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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批评如同手术刀，直剖病灶，不会旁敲侧击；又如同挚友或情

侣之间的知心话，点到为上，无须反复论证，因为反复论证同归纳法一样，

在思辨的层面不可靠。批评文章洋洋万言，失之于北宗和尚念经式的啰嗦。

当年创办《美术文献》，我提议建立一种批评文体，即二百字左右的艺术家

“推介词”。《辞海》的美术家词条，评论其艺术的篇幅都很简短，顾恺之

164字，倪云林118字，郑板桥21字。苏东坡写过一百多篇题跋形式的书画批

评文章，总计一万多字，按本朝高教部规定的篇幅，以此申请美术批评硕士

文凭都不够格。而今的美术批评文章，往往看重长篇。众多无人问津的长篇

大论却指望后人拜读，简直是痴心妄想。至于批评中有研究或者研究中有批

评，诸如个案分析或艺术潮流审议等等，造成大篇幅的广义批评文本，是需

要另外探讨的问题。

《芜湖宣言》强调批评文章低碳化，抵制大词化，我的立场是支持。大

词有两类，一类是以往常见的总体论术语，比如历史规律、时代精神等。另

一类是西式译语，简约为五个字：性、学、化、主义。平庸的批评文章习惯

于毫无铺垫地抛出后缀这些字眼的术语，比如，语义性、结构性、精神性等

等，其中的性，常常是多余的字眼，它会使原本笼统的词义变得更不确定。

不要以为有了性，学术就深厚了，言论就高超了。又如，元哲学、现象学、

符号学等等，讲座时抛出来蒙一蒙本科生，提高他们的求知欲，或许有用。

批评应当直接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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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场合，面对同行再抛这类大词，无非是虚张

声势，买空卖空。再如，中国化、全球化之类的

说法，由学界创始，都普及到对农村广播的节目

中去了。中国化这个语焉不详的提法，国人早已

熟视无睹，但国外汉学家总是特别困惑。在他们

的理解中，中国这个大词如同中国精神一样，没

有始终如一的内含。全球化的提法，是各种思想

化解全球还是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是观念的

同一还是规则与制度的同一？这些疑义没有消

解之前，艺术批评骤然冒出一个全球化，是何意

思？还有，感觉主义、心理主义、普遍主义之类

的术语的滥用，即便是该领域的学者，也不明白

他指的是哪家的观点。上述各类术语和熟语，不

是不能用，而是应当具体地明确地用。而今的批

评文本，动不动就有一堆空洞术语堆砌在文章

中，没有解释和铺垫，不知所云。离开了性、

学、化、主义这类后缀词，一些从事批评的人似

乎就写不成文章。上述大词指涉的学术思想，批

评家当然应当了解以至精通，不过一旦使用，只

有将它们隐藏在具体论述的背后才是高手。

批评文本回避大词，应当视为带有纠偏作

用的口号，不能一概而论。即便是时代精神，也

不全然是过时的死词。半个世纪以前，周谷城提

出“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多元并存观点，就不空

泛，可惜一出来便被极左派学者痛批而夭折。还

有历史规律，用来评论已故的艺术形态，比如原

始彩陶、商周青铜器、战国漆器，也许能自圆其

说。批评家面对不同的对象用什么理论，应当顺

其自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运用批评理论一味

推崇显学，容易造成乏味的学术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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