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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新冠疫情的突袭从

全球范围内改变了社会文化生产、展示、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基

于这样的背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动更新观念与思路，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主办“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与思想建构”

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 20 位

来自国内外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学者针对当代艺术书写的方

式、价值尺度、文化立场，以及当代艺术史所涉猎的范畴与具体

的内容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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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2020 is a special year, with COVID-19 

changing the methods of socio-cultural creation, displaying, disseminating 

and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ccording to this background,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has renewed the concepts and held “Symposium on the 

Writing and Thought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This 

symposium, with the form of online + offline, has invited 20 art critics and 

scholars to discuss on the writing method, value and cultural standpoint of 

contemporar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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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与思想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
Symposium on the Writing and Thought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邵笔柳　Shao Biliu

2020 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新冠

疫情的突袭从全球范围内改变了社会文化生

产、展示、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基于这样的

背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动更新观念与

思路，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主办“中国当

代艺术史的书写与思想建构”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

20 位来自国内外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

学者针对当代艺术书写的方式、价值尺度、

文化立场，以及当代艺术史所涉猎的范畴与

具体的内容展开讨论。

一、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困境与问题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关于当代艺

术史的写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

当代艺术能不能进入艺术史叙述？什么样的

当代艺术对象可以被写入艺术史？有着怎样

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应该运用怎样的方

法来进行书写等。的确，发展至今的中国当

代艺术史写作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

过去的线性叙述方式以及二元对立的话语逻

辑已经逐渐失效，当代艺术的多元化与去边

界化使得艺术史写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

境与挑战。面对这样的写作现状，与会嘉宾

分别从自己的写作经验与研究角度进行了深

入的学术讨论。

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名潞在题

为《中国当代艺术写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中认为，目前西方关于当代性理论的讨论主

要概括为两个方面：“思辨时间”和“地缘

时间”。思辨的时间性注重线性逻辑叙述，

在时间地推动下书写各种主义、流派和观念

等。地缘时间则不把时间作为本体，而建立

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之上。但是这两种写

作方式都无法解释中国当代艺术史，而高教

授尝试用“文化时间”概念去概括另外一种

“另类”，一种相对超越的文化性和时间性，

找到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叙述逻辑。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困境，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教授分列出关

于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 7个难点，分别是：

历史政治事件作为艺术史叙事的合理性与矛

盾；个体叙事与历史的选择性；个体立场与

集体无意识的矛盾；政治叙事与艺术叙事的

矛盾；历史的前卫写作与意识形态羁绊的矛

盾；西方参照与中国经验的保守化的矛盾；

官方叙事与民间（个体）叙事的未来历史之

争。他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史写作虽然有了

几代人的筚路褴褛的写作，但依然步履踉跄，

并未揭示出一个可歌可泣、可悲可欢的当代

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言说。

四川美术学院视觉艺术中心教师王建玉

的发言以《“中国 1980 年代美术批判”写

作之后的几个问题》为题，提出将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落脚在对此

一时代的美术批评文本的整理与研究上，从

观念与思想所呈现的语言文字中发现或者再

认识中国当代美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宁佳认

为，就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而言，叙述需要勇

气和立场，还有必要的历史距离和客观态度。

所以，当代史的书写应该是一种问题的呈现，

意味着研究和书写不仅仅是个体写作者经验

的一种理解，也是表达世界观的一种形式。

从它反观现实，并与艺术实践、艺术批评同

步；在现实的语境下梳理迷雾，用历史的价

值来回证当下。

二、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的观念与方法

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整体的历史观对其逻辑框架与叙述方式的构

建有着重要影响，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树立构

成当代艺术史写作的关键。中国美术学院教

授孙振华由“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雕塑史？”

这一现象引发出观念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他

认为，观念先于历史，即艺术史是观念的产

物，它是由某种特定的知识形态和话语结构

所建构出来的，任何艺术史的写作都是对历

史的想象和再创造。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吕澎的发言题目为

《艺术史：历史观与方法》，他认为历史观

决定艺术史观，是作为书写的前提存在。历

史观还要解决问题，同时决定我们对问题的

判断、决定历史写作的体例、决定价值判断

等。而在方法论上，吕澎教授则提出了中国

艺术史的上下文分析，情境的变化与语境结

构的关系，当代艺术的形式分析等具体手段。

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四川美术

学院鲁虹教授作为当代艺术史写作的实践

者，在会上结合最新著作《中国当代艺术史

2000—2020》分享了其著作结构安排的立

意，即：首先为什么在第一章《全新文化情

境的出现》中要简介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 8

个情境因素；其次为什么将《“再中国化”

的历史趋势》作为本书的重点，并如何围绕

这一点谈了“新兴媒介的轰动”与“传统媒

介的再繁荣”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其中

不仅涉及到了 4 个方面的问题，如：1. 对老

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借鉴；2. 对新传统文化

资源的智慧性转换；3. 积极介入现实的努

力；4. 对高新技术的运用和开发，还具体评

介了相关作品与创作现象。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教授的

发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范式与艺术史

逻辑》为题，首先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意义

生效的逻辑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对应不

同的艺术史书写叙事话语。例如，1978 年

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范式主要以民

间和官方、前卫和保守、边缘和主流、精英

和大众的逻辑展开，而在 1990 年代，本土

化和全球化、中国身份和后殖民等构成了另

一种叙事逻辑。同时，当中国当代艺术面临

新的价值模式与意义生产时，何桂彦教授讨

论了价值判断、方法论的变化以及艺术个案

研究等与中国当代艺术写作相关的问题。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邹建林的发言以“作

品”为核心，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需

要更新对艺术家、艺术作品所承担角色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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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发言借鉴了比格尔对前卫艺术作品范畴

的论述具同时作出修正，认为当代艺术作品

是事件性和媒介性的统一，两个方面不能偏

废。

《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的发言题目为

《前卫：一个术语的历史》。他认为，自发

的前卫艺术的“历史”很长，但自觉的、作

为一个术语的“前卫”概念却为时很短。从

全球来看，“前卫”业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

整的理论，以及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叙事。

发言将西方关于前卫理论的历史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艺术实践、艺术评论研究联

系在一起，并讨论了如何通过前卫理论建构

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叙事。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尹丹

的发言题为《有关当代绘画的一种结构主义

视角：完成性与过程性的纠葛》，试图以完

成性与过程性的二元对立叙事方式对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史进行归纳。四川美

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青年教师王鹏杰作为艺

术创作者，认为常规的艺术史写作不能满足

当代艺术研究的需要，真正能够匹配当代艺

术发展节奏、保持思想活力的艺术史写作必

然应以创作实践为核心问题意识。

三、以个案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写

作

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既需要树立正确

宏大的历史观、构建整体的叙述逻辑与构架，

同时也离不开立足于微观的个案研究。事实

上，在单一的线性历史叙述体例式微的情况

下，真实而鲜活的个案研究为中国当代艺术

史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通过个案

的研究方式，使历史真实更具真实性，同时

也可以反映出当代艺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在题为《案例的

见证—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历史书写》的

发言中提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语境是典

型混现代状态，其前现代、现代、后现代、

疫情后后现代相互混杂、混合和混搭，没有

呈现出历史方向与历史逻辑。因此，中国当

代艺术的书写只有个人史，没有艺术史，或

者说只有案例史。案例的作用在于：呈现中

国当代艺术家的个人创造力及其成果，从而

具有见证现实的历史意义，为未来美术史书

写，提供具有档案纪录、考据考证价值的真

实文本。书写方法即为见证的现实主义与档

案的历史主义。

同时，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以其策划的

展览为案例，讨论了当代艺术史写作的另一

种思考方式。在题为《门与桥：以展览的方

式陈述当代艺术与在地性的关系》的发言中，

他提出展览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同时也是

一种思考与写作的方式，更是一种链接艺术

作品与它被呈现的空间以及文化场域之间的

手段。我们试图通过展览使当代艺术与人更

具有可交流性，门与桥或许就是最好的隐喻

与途径。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教授同

样以 21 世纪之初的广州三年展为例探讨迈

入国际化路途的中国双三年展的意图和背后

的艺术史观。他认为，如若历史地看，广州

三年展的前三届所探讨的话题正好构成对于

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境遇的不同思考，尽管

后两届的参展艺术家不仅限于中国。这些思

考最直接的背景就是 1993 年以来，中国当

代艺术家在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平台的频频

出场，以及被选择的取向与境地。当时的中

国当代艺术家因为能够进入重要的国际平台

而兴奋，但同时对被解读、被选择的方式提

出了反思。这种反思不仅仅指向艺术家本身，

也包括来自批评和策展领域的回应。这些区

别于西方中心的当代艺术解读方式对于整个

艺术史建构的意义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教师沙鑫分享了其策

划“川渝少数民族题材版画展览”的策展经

验，认为作为事件存在的美术史同样是构成

当代艺术史书写的重要部分。四川美术学院

青年教师李庚坤发言题目为《从“军事科技”

到“新潮美术”：20 世纪 80 年代系统科学

跨学科传播与科学主义批评》，他认为系统

科学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反映论”相

悖的认识论，被人们应用到艺术批评领域之

中，引发了美术界关于艺术“本体论”的探

索，与当时的“新潮美术”实践形成了呼应。

在某种意义上说，系统科学方法的引入代表

了中国艺术批评向现代化范式转变的一种尝

试。

四、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

新世纪以来，当代艺术正经历着从欧美

中心主义走向泛中心化与多元的地缘文化，

非西方话语的共同参与使得全球化的问题更

加突出。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从地域性走向

全球性的动态过程，亦从规则的追随者逐渐

走向规则的制定者。因此，全球化的语境与

视野是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不可忽略的

重要命题。

纽约市立大学理工学院艺术史教授钱

志坚在题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视角：

全球在地性与互有文化性》的发言中提出，

中国当代艺术是多元的全球当代艺术的一部

分，有其独特的全球在地性。趋向全球化的

视野和跨文化的实践，导致中国当代艺术中

逐渐呈现出前所未见的互有文化性。与此同

时，中国当代艺术又以它的全球在地性和互

有文化性贡献于全球当代艺术正在发生的界

定性发展和变化。

《艺术当代》副主编吴蔚女士认为，在

全球化视野下，艺术史包含了一套极为多元

的实践和论述，其研究对象、理论话语和写

作方法都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通过协作研究、

行动主义、媒体技术、公共教育等方式，我

们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审视和判断中国的视觉

资源和艺术遗产。艺术史既不能否认其自身

的文化传统与知识谱系，也不能与特定历史

时期的社会状况脱离，中国当代艺术必须回

应我们自身的历史语境与当下现实，艺术史

的独立分析与比较研究亦迫在眉睫。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冯

大庆发言题目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中国

性”话语建构》，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从学

习、模仿西方当代艺术开始，开启自己的创

作探索，在“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艺术

交往中，不断寻找着自身定位。“中国性”

正是在中国当代艺术面对他者选择和评判的

语境下试图建立起的主体性阐述。

草·色

展览时间：2021 年 4 月 24 日—6 月 20 日

展览地点：龙美术馆（西岸馆）（中国，上海）

策展人：朱朱

何多苓大型个展“草·色”汇集了何多苓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品 70 余件（套）及各类文献，意在呈

现艺术家于漫长的时间跨度之中的独特脉络和阶段性变化。草的意象贯穿于他 40余年的创作，也为读者提供了

一条理解他绘制的丰饶色相的线索。 

何多苓以杰出的抒情能力和语言技巧为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绘画艺术开启了新的维度。在此后观念迭出

的当代艺术进程之中，他旁观一切潮流，始终致力于完善个体的生命体验表达，不断地将音乐、诗歌、建筑及其

它领域的认知融汇于自身的绘画。近年来他更多地借助自然和历史记忆的广角镜，诠释现实的变迁与时间的循环。

2021 艺术北京

展览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5 月 3 日

展览地点：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北京）

本届艺术北京延续了当代艺术、经典艺术、影像北京、设计艺术、公共艺术 5大板块，扎根于本土，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的团队又携手潮流，以更为丰富的视角和方向，为北京乃至中国的艺术带来更多活力。当“内卷”被人们

视为隐忧时，艺术北京却饱含憧憬与希望，这或许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让人们放缓“向外张望”的脚步，更

加关注发生在本土的、代际更迭下的发展，理想之下，务实是艺术北京更为确信的方向。

环形撞击：录像二十一

展览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7 月 11 日

展览地点： OCAT 上海馆

策展人：戴卓群

展览主办：OCAT 上海馆

展览协办：华侨城（上海）置地有限公司

“环形撞击：录像二十一”展览截取 2000 年以来的中国录像艺术样本，邀请到 21位长期以录像为创作媒介的

艺术家，内容涵盖自 21世纪初至今，恰迈入 21年的时间跨度。本次展览为策展人近年来有关于中国录像艺术

发展进程的的又一项积极举措。从 2019 年秋季的大型群展“自由棱镜，录像的浪潮”，到 2021 年春天的“环

形撞击：录像二十一”，这项具有延续性质的策展实践，对录像艺术的关注，始终聚焦于屏幕之内，围绕着媒介

的内容，而非媒介本身。结合录像艺术在中国大陆起步和发展的特殊时代背景，在前卫和新潮艺术群起的波澜中，

录像艺术应时而生地充当了新时期中国社会最前沿意识与观念启蒙的媒介剂，记录和映照下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

精神境况以及思想情感纷纭变幻中的大千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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