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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是从1993年至2006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选出的。
　　上编“由外向内”，下编“由内向外”，这样的小标题其实挺勉强，因为上下编之间本没有严格
的逻辑区分，我只是将与水墨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相关的文章集中编入下编，其余的都归入上编，如此
而已。
不过，这样分编之后，上编确实有一点化西为中的意味。
下编确实有一点化古为今的意味，故姑而名之。
　　在上编中有为后现代艺术辩护的文章，下编中却又写了那么多讨论水墨画的文章.对此我真有一点
宿命的感觉。
我像被抛入艺术潮流中的枝叶，沉浮无定，清浊无定，去留无定，行止无定。
那些文章，无非是我漂浮中的感受和思考的断断续续的记录。
　　当然，批评也不全是被动的，这种在两极之间漂移的状态，与我的基本判断有关。
我认为当前是艺术观念全面开放的时代，在当代语境的前提下，前卫与守成共存，具象与抽象共存，
学院与大众共存，架上与架下共存。
这之间没有高下，高下在于艺术家的创造性和艺术质量，艺术批评所关注的核心伺题也在这里。
　　批评其实是一种淘选工的劳作：从大量艺术现象中淘出值得关注的现象，从值得关注的现象中淘
出值得关注的艺术家，从值得关注的艺术家中淘出值得关注的作品，从值得关注的作品中淘出值得关
注的元素。
苦乐全在劳作之中，他远没有热捧一通或臭骂一通来得痛快，但却充满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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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批评家在艺术史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美术的现代进程中，活跃在当今艺坛的批评家，关注着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发表批评意见，
同时力求借鉴美术史的经验和艺术的普遍原理，从学术层面提出问题，引起美术界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对美术创作的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丛集结的10位批评家都是在美术史和理论领域某个方面有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学术出身、理论体
系，研究方向、关注的侧重点、采用的方法论均不相同，但是他们共同关注着中国美术的发展。
本文丛集中展示批评家们对中国现当代美术的不同的观照与思考，是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从不同角度
的梳理与总结，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的清晰脉络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争论、探索与开
拓。
    刘骁纯先生是科班美术史出身，是一位从形态学的角度切入美术批评的理论批评家。
刘骁纯从20世纪70年代涉入美术批评以来，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文章，主持并策划了一系
列重要的展览和学术活动，冷静地关注着当代美术的发展。
他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与严密思考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形态学批评理论体系。
此体系在其论文集一书中完整形成并自如运用。
形态演化论简单地说：“是以‘什么是艺术本体(自身)’为思考的轴线，抓住纯粹与不纯粹、本体与
载体这一基本矛盾，整体性地回顾人类美术不断确认自身又不断解体自身的过程”。
刘骁纯正是以此原理对艺术史、艺术现象及艺术家个案展开分析与思考，尤其注重艺术家美术形态创
新、建构的学术质量。
形态演化论使刘骁纯能更理性地看待问题，意识到现，当代艺术变革在形态演化层面的历史必然性，
同时确定了他在90年代以后不断推行形态开放的批评立场。
本文集中收录的是从1993年至2006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选出的文章，既有为后现代艺术辩护的文章，
又有大量讨论水墨画的文章，体现了他辩证、客观而又多元的艺术批评视角。
他的形态学思考优势使他始终保持了对当代美术现状高视点的整体审视在美术批评界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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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骁纯，1941年生，河南洛阳人。
 
    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1981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 
    获美术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博士学位。
 
    曾任《美术》(Art)编辑、《中国美术报》主编、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已发表论著、论文、评论三百余篇(部)，计四百余万字， 
    主要代表作有： 
    《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 
    《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 
    《解体与重建——论中国当代美术》， 
    著述之余，主持和参与策划各种美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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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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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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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吕胜中艺术上的突破点是正负影像。
　　人们剪一个小人的过程就是在一张纸上把与小人无关的部分减去废掉的过程，吕胜中却发现废弃
部分正好是与小人一模一样的负形的人。
这种妙处只有剪纸才具备，于是他的正负小人隔洋过海飘向了世界各地，与此一同诞生的，是“图一
底”观念的变革。
图即图像，底即图像的背景。
在吕胜中的作品中，图就是底、底就是图，图在另一个位置中变为底，底在位移后变为图，如此看为
底者换种方式看则为图，在你看为底者在我看则或可为图，此处的阴形正是彼处的阳形，彼处阴形又
正是此处的阳形。
　　吕胜中迈入了一个神秘的圣殿，而开启这个千古尘封之门的全部基点，就在于被剪下弃置部分的
起死回生。
从吕胜中的已有成果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到这个世界的博大，在这里：空即是实，实即是空，图底互换
，正负相生；阴阳一体，天地浑成，男女化合，有无不分。
心物两忘，始即是终。
　　这一切都是追问生命、追问人的生存状态的象征，吕胜中将形而下的祈祝多子多福的喻意提升为
形而上的精神象征。
　　现代象征的最大特征是语言和精神强烈的个性化，所喻内涵往往可感不可解，可悟不可释。
阐释往往只能规范其喻指方向，解释得越具体常常离作品越远，它借实有以喻虚无，借具体而喻抽象
。
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使现代象征以巨大的神秘性、模糊性、多解性，以及观众参与的见仁见智、莫
衷一是而获得了更奇伟的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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