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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敏君是一个富于思考的艺术家，尽管他显得沉默不多语。他在自己

的艺术里程中始终保持着阅读和对问题的分析。在“笑脸”之后，岳敏君

用了很多时间去思考“什么是艺术”？最初，他设置了“寻找恐怖主义分

子”的“迷宫”,他认为政治、宗教、文化本身也许就是“迷宫”，人类从

事着互不相关但事实上有联系的无聊游戏。“迷宫系列”作品是岳敏君思

考的转换，很快，他就从之前对人类共识的文化背景转到对自身文化的传

统的思考中。大约也是2007年左右的时间，他也开始用传统的园林来构筑

“艺术的迷宫”，早年的学画经历也使他回首传统艺术家——几乎就是那

些用传统材料和工具作画的画家，他热爱他们的艺术，他在思考，为什么

这些画家具有独特文明特征的作品没有被认为是“当代艺术”，他用趣的

安排来让我们回顾这些中国画家，并建立了新的构图秩序。不过，岳对中

国传统水墨更多的是持有一种反省的态度。他说：

很多人说，在“迷宫”系列中，我把传统国画的因素放在里面，是回

归传统的表现。其实不是，我完全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创作“迷宫”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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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民族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探索，我们面对世

界已经很久了，有人竟然还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之

中。我想告诉观众，中国的笔墨纸砚可能是很不

值得一提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并不值

得以独特的民族性去吹捧，那些东西那些效果用

油画的方法轻而易举就能做到。我画这些东西，

并不是在诠释传统文化，其实是在讽刺传统文

化。我早期的作品对政治有比较直接的讨论，但

政治只是文化的表象。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行为

都是由我们的文化心理所造成的。我想，我应该

从文化的角度来创作一些作品，这对于当代艺术

可能更有价值。

的确，使用“迷宫”这个词表明艺术家的内

心存在着困惑与问题，至少，他开始将分析与批

判用于对自身文明的经典背景。这时艺术家的出

发点，可是，那些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的

作品中的形象被均匀地安排在一个平面上，这不

意味着艺术家要恢复散点透视的态度，而是一种

评价：不同时期的艺术应该等量齐观，这样可以

发现艺术本身的问题。可是，艺术家没有解释为

什么他会很流畅地画出那些人们熟悉的形象，为

什么会使用一种灰蓝色，而这样的蓝色在不同形

象的组合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青花”的趣味，

何况画面是那样地具有审美联想的可能性。

艺术家还说：

艺术发展到今天，在不可避免地与世界融

合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拿着毛笔绘山画水，并

主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很多时候我们都

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都是把自身民族

与世界割裂开来的观点，而没有把世界各个民族

所创造的东西也看作是自身的一部分，看作自己

的营养。我们总爱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其他民族艺

术创作的东西，这是一种过于自尊的有点狭窄的

姿态。

然而，即便是在同样使用“中国画”、“国

画”、“水墨画”这个术语下进行画画的人，仍

存在着是否属于“当代”的实验这个问题。尤其

是在2000年之后，如何从全球化演变中观看文

化的变化与差异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课题，而抛弃

“欧洲中心”的视角重新审视艺术史的任务已经

摆在人们的面前，简单地从观念逻辑和符号逻辑

上对艺术进行是否“当代”的判断已经非常困难

了。这样，只要我们更为全面地审视人类文明现

实时，就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民族以及地区的

艺术变化有可能会呈现一种摆脱已有惯性的判断

逻辑。

岳敏君在“迷宫系列”中将传统符号与现

代事物并置，是一种反思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文

化和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出发点，同时，

他也想通过这种均质性的平面体现一种文化的

困境。起码，艺术家承认这是他的出发点甚至

主题。然而，画面本身的物理性以及呈现出来的

信息具有多重与复杂性，这些图像给很容易引发

熟悉其文明背景的观众的联想、思考与悲悯。而

艺术家的手法和产生的效果也完全可能导致新的

审美同情，进而转化为一种新的趣味甚至风格。

无论怎样，岳敏君新的批判因其出发点的特殊性

而创造出新的绘画倾向，这个倾向与之前的“笑

脸”在出发点的逻辑上虽然具有一致性，却因为

形象与符号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特征而遮蔽了出

发点的针对性，结果，产生出观众对这个新阶段

的作品的另外的理解与阅读。进而，将这个阅读

与这个时期知识与文化领域对传统文明的冷静反

省的潮流联系起来。

“迷宫”是岳敏君最新时期的实验，这种对艺术问题的转向以及图像

的历史延续表明：中国当代艺术在新世纪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其主要特

征是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抛弃，而转向关注对不同文明

进行重新审视、比较、分析语判断，并从多种视角观看不同文明与历史之

间的关系。当岳敏君指出说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同时，也在提示多种

文明的并存以及交互的可能性。这样的态度和立场既抛弃了本质论逻辑，

也避开了非此即彼的狭隘中心主义逻辑，打开了艺术新的可能性。在什么

都可能的时代，限制成为新自由的一种可能性，岳敏君正是在有限的绘画

材料上为新世纪提供了新的艺术可能性及其具有审美意义上的成果。2012年

7月于成都(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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