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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问：王林论当代艺术》一书主要是笔者对当代中国艺术现象的评论文集。
　　我是从西南艺术出发参与到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之中的。
1989年以后，出于对所谓艺术&ldquo;沉潜&rdquo;的反感，我开始组织&ldquo;89后艺术&rdquo;的展览
和讨论，提出诸如&ldquo;中国经验&rdquo;、&ldquo;媒体变革&rdquo;、&ldquo;都市人格&rdquo;
、&ldquo;知识分子立场&rdquo;、&ldquo;中国艺术的独立性&rdquo;等值得研究的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当代艺术因市场、体制、媒体和国际展事的影响，表现得既生动活跃又浮躁、功利。
出于批评本性和历史责任，我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ldquo;问题意识&rdquo;、&ldquo;野地自觉&rdquo;
、&ldquo;底层关怀&rdquo;、&ldquo;个体价值&rdquo;以及&ldquo;后先锋艺术意识&rdquo;等问题在当
代文化语境中的重要性。
本书所辑，乃是前前后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言说。
　　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状态的讨论；二是对西南艺术创作特别是
四川美院艺术家创作的研究；三是对当代艺术不同方面的具体分析；四是针对当代艺术现象的某些理
论思考。
　　此前笔者已出版过两本论文集和一本对话录，即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美术
状态》、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从中国经验出发》和2000年出版的《与艺术对话》，其中已
有的文章不再选入本书。
　　另外，此次同时出版的另一本论文集《在场一王林论当代艺术家》，为笔者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
评论，可以和本书互相参照。
　　王林　　2006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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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问：王林论当代艺术》一书主要是笔者对当代中国艺术现象的评论文集。
　 《追问：王林论当代艺术》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状态的讨论；二
是对西南艺术创作特别是四川美院艺术家创作的研究；三是对当代艺术不同方面的具体分析；四是针
对当代艺术现象的某些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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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辑一邓小平时代的美术创作和美术批评面对问题的中国艺术90年代的中国艺术&ldquo;89后艺
术&rdquo;：切近现实的三种倾向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表现主义反省当代艺术后殖民文化与后民族主义
追问当代艺术保持批评的独立性网络时代的批评家说说美术批评与知识分子深度是不会消失的追问中
国的美术批评敢于直面问题本身&mdash;&mdash;批评立场与&ldquo;89后艺术&rdquo;个体价值不容抹
杀&mdash;&mdash;关于中国艺术与现代性问题以理想主义姿态介入历史与现实重要的是中国经验艺术
、展览与体制化上海双年展何去何从公共艺术的三个概念试论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真实就是力
量&mdash;&mdash;关于中国美术批评的社会学转型其乐融融的媒体与独孤求败的批评京城客居艺术现
象之我见。
美术史写作的自我要求如何谈论中国的当代艺术辑二四川美院的那一群现实与写实&mdash;&mdash;论
新写实绘画西南艺术的新动向&mdash;&mdash;记&ldquo;88西南艺术&rdquo;展关于纸刻油彩。
精神批判在当代的意义&mdash;&mdash;&ldquo;中国经验&rdquo;画展序言疏离之在&mdash;&mdash;○
画室作品展说略精神女性化是世界的福音&mdash;&mdash;《原女性艺术》序告别过去时的纠
缠&mdash;&mdash;四川美院国画教师作品展短评西南艺术札记西南的意义&mdash;&mdash;区域性与当
代艺术西南的艺术精神。
。
，反思历史与历史反思再看些什么？
&mdash;&mdash;川美77、78级毕业20周年学术活动记代有才人  各领风骚&mdash;&mdash;读四川美院学
生作品有感艺术依然浪漫&mdash;&mdash;四川美院2001届毕业作品读后不知道为了什
么&mdash;&mdash;四川美院第二届教师作品双年展观后关于&ldquo;老区经验&rdquo;当代艺术展一个
历时六年的展览故事以青春的名义表达&mdash;&mdash;&ldquo;青春就是权力&rdquo;青年艺术展序创
作优先  青年优先区域文化与西南艺术延续与变异&mdash;&mdash;&ldquo;个体的权利&rdquo;青年艺术
家作品展序西南艺术的危机&mdash;&mdash;&ldquo;从西南出发&rdquo;当代艺术展的批评意图辑三当
代中国版画创作描述关于&ldquo;新人奖&rdquo;的对话参评中国油画年展有感中国油画与自我认知，
答《中国油画》编辑问，意象油画及油画民族化思考当代绘画的观念性问题综合材料艺术的可能
性&mdash;&mdash;&ldquo;全国综合材料绘画作品邀请展&rdquo;观后我们从这里出
发&mdash;&mdash;&ldquo;手绘的权力&rdquo;7人油画展序&ldquo;写实&rdquo;如何当代？
&mdash;&mdash;从鲁美油画所想到的农民题材绘画的创作与批评&mdash;&mdash;&ldquo;&lsquo;农民
农民&rsquo;藏品暨邀请展&rdquo;为例中国当代线描说略水墨三题反省书法及其主义生活不在别
处&mdash;&mdash;关于卡通一代打破历史的沉默&mdash;&mdash;关于&ldquo;与历史对话&rdquo;雕塑
展怎么回家？
&mdash;&mdash;雕塑与艺术化生存说说城雕大跃进的风凉话川美雕塑与深度追求重说《收租院》  毛
时代艺术的典型案例&mdash;&mdash;关于《收租院》评论的评论行为艺术两则行为是一种交流建筑的
结构与解构&mdash;&mdash;关于建筑文化的对话。
辑四论艺术形式的系统性&mdash;&mdash;比较语言与艺术短论两则黑洞探幽&mdash;&mdash;读《艺术
前的艺术》为现代艺术辩护&mdash;&mdash;读里德《现代艺术哲学》精英艺术的困惑&mdash;&mdash;
读《艺术社会学》论图像的真正价值本体论的终结&mdash;&mdash;关于&ldquo;意义&rdquo;的思考之
一超越索绪尔&mdash;&mdash;关于&ldquo;意义&rdquo;的思考之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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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0年代的中国艺术　　1989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是一个重要界限。
如果说在这之前，人们还有理由认为中国现代艺术乃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和模仿，那么，1989年
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艺术已开始走上自身的发展历程。
1991年6月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ldquo;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rdquo;，展出了40多位
现代艺术家的新近创作成果。
美国研究中国美术的著名学者高居瀚先生在参观后颇有感触地说：　　&ldquo;80年代以来，我参观过
多次中国现代艺术展，但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中国土地上出现的艺术是对西方的抄袭。
慢慢地这个观点被证实是错误的，今天展览更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展览展示的作品有自己的追求和发
展的节奏，包含着极大的可能性，即建立独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当然它是世界当代艺术的一部分。
&rdquo;　　从那以后，我们分别于1992年10月、1994年5月、1996年9月在中国广州、上海、成都举办
了第二、三、四届&ldquo;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rdquo;，展出了二百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及作品资
料。
这些展览，旨在自主、客观地呈现艺术中的中国经验，描述中国当代艺术自身演进的历史进程。
　　由于历史原因，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是隔膜的和零碎的，或者仅从政治需要出发来加
以取舍，或者只究一点不尽其余。
近年来，尽管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展事中频频亮相，但西方主展人大多是以人权主义观念选择中国艺术
家，进一步造成新的误解，仿佛中国当代只有反抗没有艺术，仿佛中国艺术只是意识形态的武器。
如果据此作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而&ldquo;欧美文化中心论&rdquo;这一不利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传统观念也在影响西方学术界对东方
当代文化的认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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