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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学院学报《当代美术家》杂志约我写一篇“写给未来艺术史的

一封信”的文章，按我的理解，“如何看待和认识未来的艺术史”虽然话题

有点大，也有点空，但还是可以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以为，未来的艺术史肯定比现有的艺术史会更好！理由是，我们过去

和今天，包括明天所做出的大量探索与实践，为未来做出了大量的铺垫和积

累。也许我们还不知道未来有多久，但未来的艺术史一定是在一个夯实的地

基上架构起新的篇章，一定会有一个系列的跨越。甚至，对我们今天的艺术

史写作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核心是未来的艺术

史应该如何书写。

我清楚记得，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

就有一个构想——为学生们编写一部教科书，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介绍欧洲

和美国的艺术，而且包括全球各地的艺术。到了1926年，布雷斯与其合伙人

帮助加德纳实现了他的这一构想，即出版了《世界艺术史》。在过去的90多

年来，随着新内容的不断扩充，从对A型发动机汽车的介绍，到后来的电脑

革命，直到走过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加德纳的这部《世界艺术史》成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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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多、流传最广的英文艺术史书籍。我想说的

是，200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加德纳世

界艺术史》，已经写到21世纪，也就是说，作者

的视角已触及当下。

如何理解、认识并书写未来艺术史，确实

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认真

而扎实的工作，未来才会更好。另外，涉及当代

艺术史的写作问题很多，甚至很多人都对书写当

代艺术史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其实，核心的问

题就是什么是永久的艺术，什么是短暂的流行或

时尚艺术，这一点也成为艺术史写作难以把握的

标准。那么“未来”自然就是一个更加缥缈的问

题。但是，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上看，历史不是

过去的，而是现在的和正在发生的。当我们回过

头去重新研究艺术史并发现许多记载常常是重复

同样的材料而缺少思想和立场的时候，我们就会

猛然发现，面对当代艺术史和书写当代艺术史，

是一件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如果对其无法把

握，那么与未来的链接就会在此断裂。

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面对的是当代中

国——它是一种面对这个当代史自觉的文化策

略。尤其未来的艺术史家，需要的不仅是精神和

勇气，还有来自深思之后的执著。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不会将艺术与历史联

系在一起，不会将艺术与历史相提并论。从传统的

角度上说，当代人书写当代史，不仅有相当的难

度，而且还要冒之风险；追其究竟，时间距离过

近，是一种“近距离”甚至“零距离”的限制。

未来的史学家解释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

应该比我们看的更清晰，很多问题更有说服力。

关于未来艺术史的书写，法国年鉴学派曾告诉我

们：“最好别去接触20年之内的历史。”科林伍

德也一再提醒人们：“当代历史是作者感到困

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还因为他们

知道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化。”我想，在信息化

时代的今天，这些已经不再是一种困惑，如何判

断与选择，才是书写当代艺术史以及未来艺术史

的重要因素。

因为，历史不是过去的，历史是现在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艺术史，正是今天的延伸。

一部艺术史，是不断重新选择和不断重新梳

理的历史，如果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看待历史，

无论当代艺术史还是未来艺术史，都是人类梳理、

研究和创造的结果，其实，艺术史就是一个不断提

出问题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当代

史，是当代人思想的体现。未来依然如此。

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吗？是中国封建时代思

想的禁锢而为当朝者忌讳。如今，尽管这些封建

王朝的“潜规则”已经消失，但一些残余依然存

在。当代人写当代史，是人们在生活中需要沟通

与所处时代生活环境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对身

边或远处事物的了解来重新认识自己，以及当代

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

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提出新的解释。换句

话说，历史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今

天，艺术史的书写不断瞄准当代，是对正在发生

的事件的研究与选择。那么，未来艺术史的书

写，同样离不开这条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关

注过去并直面当代，就是更好的书写未来。

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是一个紧密相连

的整体。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没必要对未来恐

慌，也不要失去信心。未来，在不断的发展和变

化中，为我们、也为后人的艺术史写作提供了一

个巨大的空间，历史的价值在于不断去研究和完

善。我相信，今天的艺术史写作，当然是后人的

收集和整理，评价和选择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有可

能成为未来的一笔财富。

未来的艺术史书写，最能激发未来历史学家历史感的实践，建立这样的

心态，在心中自然就有了历史感。历史的本质是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史

学家的任务是做出判断而不是记录。所以我认为，当代艺术史，就是要呈现

一种断裂中的历史延伸。

当代能否进入历史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它的狠心不是对写作方法论

的讨论，而是思想、立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在书写当代艺术史的进程中非

常重要。尤其是，对当代艺术的任何解释，都是对历史研究和方法论提出的

挑战。也就是说，史学家不仅需要收集广泛的素材，还需要分析、研究并确

立标准。

在我看来，面对当代艺术史，我们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并具备怎样的理解

力和判断力同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读者能够

在有限的阅读中了解和认识已经发生了的一切。因此，面对或思考未来的艺

术史写作，我们必须要敢于面对今天的艺术史，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在

断裂和断代中，去链接历史。

#1  白屁股  布面油画  谢南星

#2  兔子的飞毯  布面油画  何多苓

#1

#2

Special Topics
CONTEMPORARY ART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