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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卮言

一次与一群人讨论中国艺

术发展方向的问题，国内一批

批评家、策展人承认批评中国

“当代艺术”具有模仿性且方向

不妥，“但有什么办法？我们又

没有话语权。”“我们又不是大

国！”这话让我一楞！

弄艺术还有话语权？话语

权者，说话的权利也。自己想

说话，也能说话，这叫有话语

权；别人给你说话的

权 利 ，这 叫 有 话 语

权 ；说 话 管 用 ，能 呼

风唤雨，这也叫有话

语权。

今 天 的 艺 术 界

是 个 名 利 场 。 即 使

不 是 所 有 的 艺 术 家

都在争名逐利，但确

实 有 相 当 比 例 的 艺

术 家 是 如 此 。 如 果

艺 术 成 为 追 名 逐 利

的工具，那让其成名

的确掌握在能给你条

件的别人手上：策展

人和评委、画廊老板、

权威评论家、博物馆

负责人手上……策展

人让你参展，评委让

你获奖，博物馆收藏

你的作品，评论家让

你的艺术有意义，最

后，画廊或拍卖行卖

你的作品，收藏家的

钱 让 你 的 艺 术 最 终

获 利 。 也 许 有 艺 术

家会说，那是因为我

的 艺 术 本 身 好 。 可

能 是 ，但 也 不 一 定 。

这种转换的关键就在话语权。

例 如 要 把 几 无 价 值 的 纸 片 变

成 有 价 值 乃 至 极 有 价 值 的 纸

币，话语权就掌握在具有行政

和 财 政 实 力 的 政 府 和 银 行 身

上 。 政 府 与 银 行 说 这 张 纸 值

多少就值多少。“当代艺术”之

所以形成气候，就在于上述策

展人、评论家、博物馆、拍卖行

及基金会，构成一个具有强大

势 力 和 话 语 权 的 话 语 集 团 。

他们可以让虚无变成实有，把

垃圾变成艺术。在这之中，有

些“他们”颠覆了审美的常例，

也破坏了艺术的规则，把艺术

变成了非艺术。在这种超强势

力话语权的掌控下，一些艺术或

臣服或被颠覆。试想一下我们

今天的“当代艺术”与西方“当代

艺术”，从观念到样式的极端相

似。想想今天中国“当代艺术”

卖出的天价，就可以知道这个势

力集团何其强大，也可以明白我

的那位对话者，何以要如此看重

西方话语权的原因。

由于这个话语权的存在，

也由于这个话语权的基础是名

利，愿意因名利而服从其权威

的当然得听从其指令，再加上

话语权的指令似乎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性质，故听从指令

的全世界的艺术家，

也 就 如 接 订 单 而 生

产的厂家一样，生产

出能“与世界接轨”，

亦如按统一标准生产

的 产 品 。 全 世 界 的

“ 当 代 艺 术 ”大 同 小

异，你很难区分出艺

术家们的国家、民族

与个性，这从世界各

地 的“ 双 年 展 ”上 反

映得特别明显。

然而，艺术不应

该 是 这 样 。 艺 术 本

应 是 个 人 对 现 实 体

验 的 独 特 表 现 与 传

达 。 古 人 云 ，“ 诗 言

志”，在心为志，发言

为诗，情动于中而行

于 言 。 此 志 为 我 之

志 ，此 情 为 己 之 情 。

唐人张璪有“中得心

源 ”之 名 句 ，这 当 然

也 是 艺 术 家 自 己 的

“ 心 源”，而 非 有“ 话

语 权”者 之“ 心 源”。

石 涛 也 说 ，“ 我 之 为

我 ，自 有 我 在 ”。 如

果 说 艺 术 创 作 真 有

话语权的话，那么，这个话语权

也仅仅在艺术家自己的手上。

中外历史上伟大的文艺家们，

哪个不是有着刻骨铭心的来自

生活的感受与激情需要表达，

才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屈原、

李白、杜甫、曹雪芹是如此，唐

寅 、傅 山 、石 涛 、八 大 也 是 如

此 。 他 们 服 从 的 仅 仅 是 自 己

的 心 灵 。 伟 大 艺 术 的 创 造 主

要与自我心性的传达相关，而

不 与 追 名 逐 利 的 追 求 相 涉 。

尽 管 不 是 所 有 的 艺 术 家 都 该

寂寞清贫，但为名利创作听命

于 人 的 艺 术 家 难 以 伟 大 却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 艺 术 能 换 钱 也

不错，但那是艺术创造的副产

品 ，不 是 艺 术 创 造 本 来 的 目

的。路，不该走错。

艺
术
中
的
话
语
权

王

林

作品选登

大学的艺术教育需要反省
郑晓华

2011北京新媒体艺术年展开幕

消息树

本报讯 近日，在北京保利

春季拍卖会上，由北京保利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和江苏省文化艺术

发展基金会选送的 20 幅油画作品

悉数成交，总成交额达到 369.2 万

元。这是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探索

将“展览推人才”与“市场推人才”

相结合、试行市场运作取得的阶

段性成功。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省

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江苏

省文联主办的中国百家金陵画

展创办于 2005 年，为了扩大画展

影响力，使更多的优秀人才、作品

脱颖而出，画展组委会从 2010 年

起委托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基

金 会 对 画 展 入 选 作 品 进 行收藏

和市场运作。 （春 清）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6 月

18 日，“2011 北京新媒体艺术年

展”在宋庄美术馆开幕。该展分

为“展览”“论坛”“讲座”“多媒体

舞台表演”“新媒体艺术工作坊”5

个单元，展出作品 200 余件。

据展览主办方数字艺术中国

总策划王泊乔介绍，该年展由宋

庄美术馆馆长栗宪庭作为学术

主持，并邀请了活跃在中国的新

媒体艺术策展人以及多家国际

知名新媒体艺术机构的重要策

展人分别策划了 10 个不同方向

的展览，以对年展主题“ 虚实同

源”进行探索。参展艺术家来自

世界各地，艺术作品涉及新媒体

艺术各个领域，如生物艺术、数

字虚拟艺术、数码动画、实验影

像、多媒体表演等。展览截止到

8 月底。

今日美术馆推出“HBOX”影像展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由爱

马仕企业基金会发起的“HBOX”

影像展近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

办，展出由克利夫·埃文斯、曹斐、

南华妍、汪建伟等艺术家近年创

作的 8 部影像作品。

“HBOX”艺术项目由爱马仕

集团于 2006 年发起，每年为 4 位

艺术家提供资金用以创作单频

道视频作品，并将这些作品在一

个可完全拆解及重装的流动放

映室内播放，每年轮流替换更新

的作品于全世界巡回展出。目

前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已

经为该项目制作完成了 21 部影

像作品。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探索市场运作

本报讯 6 月 18 日，“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中国长

城书画家协会成立暨全国首届长

城杯书画展”在全国政协礼堂开

幕。展览汇集了 130 多幅书画精

品，以书画的形式歌颂党的光辉历

史和丰功伟绩，激发观众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奋发有

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据中国

长城书画家协会会长、武警原司令

员吴双战介绍，本次大展得到了党

政军界许多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

同志和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家的

高度重视，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企业

的大力支持，120 多名书画界人士

主动提供了墨宝。中国长城书画

家协会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

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文

化机构，宗旨是“弘扬传统国粹、构

建和谐社会”，为老将军、老领导提

供一个展示才华、展览艺术和创作

研究的平台。 （怀 远）

全国首届长城杯书画展在京举行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超

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经济实

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艺术

院校的高等艺术教育怎么样适合

国家的发展需要、怎么样给自己

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怎么样为

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确实是一

个亟须探讨的问题。

大学应该是这个行业里面的

大脑，也应该是这个行业的一个

思想库。因为大学是知识精英集

中的地方。国家养这一批专家，

毕一生之力从事研究。你应该知

道的最多，研究的也最深。如果

你没有思想，面对问题你什么对

策也提不出来，那国家焉需设大

学？政府部门、文化机构、文化企

业也应出思想，没有思想，他们的

功能职责很难履行好。但在我们

的社会构架当中，大学是最应该

为这个行业提供思想的。

最近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对艺

术学科的结构做了调整，把艺术

学升为一个门类，我觉得这里面

反映了国家、社会、学界对艺术学

科的认知的质的变化。对文化艺

术的认知，过去可能觉得它是一

种审美娱乐，或者说是一种意识

形态，但是现在的认知很不一样

了。十七大报告里面把文化产业

列为和国家科技、经济、军事一样

重要的软实力，这就是一个质的

变化。现在我们更是认识到了文

化艺术和高科技一样，具有世界

性 的 影 响 ，具 有 持 续 的“ 杀 伤

力”。它的社会影响力和潜在经

济价值不亚于尖端科技。在这样

的一个形势下，我们高等院校艺

术 教 育 怎 么 样 来 响 应 时 代 的 号

召；我们自己学科的建设，在已有

的基础上，怎么做出一个更加明

晰的定位，对于艺术院校来说确

实非常重要。

我国的艺术教育存在很多问

题。总体上存在两大错位，需要

引起我们关注：第一是我们现在

的艺术教育的这种技术型人才培

养模式和我们国家在进入 21 世纪

后提出来的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这

样一个远大目标的错位；第二是

我们艺术教育当中，非常重视传

承，而在创新方面很不足的这样

一个继承型人才培养模式和我们

建设世界一流文化大国的总体目

标的错位。

如果要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

家，已有的技术传承对大学教育

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

对 未 知 技 术、未 知 规 律 的 探 索。

高等院校，特别是一流大学，应该

去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未知的

技术领域、未知的艺术规律，而不

是主要传承已有的东西。虽然传

承型的人才培养也很重要，因为

传承才能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延

续发展，我们在重视传承的时候，

更应该重视开创、创新。因为传

承只是继续保有祖先已经创造的

文化，而未来的国际竞争，光传承

祖先创造的文化绝对是不够的。

国际竞争更需要的是对各艺术领

域未知原理和规律的探索、发现，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现代社

会具有普遍适应意义的原创文化

成果的发明、创造、转换。

当前错位局面的形成，跟我

们 长 期 奉 行“ 古 为 今 用、洋 为 中

用”这样一个政策有关系。“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提出于新中国成

立之初。当时我们的经济、文化

非常的落后，我们的文化原创力

非常缺乏，所以当时的领袖提出

在文化艺术上要“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我觉得，在上个世纪 50 年

代，在中国的经济非常贫困、中国

的 文 化 创 造 力 非 常 缺 乏 的 情 况

下，为了满足我们国内人民群众

继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提

出这个口号是非常正确的，也是

非常有效的。但是经过新中国 60

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取

得跨越式发展，我们的精神文化

产品已经很丰富；我们的文化艺

术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

对国家发展要承担的责任已发生

重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

还继续用这个口号来指导我们的

文化艺术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

就不太合适了。60 多年以来，我

们的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这个口号的影响。

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

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思维上已

经预设了这么一个框架，就是“古

人做过的你才去做，外国人做过

的你跟着做”，这样的话对我们中

国人原创能力的培养是极其不利

的。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仅仅

是在传承古代的文化，把古代的

文化改造一下变成一个现代版；

或者只是传承外国的文化，把外

国的文化改造成中国版，那我们

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竞争

力恐怕是极有限的。

举个例子，美术界对西方艺

术的追随，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

义各个流派，在当代美术界当中

都可以找到它的中国版。也就是

说，中国的画家，有相当大一部分

人是在全力模仿追随西方，各种

流派都有。这样的“西方艺术中

国版”在世界范围的文艺界又有

多大价值呢？它有可能代表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世

界性影响吗？估计可能性不大。

“二手货”谁稀罕。欧美自己有本

土正宗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人家

也会知道要就要“原装的”，直接

输入西方“原版”的。

那 我 们 看 美 术 界 另 一 大 批

画 家，他们目光向内，找的是古

人，模仿我们古人的东西，做古人

的 翻 版，宋 元 明 清，各 个 朝 代 都

有。试问，我们当代中国人，代表

我们新中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

的 艺 术 在 哪 里 呢 ？ 除 了“ 洋”和

“古”的改装版，原创的艺术有没

有？很少。

一个国家或民族，它的文化艺

术非“洋”即“古”，满足“内需”大概

没有问题（当然满足的质量怎么样

只能另说了），但要参与国际竞争，

要想输出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格

局中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潜在产业

价值，那恐怕会有很多困难。

近年来国际文化产业资本对

中国本土文化题材的关注度大大

增强了。《花木兰》、《功夫熊猫》相

继推出。如果中国人有同样的能

力制作欧美本土文化题材的文化

产业产品在全世界落地，那我们

什么都不必说。你抢我的资源，

我也抢你的，咱各显神通吧。问

题是中国文化产业行业有这样的

能力吗？做过一件能在全世界落

地 开 花 产 生 巨 额 票 房 的 动 画 片

吗？其实这里面绝不是资金的问

题，而是人才的问题。作为一个

行业，中国的艺术教育一直在孜

孜不倦地为处于激烈国际竞争中

的中国文化产业行业培养产业链

的低端人才。大量的国外动画片

在中国制作完成，因为中国高校

为他们培养了大量的技术熟练且

十分廉价的美术技工。

这个问题可能值得我们艺术

教育工作者深刻反省。因为这个

国家的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怎么

样，取决于这个国家文化行业的

人才队伍怎么样；而这个国家文

化行业的人才队伍怎么样，取决

于这个国家的艺术教育怎么样。

如果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

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这一帮人

不行。如果这一帮人不行，那也

就是说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行，我

们国家这些大学不行。如果这些

大学不行，则与我们所有从事艺

术教育工作的都有关系了。

建设世界一流的强国，没有

一流的文化不行。建设和谐小康

社会，成功的文化产业国际化运

作，也是时代和全民福祉隐藏的

期待。中国文化需要重新焕发民

族创造力。艺术教育既然承担人

才培养的重任，它首先应该与时

俱进进行反省和改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6 月 18 日，由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主办的“庆祝建党90周年·萧华师生书法汇

报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幕，集中展出了青年书法教育家萧华与其60名学生的代表作品。年届耄耋的学者文

怀沙来到展览现场，称赞萧华的书法教学成果。他表示：“中国传统书法的地位，与诗、文鼎峙，让孩子学写字的

意义不亚于教孩子学习或者背诵古典诗文。等孩子们长大后，将会永远感激这种书法的启蒙训练。”

萧华生于 1969 年，原籍湖南，自幼习书，转益多师，20 多岁即在书坛成名。他还是国内青少年书法教育

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截止到目前，萧华书法工作室已招纳学生达 200 余人，多名优秀学生获各类书法奖，被艺

术院校录取。图为展厅一角。 兴 旺 摄

孙天浩 书

戚散花 书

廖加兴 书

古贤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书

法瑰宝，为我们学习书法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和学习门径，带来了

许多方便。各种书体似乎都很完

美，不可逾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

地步。各种书写形式、体式都有

人尝试过，再变化，似乎已不可

能。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等已

成为学书者的偶像，令人望而生

畏。当今也出现了不少名家。他

们的作品有的水平很高，有独到

之处。当然，有的名家也是唬人

的。所以，想涉入书界者还真得

有点勇气。

学书者需要学习古人，学习传

统，舍此，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但

想学得完全像古人，是不可能的，

也是没有必要的。但学古人，第一

不可畏惧古人，认为他们高高在

上，不可企及；第二不可跟在古人

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

学传统是为了打基础，越雷池是为

了创新。今人与古人因所处的社

会环境不同，个人的学识、经历、修

养、性情等不同，不可能学得完全

像，得其精神足矣。不可被古人的

完美所吓倒，虽不敢奢望超越，但

起码应该有自己的风貌。否则，永

远只能做古人的奴隶。

对于今人也不可盲目崇拜。

我仔细阅读了于右任编著的《标

准草书·千字文》（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 1983 年双钩本），颇有感触。

于右任是草书大家，在草书推广方

面做了很大贡献。他编撰的《标准

草书·千字文》影响了许多人。既

然称之为“标准草书”，所选的字就

应该是标准的。但其中有的字，我

以为是个别现象，难称其为标准。

如：第 3 页“帝”“鸟”“陶”，第 5 页

“ 鸣”“ 此”，第 7 页“ 声”，第 8 页

“曰”，第9页“馨”，第10页“初”，第

13 页“动”，第 15 页“瑟”，第 16 页

“府”，第 17 页“驾”，第 18 页“众”，

第20页“百”，第22页“勉”等等，如

果不看释文，别说一般人不认识，

就是专攻草书的人，也未必识得。

所以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有的人模仿现代书法名家，

我想这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古

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

乎中，仅得其下。”你模仿的书家

若是“上”，你也仅得“中”，若是

“中”，那你就仅得其“下”了。我

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视书

界，而不能坐在井底仰观名流，不

要做拾人牙慧者。现代人的书法

可以观赏、研究、参考、借鉴，但不

可模仿。否则，路子走歪了，再走

回头路，难矣。

学书法不可迷信
袁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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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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