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时代的学院艺术——吴洪亮访谈
The Academic Art That Embraces the Times—Interview with Wu Hongliang

吴洪亮  Wu Hongliang

摘要：在全球化发展的当下，地域之间的差异被

逐渐缩小、抹平。青年艺术家们面对大时代的洪流和

科技的发展，在愈发相似的背景中做出着自己的选

择。《当代美术家》与策展人吴洪亮关于青年艺术

家们对科技的运用、时代题材的把握等话题进行了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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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re gradually narrowed and 

eras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Facingthe flood of the great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oung artists are making their own choices in 

an increasingly similar background. Contemporary Artists had a dialogue with curator 

Wu Hongliang, discussing the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young artists and 

themes reflecting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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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您作为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

人，以更宏大的国际视野来看，今天中国青

年艺术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

吴洪亮（以下简称“吴”）：其实我觉

得今天优势和劣势都谈不上了。今天已经非

常全球化了，尤其是“90后”这一批艺术

家，他们在艺术的舞台上已经初见端倪。当

然作为年轻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还有一些不

够成熟，可能还有一些资金和时间方面的限

制，完成度有一些弱，但想法基本都呈现出

来了。我觉得他们的一些想法，以及作品最

终呈现的状态，都是有很多亮点的。

以我接触到的年轻的国内外艺术家来

说，我越来越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了。以前东方、中国和其他地方有太多不

同，我觉得今天大家基本上处在一个平行的

平台上进行交流，一件作品被挂到网上，大

家都可以看得到，网络的发展抹平了地域间

的差异。中国艺术家也好，其他国家的艺术

家也好，大家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体系

中，不少人吃到了国家发展的红利，这是我

们的优势。当然很多年轻人还是觉得没有

钱，连创作的资金都没有。当一个赚钱的艺

术家，还是理想的、更具实验性的艺术家，

这是个人选择。越国际化，选择也可以越个

人化，艺术家可以自己选择更实验性，还是

偏商业性的发展方向，这两种选择不是全部

割裂的，也有并行的部分。作为今天的中国

年轻艺术家是幸福的，年轻人应该有效利用

现在的形势。现在中国给艺术提供了更多的

空间、资金的支持，包括各种青年项目，艺

术家们应该把各种平台充分利用起来。

当：前几年的青年艺术作品，主题普遍

与个人经验和内心情绪有关，有人认为缺乏

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是青年艺术的一

个短板。而近期的青年艺术作品中，出现了

更多关注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作品，这是否

体现了青年艺术的成长与新的发展方向？

吴：我很希望青年艺术有这个方向，

至少现在可以看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

写过一点文字，把它称之为“小我”和“大

我”的关系。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置

疑，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小时代，在这个

小时代里安逸地过下去了。现在我觉得不是

了。完成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工作

后，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有趣”是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现在

全球面临一个新的纠结——全球化受阻，各

种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出现都在提示我

们，在未来的10年、20年可能无法再继续停

留在“小我”的世界了。我们无法选择自己

生活的时代，但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

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如果有这样的愿望

去拥抱大时代，用自己的眼睛和艺术的能

量做出反应，甚至改变它，当然是件非常

好的事情。

画过《矿工图》的周思聪和只画小孩、

荷花的周思聪是不一样的；画过《格尔尼

卡》的毕加索和没有画过《格尔尼卡》的毕

加索是不一样的。作为艺术家，在某种程度

上有必要关注一些大问题，把自己置身于一

个大时代体系中思考。当然这不是对每位

艺术家的要求，但是如果艺术家有表达的

冲动和愿望，可能对艺术来说会显得更重

要一些。

当：近几年青年艺术家们创作的跨媒

介作品和装置作品有了更多的科技元素，

您觉得这和现在国内学院教育的改革有没

有关系？

吴：肯定有关系。艺术的表达方式、传

播方法今天已经如此丰富了，我相信大多数

的年轻人喜欢用更不一样的呈现方式。这几

年我参加过很多青年艺术的评选活动，评委

们开玩笑说最吃亏的就是那些架上绘画的作

品了，能入围前五、前十非常不容易。一个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动的东西一定比静

止的更吸引人，至少能瞬间抓住眼球。这几

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老了，我有时候可能

会面对一幅20世纪的油画或者国画看很久，

画面后的底层力量在眼睛和思维中泛起，这

股力量在提示我们，艺术除了冲击力和吸引

眼球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希望通过艺

术家的创作和展览能把这份感受传递给观

众，这才可能会有一个更长远的美术史，或

者在历史中体现这件艺术作品的价值。很多

作品简单地运用高科技，显得好像很高端、

前沿，这种作品是特别容易被消费的。如果

作品只有技术，没有精神性的核心支撑，打

开它科技的外壳里面只有空气，那么所有的

“高科技”都会变成“低科技”，只看艺术

作品中的科技就很可笑了，这完全没有意

义。如果哪件作品强调拥有某种技术，而不

是艺术作品系统中的存在价值，它必然会被

淘汰。今天年轻艺术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处

理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既重要也没有那么重

要，是不是有效、完整、极致地把思想内核

呈现了出来，这才是重要的。

当：青年艺术家们面临的创作选择更

加丰富——发达的资讯使他们更早地接触到

了不同的创作方式与作品媒介，在这样的背

景下，传统架上绘画和雕塑的作品更加显现

了青年艺术家对艺术语言与本体的坚持与探

索。他们的探索有没有打动您的地方？

吴：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把绘画和新技

术对立起来。一幅传统的水墨画会打动你，

可能画面中只有几块石头一片叶子，就这么

几笔，笔墨的魅力足够让你兴奋，所以有

人愿意在这条路上坚持探寻。尤其在中国绘

画系统中，这可能是最核心的部分，而“创

新”有另一层含义。中国画一千年的历史告

诉我们，图式上的创新也许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笔，是否能把能量留在

纸上，还可以让别人看明白。所以中国画

系统中的创新和西画系统的创新，是各行

其道的。

当：青年艺术家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组

成群体与后备力量，奖学金制度与青年艺术

评奖是推动、激励青年艺术创作的有效助

力。您觉得除了经济方面的奖励，此类活

动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给予青年艺术家们有

效的支持？

吴：我觉得更大的层面是精神上的。从

事艺术行业的人，经济上的穷是最常面对的

问题，但直接的经济支持能救一时，能救一

世吗？获奖的那份荣誉可能给他一份信心，

这是更重要的。作为前辈也好，奖项也好，

选择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艺术家是核心的

概念和标准，在这样的评审系统、资助系统

中找到年轻艺术家的具有未来感的可能性。

平台搭得越高，给艺术家的信心就越大。也

许因为获得了一个奖项，本来想回家做个公

司的小职员，突然发现我也许真的能当艺术

家，在未来就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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