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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深圳美术馆论坛”作为一个常设性的批评理论研讨会，于2 0 0 3年成功策划并举办了以“共生
与互动”为主题的第一届研讨会，论坛邀请了老中青三代2 6位批评家，回顾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当
代艺术2 0年来的历程，对2 0年来中国艺术批评的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检讨。
在这次论坛上，有几位与会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当代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基于此，我们将
第二届论坛的主题设定为“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今年，为进一步扩大论坛的影响，加强更大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深圳美术馆与澳门塔石艺文馆
联合，共同精心策划主办“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将分别在深圳、澳门两地召
开)，不仅邀请了来自两岸三地(中国内地、港、澳、台)的中青年艺术批评家，还邀请了社会学家和历
史学家，他们都是活跃于当今学术界且成效卓著的学者，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反思
中国当代艺术。
　　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极有学术意义的活动，这种研究和探讨必将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与当代艺
术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留下极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具有艺术史学的建设意义
。
　　国际大型博物馆、美术馆都有举办常设性论坛的传统，我们愿意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如果论坛
的学术成果能够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在此，谨向各位参加论坛的批评家和为论坛成功举办付出努力的朋　　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圳美术馆馆长　　王小明　　澳门塔石艺文馆馆长　　陈迎宪　　200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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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中国当代最为活跃的中青年艺术批评家对于当代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论文。
这些论文作为第二届深圳美术馆批评家论坛“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的专题论文，代表了艺术批评
界在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些论文从“大众文化”、“女性主义”、“身体政治”、“公共性”、“传媒文化”等不同侧面，
探讨了当代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还有一部分论文运用社会学的立场和方法，对当代艺术的个案，如
新媒体艺术、新人类艺术、女性艺术、公共艺术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本书对了解中国艺术批评界的理论动向和学科进展，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探讨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强调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作用研究当代艺术和批评借鉴社会学方
法的可以性重建艺术家、批评家与社会公众的关系。
　　真实就是力量，中国艺术生态的生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之分析有限空间的无限延伸。
1986和2004——批评的话语转化及艺术的社会学转型也谈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从“理想”的偏
执到“时尚”的狂欢，从对一个个案的分析看艺术理论社会学转向的必要性社会学的批评，走向游戏
的时代，“她”·“他们”·“他”，从主人公至看客，大众文化与微观政治，身体与情色：90年代
以来中国实验艺术的暗流“新人类”现象在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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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艺术生态的生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之分析(上篇：官方艺术)　　邹跃进　　内容提要：本文
是《中国艺术生态的生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之分析》一文的上篇：官方艺术。
本文认为新时期以来，官方艺术在1 9 9 2年之前的社会环境中，基本上与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之间的
关系是共振共存的，但进入市经济改革的1 9 92年之后，由于在总体上意识形态的表述与市场经济下的
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和距离，使官方艺术越来越像一种仪式而在艺术创造上难有作为。
本文的兴趣在于从阐释社会学的立场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进而阐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
方艺术为何仍然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官方艺术　意识形态　社会现实　艺术创造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艺术生态这一
版图上的三种最强势的物种，在我看来是官方艺术、学院艺术和前卫艺术，它们在资源(人力、财力和
物力)的支配和占有、权力控制的范围和强度、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中国的艺术格局既是由它们形成的，也是由它们掌控的。
本文的兴趣在于讨论和分析它们所依附的社会力量及其相互关系。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在主要的方面，官方艺术、学院艺术和前卫艺术与艺术创作者的相应身份、
生存境域、文化环境有关系，但在本文中，主要考虑的还是三种艺术方式的功能与各种思想和社会力
量的需要之间的制衡关系。
这也意味着，本文并不仅仅依据艺术家、批评家的说法来界定其生态性质，而是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
位置和作用，分析其性质的复杂性，包括其边界的含糊性。
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看，社会总是处在更具影响力和决定性的一方，由于这一原因，艺术生态的生长
和成形总是受着当时社会结构和变迁的影响。
这一点，既可以视为一种基本假定，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与社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