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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给我提的问题是艺术批评的主题，从传播，从我所熟悉的传播学，

知识形态取决于传播的更新，也就是传播也在极具的改变我们的构成方式。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是从艺术学角度，可能从传播学角度提出一

个看法，传播学有一个理论叫框架理论，这个框架理论讨论新闻的真实性，

其实取决于撰写新闻时若干个规定，在新闻学专业里面，所有从事新闻的人

要知道5个W，和所有硬新闻的标准，这是一个真实效果的一种框架，它究

竟是不是真实？这是一个问题，于是我就想起了艺术批评本身，我一直在想

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通过关键字的检索和统计，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生

活丰富复杂，生活包含很多艺术批评的语言，最后归结为若干个关键的词组

和组合。一旦我们做了这种归纳以后，问题就出现了，所有进入这个行业的

人，你就意味着要掌握这些关键性的词组、句法，你就写出接受者是属于艺

术批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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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写作本身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写作阶层和阅读阶层的关系，因为不仅是中

国，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发现，真正阅读艺术的

阶层，很多时候和写作阶层重合。我想每个批评

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为画家撰写评论的

时候，其实一半以上的画家也没兴趣看，或者说

只有被写的人看，其他人也不会去看，这就说明

艺术批评从框架理论的角度。一旦我们通过这样

的一种统计方式来对艺术批评语言进行归纳的

话，这种做法将会很危险，危险的意思就是说它

是不是会取消我们艺术批评的合理性，或者这种

方法会提醒我们这个艺术批评本身存在的合法

性，需不需要检讨，于是我们就对艺术的真实问

题产生了极度的怀疑，我们不得不探讨艺术性的

合法问题，这个合法问题非常重要。以往的学者

都在研究这个真实人物可能的真实细节，拼凑他

的传记，以及不顾时空和作家写作立场的差别，

鲁虹告诉说能不能转变这种方向，一旦有了转

变，问题就改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播学问

题，在传播学中我们讨论传播现象的时候，我们

不得不考虑传播框架。如果我们都感觉到我们危

机的话，也许批评作为学科的可能性，有没有可

能建立。

今天早上我还讲，从传播学中可以对它做一

个简洁的处理，你处理越干净、模式越清晰，它可能忽略到了一些细节，然

后我们的研究及批评本身就会受到质疑，我今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大

家对此感兴趣。

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问题，包括微博的问题都在研讨当中，像博

客时代，没有人寓言到微博，在艺术领域，这个是不是也存在？我想也是

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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