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C13-C16
编辑：何彦民 美编：魏雨涵

来来点点当当代代艺艺术术““新新血血液液””

“很多人对当代
艺术认识存有误区”

什么是当代艺术？许多山东百
姓对当代艺术的普遍反映是“看不
懂”、“哗众取宠”，有些艺术家也是

“谈当代艺术色变”，不予认同。
眼下，确实有许多不良的艺术

形式“滥竽充数”、“鱼目混珠”，让人
们对整个当代艺术产生了理解误区
和心理抗拒。“很多山东人处在传统
文化氛围中，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存
在误区，被一些泛滥而低质量的作
品误导。除了这些，他们还对当下的
一些当代艺术作品是否值得追捧、
拍出高价怀有质疑，但是，这并不耽
误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一些业内
人士认为，“艺术本身是高于生活的
产物，观众在观察真正的当代艺术
时也难免会有‘不懂’的现象，特定
的表达方式会让大众产生认知困
难，但一旦了解透彻，便会惺惺相
惜。此外，当代艺术的内容形式广
泛，观众不能以偏概全，比如上世纪
80年代艺术界曾涌现出一批‘对抗
式’的艺术作品，涉及到许多政治话
语、敏感内容，但这不是当代艺术的
全部。每个特定时期出现的当代艺
术作品都是真实的社会反映，因为
那时我们需要一些政治突破的改革
力量”、“艺术的欣赏确实需要熏陶，
欣赏能力的提高也需要有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我们在注重作品是否
能够吸引人同时，也要理性用知识
去分析作品好在哪儿。因此，我们对
当代艺术的认识，既不能讳莫如深，
也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妄加贬斥，甚
或是做一些不恰当的评价。”

艺术也可以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当代艺术没有那么可怕。相比
而言，传统绘画往往倾向于文人情
怀，强调心灵寄托，它的含蓄已经无
法表现当代社会的激昂节奏，而当
代艺术是反映一部分当代人的精神
文明追求，一种本真的生存样式，而
非传统的固有地域文化形态及其延
续，真实地诞生在我们身边。

在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曾经
的现代艺术具有强烈的拯救意识和
现代性，将艺术推向了空间，推向了
社会性批判，推向了人性纠结的讨
论等，而现在的“当代性”既要解决
现代性的老问题，又要面对今天这
个时代，它的表达与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指向问题密切相关。从中国现
实来看，改革开放后30多年，西方的
现代艺术与中国本土生长的艺术杂
糅在一起，更加复杂。但这并不妨碍
当代艺术新锐辈出，他们以各自的
创新智慧，持续充实、扩展着艺术历
史的当代性概念与涵义。

今天，山东美术院校中有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样的艺
术，他们真诚地把感受表达出来。当
代艺术把新旧艺术进行了不同方式
的糅合、替换、更新，形成了新的艺
术。这种新的艺术在语法中往往会
把东方的、传统的东西复活，会促使
山东艺术的进步。

当代艺术为何
“逃离”齐鲁大地？

“山东有很多做当代艺术的年
轻人，但基本是跑到北京或许多南
方城市去发展，”中央美术学院实验
艺术系教授吕胜中在接受采访时

说。当年，吕胜中的剪纸装置《招魂》
系列，使传统的剪纸艺术从平面走
向立体、从静态转向动态，拓展了剪
纸艺术的新空间，运用后现代艺术
观念为民间美术赋义，产生了巨大
影响，而现在，他已经离开山东很长
时间。

在当代艺术发展得如火如荼同
时，齐鲁大地却相对安静，做当代艺
术的人很少，展览活动更是寥寥无
几。许多当代艺术青年选择逃离，或
者“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本地的认
同率比较低。“山东没有当代艺术发
展氛围，与地域文化的保守有很大
关系。”孙磊说，“这种保守表现在两
个层面上。一个层面上是文化制度

的方式，我们所宣扬推进的文化与
当代艺术关联不大；另一方面表现
在对当代文化艺术的不信任感，不
敢尝试。我们文化机制的保守，让我
们平时最多看到的是‘官方’与‘主
流’的艺术形式，而这往往是以牺牲
那些富有激情的创作、牺牲鲜明的
观点与立场为前提的，并造成一种

‘随大流’的状态，创作会产生许多
模式化、典型化的形态。山东艺术家
惯有的基本功、踏实的性格都是不
错的，但创作还是基本处在模式化
进程中，逐渐为自己划定了一个‘圈
子’。我们还应具备更多强烈的独立
思考能力和创作精神。”

当然，当代艺术在山东相对冷

清，并不意味着山东人在此方面没
有尝试和发展，早在1980年代初，青
岛、济南两地就有年轻艺术家开始
探索抽象性、表现性的创作，像隋建
国、吕胜中、高氏兄弟等等，在全国
乃至世界都颇具影响力。“我们山东
人有许多有深度的、优秀的当代艺
术，因此，山东没有当代艺术的氛围
并非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或者我
们的地域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大气
候使然，才出现了山东人做当代艺
术在外才能发展成名的尴尬现象。”

当代艺术存活
更需良好的社会土壤

“我们生活在当代，但老百姓对
当代艺术接触不多，不了解，这不是
个好现象。”吕胜中说。

任何事情都具有“硬币两面”的
问题，山东传统绘画的力量较强、市
场很好，艺术创作模式化的情况也
比较常见。”当代社会语境下，我们
有很多问题值得表现，亟待发现，但
我们会受到机制、批评、市场的约
束，所以往往会出现无的放矢的尴
尬现象。”孙磊说，“眼下，大部分省
内青年艺术家能够以更开放的眼光
去看待当代艺术，由于机制不认可，
不受主流推崇等原因，在做法上还
是没有太大改变，市场上也只有一
些零散业余投资者在运作这方面的
作品。但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是
非常明显的，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展
览都是与当代艺术有关的，全国市
场对当代艺术的关注度已经相当高
了，尤其是新水墨，许多大型艺术机
构纷纷选择从新水墨入手。”

解决山东当代艺术发展的尴
尬境地，机制做出改善是十分必
要的。业内人士认为，这需要“两
个途径”。首先，在文化机制上，政
府或相关部门、协会要鼓励放宽
创作空间，为更多青年艺术家创
造良好的环境；政策的投入会更
好地促进艺术区的形成。其次，在
教育机制上，院校可以设置当代
艺术课题、设立实验艺术的艺委
会等，慢慢形成当代艺术的发展
氛围，培养当代艺术人才。

可以看到，山东当代艺术也
在星火燎原，去年十艺节期间的
综合材料特展，以及十艺节全国
美展上的一些当代雕塑作品，都
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开辟艺术空
间、美术馆，举办类似展览很有必
要，在山东，可能会有许多艺术家
在尝试当代艺术，但苦于没有支
持和展示交流条件。山东的文化
部门应该重视起来，将不足补上，
有意识的去拓展和发展。这些空
间也能让百姓更好地认识当代艺
术，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当代艺术，
就相当于我们还生活在古代，真
的很可怕。”吕胜中说。

延续上一季中国当代
艺术“亿元神话”的余温，近
期，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
3号》拍出8300万元(港币)落
槌价，并以9420万元(港币)
总价成交。近几年来，岳敏
君、曾梵志、徐冰、周春芽等
一批当代艺术家频频活跃
于国际舞台，青年一代陈
可、韦嘉等人的作品，也频
频拍出高价。正当远处春拍

“趁热打铁”，力推中国及亚
洲当代艺术板块时，山东却
似乎依旧沉浸在传统艺术
的宁静之中，少有波澜。

（文/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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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作品

▲岳敏君作品

▲吕胜中作品

山东艺术要有更多当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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