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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在写作体例上与以往的艺术史写作也有所不同。
简洁的文字描述与图片结合，这种“文图写作”的方式将视觉图像放置于艺术史证据的位置。
同时，作者借鉴了新闻写作的方式，设立了相关连接和相关作品的介绍，使每一个艺术成果相互关联
，并被置于历史的进程之中，使写作本身成了一种艺术。
　　《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从作品生成的历史前提出发去理解艺术和说明艺术，以宏观
的把握和微观的分析，史与论穿插交织，是一部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通俗读物。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们会时时感到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传统的力量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作用
。
作者对艺术现象和艺术品的分析，让读者不乏新鲜之感。
因为鲁虹并不是在还原艺术史，而是带着质疑来追问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追问艺术和重返历史同样令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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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虹，1954年生，祖籍江西。
198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
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深圳美术馆研究员。
美术作品5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参加省市美术作品展览。
个人出版专著有《鲁虹美术文集》、《现代水墨二十年：1979——1999》、《为什么要重新洗牌》、
《行为艺术》（合作，待出）。
有约六十万字的文章发表于各丛书及专业刊物上。
曾参与《美术思潮》、《美术文献》、《画廊》等美术刊物的编辑工作。
主持或策划了“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进入都市——当代实验水墨展”、“观念的图像——
中国当代油画展”、“图像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国画改革二十年理论研讨会”及“第一
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重大学术活动。
2001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2004年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丛
书《新中国美术经典：194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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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反拨“极左”的艺术创作模式：1979——1984第一节 作为重要背景的“文革美术”第二节 
“后文革”时期的美术创作第三节 对“文革”创作模式的有力反拨第四节 “伤痕美术”与“生活流
”美术的出现第五节 “形式美”之风席卷全国第六节 多元化的艺术追求第二章 势不可挡的青年艺术
大潮：1985-1989第一节 从“第六届全国美展”到“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第二节 蓬勃兴起的青年
艺术群体第三节 令人瞠目结舌的“另类艺术” 第四节 尴尬的现代水墨第五节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的举办第三章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1990-1999第一节 文化情境的巨大转换第二节 中国当代架
上艺术成就斐然第三节 中国当代雕塑异军突起第四节 走向成熟的装置艺术第五节 不断引发争议的行
为艺术第六节 视像艺术横空出世第七节 女性艺术备受关注第八节 艰难行进的现代水墨第四章 面向新
世纪的中国当代艺术：2000-2004第一节 从地下到地上第二节 “另类艺术”日益担当主角第三节 血腥
化的问题引发道德争论第四节 当代架上艺术活力无限第五节 反思中国当代艺术附录一：中国先锋艺
术大事年表：1979、1——2005、5附录二：写作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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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作为重要背景的“文革美术”之所以将“文革美术”的介绍放在本书之首，是因为1979年以后
出现的新生美术创作现象其实是为了反拨它才出现的。
此后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生艺术现象的出现。
如果不理解这一基本前提，我们对于后来出现的美术创作变化将会感到莫名其妙。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为开始的标志，并以粉碎“四人帮”为
结束的标志。
具体的时间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
应该强调的是，本书所强调的“文革美术”，并非指在这一时间段里出现的所有美术创作，而是指在
特定的政治压力下，专门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并明确表达具有“文化大革命”政治意图的美术创作
。
这意味着，每件从属于“文革美术”范畴的作品，无论是对于题材的选择，还是对于图像的制作，甚
至包括对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可以在当时的政治文件和党报社论中找到理论上的依据。
总的来看，“文革美术”的政治功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猛烈批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
—包括混进党政军内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反动学术权威”；其二是热情歌颂无产
阶级英雄——由于革命领袖是英雄中的英雄，所以往往被无限地神化。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把前者称为“批判类”的“文革美术”，把后者称为“歌颂类”的“文革美术
”。
相比较而言，“批判类”的“文革美术”更多出现在运动的中前期，并且以街头及各单位的大字报栏
、小报与民间出版物为主要阵地，采用的艺术形式主要是漫画、宣传画、版画，具有十分普及与大众
化的特点。
而“歌颂类”的“文革美术”则主要出现于由各造反组织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各类政治性展览中
。
特别是1972年以后，在国务院文化组的统一指挥下，各地相关部门为参加四个重要的全国性美展，连
续组织了大量迎合政治需要的美术创作。
这使得“歌颂类”的“文革美术”逐渐多于“批判类”的“文革美术”。
与此同时，“文革美术”也逐步走向了规范化与专业化的道路。
这显然与中共“九大”后结束无政府状态，更强调一元化领导的政治需要有关。
需要强调的是，“文革美术”也并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
事实上，它的出现既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越来越“左”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也与这一阶段逐渐形成
气候的美术创作模式相关。
不过，为了具体落实国务院文化组与《上海座谈会纪要》。
的有关精神，它更强调为现实的政治需要服务，即十分明确地把美术创作划在了绝对革命化、政策化
的范畴内，基本上没有给艺术家的自由创作留下太多的余地。
最极端化的表现是，在“文革”的后期，有关部门与领导越来越强调那些配合当时政治形势及政治斗
争的题材一如歌颂“文革”、新生事物与批判“走资派”的题材。
此外，按照文艺必须服从政治和形式必须服从内容的金科玉律，就连具体的创作方法也给予了严格的
限制，即进行艺术创作时必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必须遵从“三突出”
、“红光亮”、“高大全”的创作模式等等。
以致把与此无关的题材内容与创作方法都排除在了美术创作之外。
这也正是一些体裁与画种——如风景画、静物画，还有山水画、花鸟画在当时被冷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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