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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风东渐，鼓荡扬帆。
回过头看，从1976年以后，中国美术也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逐渐复苏，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文艺复苏
，使大批青年艺术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走向独立自由的艺术创作空间。
虽然受到了某些误解甚至打击，但是中国的美术家们结合社会文化的变革，寻找艺术自律，探索艺术
形式，张扬个人意志的历史。
他们东寻西找，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勇于探索，使中国艺术迅速地回归于国际文化多元开放的秩序
中，谱写着一部中国当代的美术史。
对于这段当代史，引发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出现了多部研究专著。
但是对青年学生作为普及介绍的著述还不多见。
何卫平同志历经数年的努力，收集了大量的当代艺术史料，在授课之余，整理编撰了《中国当代美术
二十讲》，使人眼前一亮，阅读回味之余，对于理解中国当代美术之路，有着积极的启发与思考。
中国当代美术从“星星画派”肇始，伴随着《泼水节——生命的颂歌》、《父亲》等当代艺术作品的
出现，几乎是在诸多争论中一步步地走出重围，形成了中国当代美术的景观。
而中国美术家们在反思和讨论中探讨着美术的基本规律，如在伤痕美术、人体艺术、形式美、油I田j
民族化、现代派艺术、中国画“穷途末路”等大量的问题争论中，获得了实质性的飞跃和进步。
1985年开始的青年美术运动，自发地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过程中，以反传统的宗旨，引发了一种思潮
式的全国青年美术活动，简称“85美术思潮”，青年美术家在1986年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美术文化性质
的行为艺术。
他们走向街头、公园、校园、田野，以涂抹、焚毁的形式宣告文化的叛逆与新生。
从1988年开始，中国美术出现了分流多变的现象，除了传统形态而不乏新意的“新文人画”、“新水
墨画”、“新学院派”以外，现代性形态的各种前卫艺术也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发展和浪潮，并以“89
现代艺术大展”为阶段性的总结，而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作品。
随后的新生代、装置艺术、政治波普与玩世主义、行为艺术、女性艺术、摄影与图像、卡通艺术，并
伴随着艺术展览、艺术社区、群落现象及理论争鸣，呈现出繁华浮躁的世相。
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来讲，却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变化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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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以当代的“名义”进入大众的视野，仅仅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从单一到多元，从模仿到探索，其中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也逐渐得到社会的接受与认可。
回顾这一段历史，如同回顾一代人成长的全过程。
    《中国当代美术二十讲》通过较为系统的线索梳理，以专题形式介绍并回顾了这一段发人深思的历
史及相关事件、人物、作品。
书中选收中国当代美术200余幅典型作品及部分相关文献图片，采用“图说”叙事方式，从作品艺术家
、社会文化等因素出发，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全球化过程中当代美术的中国形态，并积极探讨了这一形
态的背景及意义。
对于新材料的引用、相关学科的参照、前沿信息的采集也都是本书所努力展示的方面。
借此推进读者对不同文化艺术形态的比较与多元价值趋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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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凡是！
凡是！
——“后文革"美术及其特征　一　“文革”的弥留　二　漫画运动　三　“你办事，我放心”第二讲
　告诉你吧！
世界，我不相信——“星星”画派始末　一　“星星”美展　二　从街头走向殿堂第三讲　为什么我
常含泪水——“伤痕”美术　一　《枫》的波澜　二　“伤痕”风云录　三　四川美院现象第四讲　
人文式关怀——乡土主义绘画　一　乡土主义绘画　二　超越乡土第五讲　诚实的存在——写实主义
及官方美术　一　写实的历程　二　新古典主义风格　三　官方美术现象第六讲  向理想进军——“
八五”美术运动　一　运动的发起　二　青年艺术家团体　三　尾声与回顾第七讲  出新意于法度之
中——中国画的当代发展与延续　一　中国画的近代之路　二　中国画语言的当代探索第八讲  笔墨
当随时代——新文人画艺术　一　文人绘画　二　新文人画来龙去脉　三　新文人画风第九讲  向国
际致敬——从中国画大讨论到实验水墨　一　中国画大讨论　二　实验的可能　三　实验水墨第十讲 
生活高于艺术——新生代艺术第十一讲  专业操作，切勿模仿——观念艺术的装置方式　一　观念艺
术的定义与定位　二　装置艺术第十二讲  中国式制造——政治波普与玩世主义　一　波普与流行文
化　二　政治波普　三　玩世主义第十三讲　从“美人摇扇”到“苦肉计”——行为艺术及其方式　
一　行为的发生　二　行为的方式第十四讲　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期刊及理论　一　报刊
风云　二　理论的缺憾——作为学术链的近三十年美术理论评述第十五讲　辐射的平台——艺术展览
的当代发展　一  双（三）年展　二　专题展览　三　“现代艺术大展”与“广州双年展”第十六讲
　将自己逐出天堂——艺术社区及群落现象　一　到画家村去　二　集体逃逸第十七讲　艺术无性别
——女性艺术　一　女人与画史　⋯⋯第十八讲　中式广告与暴发户情结——艳俗艺术第十九讲　观
念艺术的科技呈现——摄影与图像艺术第二十讲　哈利&#8226;波特现象——从卡通一代到艺术娱乐附
录　中国当代美术大事记（1997-2008）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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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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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春四月，转经昆明，遂独自搭车前去“创库”。
待报了地名，的哥问：是去酒吧?我稍迟疑，转即应了“是”，于是一路顺畅。
言谈中他们并不知艺术社区等称呼，倘若告知以类似名称，的哥必答：昆明无此地矣!这不禁使我想起
了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东邪西毒》与《东成西就》，后者是作为前者的“供养人”和草稿而存在的，
而前者却因了后者而存活，知道后者的人却远多于前者。
艺术与商业、娱乐有着本质上的对立和形式上的依存关系。
具有“后现代”意识倾向的电影在当时缺乏后现代土壤的国度里是极为孤独的，当代艺术在中国所面
临的困境几近于此。
外在的光环蒙蔽并误导了当代艺术本身的价值意义，商业、金钱、地位、政治无不影响到艺术规律本
身，中国当代艺术似乎更擅长于不假思索地将错就错，慵懒的特征同一个民族的心理息息相关，也同
其历史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自有外族入侵以后，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国人就满足于“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观望心理，或以
庸人为幸，或以此为耻，自甘堕落与愤世嫉俗成为两种扭曲的极端结果。
这种性格的形成在对现实积极回应的同时夹杂着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幸灾乐祸。
明代用于儿童启蒙的《幼学琼林》里有段通过视觉和心理双重模式对人的判断方法——“簪缨缙绅，
仕宦之称；章甫缝掖，儒者之服。
布衣即白丁之谓，青衿乃生员之称。
葛屦履霜，诮俭啬之过甚；绿衣黄里，讥贵贱之失伦。
”这些看似简单的认识包含着一个约定俗成的视觉和心理经验，而这种判断的复杂性在于它所依托的
时代特征具有极大的局限。
或许，正是有了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视觉经验模式和类似教材的大量出现，才导致了中国绘画在明清
时期创造性地下降和模式滥觞。
然而，种种的认识都远不如波伊斯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来得彻底，人即艺术。
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从这句话衍生出“人人都不是艺术家”的中式论断。
这一系列咬文嚼字的结果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了不知所云后的信口雌黄和无所适从下的无所不从。
提及当代，眼前总会闪烁五彩斑斓的幻影，亦时有沧海桑田般的感慨，历史的演绎变迁因其过程的延
续作用，昨日之于今日之结果即可称之为史。
就当代艺术而言，因其缺乏必要的继承与集成作用，对作为艺术生发过程的盲目肯定和对作为结果的
草率否定往往成为当代艺术最大的弊病，而介乎当代与艺术之间的史学意识全然是被悬置的空洞的概
念了。
历史的编撰者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回避当代话题，西方如此，东方如是。
清代有文人黄易诗日“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有酒学仙，无酒学佛”，代表了当时文人共同的心声，
时人对当代的回避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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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美术二十讲》由何卫平编写。
作为社会思潮的中国当代美术，从英雄颂歌走向平凡世界是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回应。
而商业的介入和国际主义标准的操纵，金钱和权力成为它无法摆脱的累赘；作为文化承载，当代美术
对传统的冷眼旁观实际是给自己贴上了忤逆的标签，传统的消解过程恰将其推向“爹死娘嫁人”的悲
凉境地，从“后娘主义”到重新洗牌成为无奈中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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