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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读书经验的人清楚，以符号形式呈现出来的“语言”是交流的工具。
可是，正是那些用“语言”来告诫我们对“语言”本身要保持警惕的人，让很多知识分子对“语言”
产生了怀疑。
在语言哲学和其他后现代理论营造的空气里，我们多少有些无所适从，西方思想家总是要搞出一些悖
论来训练人们的思维和思想能力，不过，要承认，的确也起到了作用。
黄专肯定不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他经常表述一些风趣和幽默的言辞，他对“思想”
保持着充分的信任，他相信“只有思想是重要的”，在做这个表述的时候，他完全不去顾及哲学家或
者后现代主义者的提醒：思想本身不过是一些漫天飞舞的符号的连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黄专就是新艺术（前卫艺术、现代艺术、新潮美术、当代艺术等等表述的概
括）的同情者、研究者、推动者与参与者。
他很早就写出了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艺术问题的文章，参与了推动现代艺术发展的《美术思潮》的编辑
，直至从90年代开始策划与组织涉及当代艺术的展览，他都是在一种不喧闹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的。
时间如斯，蓦然回首，发现黄专有很多文字留下来，这些文字几乎都与他作为新艺术的同情者、研究
者、推动者与参与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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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黄专第一部批评文集，收集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言论，共37篇。
文集分上下两篇，上篇“批评之维”为论的部分，下篇“自由交谈”为言的部分。
　　文集希望提供一种观看艺术的双向视野，即以中国的方式看世界和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全书围
绕中国当代艺术的具体个案提出了诸多开放性的理论观点，是了解中国当代艺术30年来发展轨迹的具
有一定启示性的思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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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专，艺术批评家，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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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批评之维 　波普的启示 　中国现代美术的两难 　事件：作为摄影的存在方式 　纪实摄影的人
文主义传统 　进入90年代的中国实验水墨画 　通过批评争取解放 　中国当代艺术的外部批判 　我们
艺术中的悲观主义 　中国画的“他者”身份及问题 　作为文化问题的“观念水墨” 　90年代中国美
术批评中的三大问题 　差异性共存：亚太地区当代艺术的新现实 　图像就是力量 　什么人算是批评
家？
　中国前卫艺术还有别的选择吗 　山水画走向“现代”的三步 　创造历史：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
艺术的精神祭奠 　作为思想史运动的⋯85新潮美术” 　我们艺术中的集体主义幽灵 　视觉政治学：
另一个王广义 　艺术是一种工作 　消费时代的“物”与“人” 　张晓刚：一个现代叙事者的多重世
界 　什么是我们的“国家遗产” 　当代何以成史 　破执：汪建伟的历史和政治叙事 下编　自由交谈 
　谁来赞助历史 　经验·身份与文化判断 　从俄亥俄到耶路撒冷到深圳 　走出集体主义的民主幻想 
　文化翻译与文化误读 　要警惕自己，不要做一个职业策划人 　被跨越的身体 　自由主义与公共艺
术 　剧场、话语反控制与艺术人道主义 　西方艺术体制的衰落及我们的问题 　非专业的哲学和非专
业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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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的解释不大适合艺术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者的口味，不过，仅仅是符号的意义可以随遇而安这一点
就足以让许多形而上学的高谈阔论丧失活力，事实上，艺术的精神性意义的问题就是传统的语汇约定
和我们如何运用这种约定的问题。
没有“人品即画品”的预备知识，没有对笔墨和空白的欣赏习惯，我们无法从八大山人的瞪眼鱼、鸟
中看出“桀骜的气节”；同样，没有“弗洛伊德热”作为信息背景，我们也不大可能理解达利作品的
“性意识”。
在什么都能成为艺术的现代，艺术判断的价值问题就更为突出，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发现艺术在很大的
程度上倒更像是一种“君子协定”，“有点像商讨体育规则和指定联络人员一样。
人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相信有经验者的话，或者接受起主导作用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好像一个新的
建议得到了重视，并通过大多数人逐渐接近某种审美标准而渐渐得到贯彻并成为习俗一样。
一部作品之所以是艺术品，并不是因它在博物馆得到展览，而是相反，一部作品之所以进入博物馆，
是因为它被视为艺术作品。
”（博格斯特：《艺术判断》）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史都是这种“广泛的默契”和“判断协议”的结
果。
当我们谈论艺术的进步或堕落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肯定是在执行一项判断协议，例如当我们将文
艺复兴的技术系统作为一个标准参照时，我们就必然将“风格主义”视为一种艺术的堕落。
那些希望艺术保持一种恒常的价值尺度的人们常常抱怨现代艺术是艺术的一种堕落、退步，他们宁愿
相信现代艺术不过是人类艺术史长河中的一段不愉快的插曲，而不愿改变他们那固执的一元化的进步
观。
另一方面，那些痛恨一切传统的冒险家们的固执比起老式的一元论者一点也不逊色，在这种“舆论两
极化”的场景中起作用的也正是“情境逻辑”。
艺术意义的价值判断的属性，决定了关于艺术发展的循环进化的理论只能是一种神智游戏，今天，当
人们将达。
芬奇、格列柯、安格尔、凡·高、塞尚、康定斯基、毕加索、劳生柏、安迪·沃霍尔同时安放在“艺
术大师”的位置上时，艺术是进化的含义就只能是：艺术是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永远不会消
失在哲学家的预言中。
现代美术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它创造了各种日新月异、五花八门的风格样式，而在于它确立了人们在
视觉感受能力和技术手段上的一种真正民主化的价值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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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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