

    

大卫·乔斯利特：是，不断拓展当代艺

术思考的主题范围。早期在20世纪末至21

世纪初，艺术学家观看视觉艺术作品，研究

属于什么艺术形式，展示了什么样的风格。

而对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作品研究时就会发

现，作品有其自身的解读，需要有一种观看

的方法来观看不同的视觉图画，形成一个观

看网络，然后再来思考以何种形式作为一个

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我们怎样在传播的网格

连锁中看待这个图像，也就是说分析的时候

不能看成单独图像要看成网络图像。    

概念性的艺术和当代艺术是在60年代

末至70年代初在美欧出现，在我看来在70

年代出现的概念艺术，比较有意思的是艺术

作品和信息之间出现的互动关系，艺术作品

本身就是数据和信息本身，而不是一种独特

的图像形式。比如说概念图像会使用文本以

及图像，并不以图像的视觉化为主体，而是

更加注重审视文字内容和流通方式。皮特奥

斯本说过一点，我们可以把艺术看做为信息

的理论化合集。这就再次回到我们刚刚提到

的一点，艺术不仅只是一种代表，不是任何

事物的次生品，而是说艺术是全球化生产方

式的体现，艺术成为了全球的形象生产，并

且艺术作品给了我们一种信息的理论。在这

些概念性艺术作品当中，我们可以跟进社会

的流通方式，而且使用这种图像，用归档的

方式来创造艺术和信息，而且这种艺术作品

可以跟我们展示沟通的形式，还有图像多维

度的意义，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方式，告

诉我们这种数据在世界各地的流通方式。

帕梅拉·M·李：在当下物品分析其实

是一种宏观化的分析方法，艺术作品在生

态环境中进行流通，同时艺术作品中的信息

性，其实是一种可读性的内容，有一种透明

性，艺术作品包含的信息可能会对观众产生

影响，相对于自己本身存在沟通环境也会产

生同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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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70年代出现的概念艺
术，比较有意思的是艺术作品和信息
之间出现的互动关系，艺术作品本身
就是数据和信息本身，而不是一种独
特的图像形式。比如说概念图像会使
用文本以及图像，并不以图像的视觉
化为主体，而是更加注重审视文字内
容和流通方式。皮特奥斯本说过一
点，我们可以把艺术看做为信息的理
论化合集。这就再次回到我们刚刚提
到的一点，艺术不仅只是一种代表，
不是任何事物的次生品，而是说艺术
是全球化生产方式的体现，艺术成为
了全球的形象生产，并且艺术作品给
了我们一种信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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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一下当代对于时间的一个推

测，比如说谈到当代，我们需要接受一个观

点，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与时间相关

的，在一个共同空间存在的人，也会有异步

性，会有存在的距离感，而这样的视角能让

他们更好的看待和分析我们当下的时刻，而

不是单线的思考怎么游戏，怎么生活。

    

大卫·乔斯利特：全球化语境下，我

们看到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文化，类似的

文化，但是总有某些部分是存在于同一概念

的时间之外，从历史的角度这就会是一个断

裂于统一之外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发邮件，可以用微信，

可以马上得到回复。然后我们做金融，做贸

易，这些方式都是以毫秒单位来进行的，这

在我们过去都是完全没有听过的，还有我们

现在旅行的方式，交通方式，获取信息的方

式都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当代是非常平

面的概念，包括很多与时间相关的体验。这

样能够让我们从非常小的不同差异当中提取

出一些抽象的概念和价值。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作品的时间。

这是研究物理美国学者做的，此人与爱因斯

坦曾经一起合作过，然后也研究怎么样把时

间统一，还有通过解决时间的问题来推动

当代物理的工作。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当中

看到时钟的观念，感觉有一个时钟一直在转

动，不管你在哪里。这给我们展示了在工业

化的时代里，所有时间与生产是联系在一起

的，不像我们之前所讲的自然发生，里面的

媒介转换是非常快速的，对于时间的截断以

及与时间无限的接近平行，这与时钟的时间

性是不同的，所以展示了不同的时间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时间不同的理解，数

字化的，机械化的或者其他的。

帕梅拉·M·李：对于时间的这种表达

可能是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有时钟有指针，给了时间一种形式，也给了

我们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时

间，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但是他也是

让我们意识到现在我们有另外一种技术存

在，工业化就依赖这种时间的技术发展，工

业化的时间性。

    

大卫·乔斯利特：还有一个作品非常

有意思，就是展现了历史的统一。其实是

说只有在工业生产和火车运行的过程中时间

才得到了统一，因为我们很难统一和协调不

同地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说时间是一种

事实，它把不同地区的国际需求联系在一起

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容而是形式。非常奇怪的一点，她使用这种

时间和别人不一样，是双屏的作品，而且基

本上进行的是实时讨论，有一点像演讲，有

一种教学性质在里面。朗读资本论这个作品

是在双年展中心地带进行的。如果你在整个

展示期间听它朗读一个作品，它和这个24小

时展示时钟给人感觉不一样。第一个时间是

连续完整的概念，马克思的资本论朗读让我

们看到的是一个部分，我们离开以后这一部

分也是我们无法目睹的一点。我们也知道马

克思资本论反映了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且资

本论有很多抽象之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

基础上提出的。这件作品提出了长期完整性

和观看短期性之间的思考。    

帕梅拉·M·李：我所观察到的是，他

和朱莉安的作品有相反之处，作品产生于

2010年叫做《艺术是当前》。她所表达的

就是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展示的重要场所。对

于艺术作品，对于历史的活动，甚至对于游

客来讲都有这样的性质，而且也有娱乐性质

在里面。比如说穿着红色的裙子在美术馆中

间坐着，周围都是一片空旷的场地，这个感

觉有一点像拳击场，你可以选择坐在这个艺

术家对面，这就是一种相遇，所体现出来的

作品就是当前性，实时性。不管是说这个艺

术家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明星艺术家，

都体现出了实时性，我看到的一点就是在这

个作品周围所展示出来的人性描绘的美学

性。她有一种明星光环，而且周围为了看这

个作家，你要排着长长的队伍，就好象是看

一个歌星演唱会一样排起长龙的队伍，还是

你站作台上远远看着这个艺术家。

在一定程度上，这就让博物馆成为娱

乐至上的场所，另外一方面引发了我们对

于当代性，现代感的理解，也就是说艺术家

本身就坐在你的对面，就好象是大卫·乔斯

利特坐在我的对面，给人一种纪实感，这种

感觉和行为表现对我们引发了当下的思考，

你距离这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本人这么近，

而且想想这个杰出女性艺术家这么有名有这

么大的影响力，你就坐在她的对面给了一种

纪实感，引发你对当代性进行思考。而在另

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坐在艺术家对面有很多

人在那边自拍，合影，而在当代通讯工具辅

助下，对这件艺术作品进行沟通在观看和推

广，这就形成作品本身流通形式和影响范

围，就拓展到了博物馆，或者说是美术馆之

外。

    

大卫·乔斯利特：如果我们在这边讨论

的关于当代性的描述是我们对时间的梳理，

我主要想谈三个时间的范围，刚刚提到了一

个绝对的没有媒介的时间，这就有一点像时

钟。这是实时发生的，艺术家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在展会期间从头到尾在那个地方，能

够保证真实的时间。但是在展厅楼上又有一

种比较具有争议的形式，比如说以前的作

品，有不少人重现她以前做的作品，所以这

是对于时间重复性的表现，就是从过去带到

现在，体现出当代性。另外在这个作品展示

期间不仅有大量人来观光驻足，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清楚，其实周围有很多闪光灯，所

以是有媒介展示的，有工具记录的。这个作

品在网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后人们留

下很多留言说这个人让我感动的落泪等等。

那么就形成了对于当代性的一种连续感或者

说她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实时性的整体感，加

上传播感，重现性。（未完待续）

时钟，这个是现实的时间。然后这个作品一

直反映了这个场景内这些人的时间。我们可

以回到当代时间性的问题，一方面其实是一

个连续的时钟就像你手机上的时钟一样，但

是另外一方面也代表着一种非连续性，一种

蒙太奇的不同的科幻的世界，就是从一个片

段到另外一个片段。因为是沿着时间的，而

不是跟随着一个角色，所以人们可以看到非

常奇怪的非叙述性的时间，看到这个时间怎

么样被打破，打碎，然后我们怎么样又从一

种非常连续的线性时间观来追溯这些作品，

所以这也是一种时间的形式，被人们庆祝，

然后被人们打破。

刚刚提到当代性和数码是有关的，但

是展示方式不同。她提到了全天候的展示方

式。现实是人们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越来越

多时间花在网上，不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在我们生活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很多人都

会选择在网上观看艺术作品，之后才决定去

不去现场观看展览。我想这极大的改变了艺

术方式，有些艺术作品也把自己定义为后网

络的艺术家。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当代

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品到底是数

码化的形式，还是实物化的形式，还是介于

两者之间的形式，应该怎么样展示？

帕梅拉·M·李：其实现在我们距离钟

表这个作品有很长时间了，我们现在讨论的

就是时间还有历史性。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历

史的不同版本。对于很多人来讲，大家刚刚

看到的图像是来自于JULIEN的作品，引起

了很大争议。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行为艺术，

展示的是朗读的过程，在威尼斯双年展期间

进行的。艺术界很多人觉得非常吃惊，为什

么会有人在这个时代使用马克思作为素材而

且放在了剧场当中，还没有展示就提出了批

评。在当前政治环境当中重提马克思主义，

这种做法有很多争议，因为它让双年展出现

了政治化的倾向。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作品

的，这主要是其以图像展示了历史的形式，

并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平台上来展示

马克思主义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

间。我们每次看大型展览的时候，艺术作品

看太多，观看就会变得走马观花。结果在很

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那么多足够时间和空间

来思考每一幅作品和最后布展的空间，这一

点在政治和美学之间的关系很明显。

    大卫·乔斯利特：我在此谈的不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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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怎么样？这个很难想象。但是在很多的地

区，有一些农业为本的地区和国家很难把时

间统一在一起。还有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工业

化的劳动分工。比如说你每天要工作一定的

时间，这个是与季节，或者是与日照的规律

是相关的，我觉得现在可以回到最初，把时

间作为一个创新的东西，一个发明来看待，

现代社会的电子化，数字化，把时间变成了

一种多元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旅行的时候，

我在纽约，然后我收到某人的邮件。我们现

在可以把不同地区的不同时间很好的融合在

一起，不仅仅是像过去仅仅停留在一个时间

地区。

帕梅拉·M·李：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作品是Christian   Marclay的《时钟》，她

展示了24个小时，在纽约，伦敦，旧金山很

多美术馆和博物馆展览时24小时开放，然后

举办了很多博物馆之内的聚会和活动让人们

一起讨论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当中，建立了

很多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时钟，通过这种电

影还有很多当代的媒介，收集了很多影像和

图像把它泛化和社会化，人们看到时钟本身

也在泛化。

    

大卫·乔斯利特：这个作品24小时通

宵展览，基本上一直可以看到屏幕上有一个

1.                                         

海洋/Atlas  摄影 

蒂亚戈·罗卡·皮塔  2014

2.                                         

王劲松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