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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批评家奥里瓦曾说过，批评家应是艺术家阵营里的敌人。当然，

奥里瓦的意思并不是说批评家要与艺术家成为真正的仇敌，而是说批评家应

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实际上，近年来艺术界对当代批评多有诟病，指责最多

的就是批评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过，就批评的失语而言，原因似乎很

多，既包括批评家自身的个人原因，如是否有敏锐的洞察力，是否有艺术史

的背景、是否有自身的批评方法论……，也与中国的艺术、文化、市场环境

密切相关，例如批评机制并不完善、艺术批评与艺术市场无法保存必要的距

离，等等。这些原因似乎都可以导致当代美术批评的失语。

历史地看，批评的失语不仅与批评家在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的转变

有关，而且与中国当代艺术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息息相连。中国当代美术批

评起步于80年代初，与“新潮美术”一起成长。此一时期，美术批评家和艺

术家大多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他们身处同样的困境，有着共同的追求：反

抗一元化的艺术体制，渴望现代艺术，追求文化、思想上的启蒙。于是，批

评家积极地参与到当时的现代艺术运动中：组织艺术团体，策划展览，召开

各种学术研讨会、汇报会，如“珠海会议”、“黄山会议”等。客观地说，

“新潮美术”的辉煌是离不开当时那批批评家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的。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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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那时的美术批评已潜伏着许多危机，如批评

的权重性、批评家的圈子化、江湖化，以及批评

缺乏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支撑等等。进入90年代

后，这些问题开始慢慢显现出来。

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标志着“新潮”美术走

向了衰落，同时也意味着当代艺术批评结束了自

己的黄金时期。1992年，伴随着邓小平“南巡讲

话”所形成的开放性文化情景，中国当代艺术走

出了沉潜状态，不过，伴随着“新生代”、“政

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的出现，当代批评

的话语方式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且，“新

潮”时期所形成的批评格局早已分化，原有的批

评阵营分崩离析。一部分批评家出国了，有的选

择留学，有的定居海外；一部分进入体制，如大

学（包括美术学院）或国家相应的美术创作、科

研机构；一部分为非官方的艺术机构工作。尽管

批评家们所从事的工作与美术创作仍有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但是由于各自属于不同的阵营，因而

也决定了他们在从事美术批评时，所持的批评立

场，采用的批评方法，掌握的批评标准，想达到

的批评目的将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一个明显的

变化是，80年代那种精英主义的、宣言式的、宏

大叙事的批评被个人化的、微观化的写作所取

代。而且，批评所依赖的如前卫vs.保守、边缘

vs.主流、精英vs.大众、现代主义vs.现实主义的

艺术逻辑，已被新的批评语境所代替。和80年

代比较起来，当代艺术在90年代除了要强调自身

的反叛性外，还面临着全球化而来的后殖民思潮

的侵蚀，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多重冲击。

而且，艺术与市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身

份、前卫艺术的生存策略、国际展览体制等诸多

的问题都需要当代批评及时的做出反应。正是在

这样的语境下，与全球化相关的后殖民问题、

“中国经验”、“西方中心主义”，与大众与消

费相连的“媚俗”、“波普”，与艺术市场与展

览相关的“市场机制”、“国际规则”等变成了

新的批评话语或学术论题。而它们又大多围绕着

本土化vs.全球化、东方vs.西方、文化保守主义

vs.后殖民等文化逻辑展开。尽管90年代的批评仍

然十分活跃，但一个不能忽略的现象是，当代批

评再也无法拥有像80年代那样的话语权力。话语

权力首先消解于批评家的分野。其次，90年代为

主导的消费社会，以及在实用主义与犬儒主义盛

行的情况下，再以无法为文化理想主义提供依存

的土壤，与此同时，80年代那种具有“整一性”

的启蒙文化或现代文化开始面临着被各种碎片化

的文化所解构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批评

将丧失在“新潮”时期所具有的运动意识与学术

上的号召力。

2000年以来，当代艺术赖以依存的社会文化

生态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这也必将对当代批评

产生影响。从外部文化生态来看，几个变化值得

关注：1、“当代艺术”的内涵与外延均有了质的

转变。在80、90年代，当代艺术的内涵及其文化

取向是它的前卫与反叛性。但是，90年代末期以

来，当代艺术的前卫性、反叛性便遭到了各种机

会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的剥落与吞噬。今

天的当代艺术在“政治正确”的诉求中，正在日

益丢掉自己的本质，丧失自身最为基本的文化批

判立场。2、展览体制和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

的转变，即双年展、艺术博览会、各级美术馆等

机制的逐渐成熟；3、从2004年以来，尤其是以

2006年为标志，当代艺术进入了全面市场化的阶

段。4、2007年以来，政府部分艺术机构加速了收

编和接纳当代艺术的进程，并力图将当代艺术与

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予以推广。和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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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区别是，2000以后的当代批评无法给人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更不能

找到相对一致的文化立场与批评意识。批评似乎已被资本所支配，被政治话

语所控制，被机构所操控。在没有批评机制保障的情况下，批评家不得不依

附于机构，受制于资本，屈服于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是无法真

正“独立”的，他们不是作为策展人，就是成为画廊的经营者，或者变成艺

术品经纪人。

不难看出，和80年代相比，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文化生态已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将批评“失语”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批评家是有失偏颇

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批评界就不应该反思批评自身面临的问题。正

如前文所言，80年代批评中存在的权重性与圈子化问题，90年代批评中过于

倚重西方的后现代批评话语，以及2000年以来批评的功利化、市场化等等，

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事实上，就批评界内部而言，在一些基本

的问题上也并没有达成共识，如什么是当代批评？当代批评的话语方式与价

值尺度是什么？什么是当代批评的问题意识，它与艺术史、艺术理论应保持

怎样的关系？当代批评是否应形成自身的学术共同体和学科意识。2011年11

月，几位艺术批评家在芜湖清谈，“提倡艺术批评低碳化”，并形成了《芜

湖宣言》。应该说，《芜湖宣言》表达了部分批评家的良好愿望，但从内容

上看，它们仍停留在批评工具论或批评实践的层面，无法触及到当代批评面

临的危机，也无法有效的回应批评“失语”的问题。就个人来看，要真正解

决批评“失语”，我们就需要重视方法论的建设，建构当代批评的学科意

识，更重要的是，批评界应形成自身的学术共同体，应坚持和守护基本的当

代批评的价值尺度。

方法论的缺失一直是中国批评界急需解决的问题。所谓的方法，是要

求批评家在进行批评实践时，他们所采用的研究

方式不仅要有一种独立的、系统的批评理论作为

支撑，而且要有一种独特的、自由的研究视角。

而方法论则以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为依托，以批评

实践为存在的方式，以大胆的求证为手段，以开

辟新的批评课题为目的。讨论批评的方法论实质

也是在讨论批评的标准问题，尽管方法论和批评

标准并不是同一回事。然而，方法论的缺失必将

导致批评标准的混乱，后果之一便是将批评庸

俗化、功利化——这恰恰是中国当代批评界的现

状。

当然，方法论并不是那种简单地“以理论

去套作品”的手法，而是指建立在艺术理论上

的、一种有学理背景和独特批评视角的批评方

法。以马奈的《奥林匹亚》为例，在文学家左拉

看来，它是一幅杰作，也是一幅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绘画，因为纯粹的语言性表达恰好是对传统绘

画那种文学化的、宗教化方式的超越。相反，在

当时官方批评家的眼中，《奥林匹亚》一画则是

低级、下流和色情化的作品。显然，这种截然不

同的批评观点主要是由于批评家所持的批评立场

和采用的批评方法是相异的。前者的立场是前卫

的，后者却是官方的；前者所持的是一种现代艺

术的批评方法、后者采用的是一种官方沙龙的评

判标准。即使是同一幅画，如果我们采用女性

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解读，我们不难发现，画面

中心的“奥林匹亚”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男性观众

的“凝视”中，她的出现仅仅是一种“它者”的

存在，正是这种“缺席的主体性”使她成为了满

足男性“欲望消费”的对象。不难看出，由于批

评方法的相异，批评家的结论自然有所不同。当

然，主张方法论并不就意味着批评家可以任意的

选择和使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在这里还存在一个

问题，即任何的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所谓成功的

批评方法是指批评家所采用的方法与他研究的对

象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衡量一个方法

有效的标准不在于你所采用的方法是最前沿或是

传统的，而是看你采用的方法是否能推导出一个

全新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又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并且对美术批评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当代美术批评应建构

自身的学科边界与学派意识。我们可以达成共识

的是，只有进入学科化的阶段后，当代批评的价

值与学术成果才能真正得以结晶化，才能在谱系

学的意义上呈现当代批评的观念是如何衍生与嬗

变的。而一旦从批评观念嬗变的角度入手，我们

就能够找到一种更为清晰的、历时性的，理解与

阐释当代艺术的角度。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艺

术界率先将批评学科化，那就是将格林伯格的形

式主义分析与现代主义批评作为一种遗产保留了

下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艺术学院，

也包括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均开设了与当代批评

或文化批评相关的课程。简单地说，所谓的学科

化，就是要确定当代批评的研究范围、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以及它的学理基础、知识结构与

学科边界等，同时也包括批评阐释与文本写作。

虽然中国当代艺术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

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的中国艺术学院或大学开

设了与当代批评相关的课程。很显然，学科化的

缺失将阻碍当代批评进一步的发展。

顾名思义，“学派”特指一个由哲学家、

艺术家或作家组成的学术群体，其思想、作品和

风格显示出相同的渊源和影响。对于美术批评来

讲，学派可以以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所持的理论体

系来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如在西方的批评学派

中，像我们熟悉的伯明翰学派、芝加哥学派……

便是以研究对象来形成自己的批评传统的；像法

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更

多的是以一脉相承的批评方法来建构自身的理论

体系的。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福柯、德里

达、巴塔耶为代表的哲学家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

批评范式，即追求一种独立的、哲学化的、文本

化的写作。此时，文本是完全自律的，但意义却

是开放的，它不仅可以与艺术创作完全分离，而

且同样形成了自身的学派。当然，这种区分并不

是绝对化的，这就像本雅明研究“机械复制时代

的艺术品”，阿多诺执着于对现代艺术美学理论

的研究，而哈贝马斯则侧重于对“现代性”的研

究一样，尽管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由于

他们整个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同一性，因此也不

妨碍他们共同属于法兰克福学派。

然而，中国还没有真正独立的批评学派。

我们和西方的不同在于，艺术界并不以学派的方

式来对批评家进行划分。我们习惯的方式大致有

两种。一种以具体的艺术领域为划分的依据。例

如，就油画、国画、雕塑和观念艺术等不同的领

域来说，某某批评家如水天中是油画领域的批评

家，孙振华是雕塑领域的批评家，皮道坚是水

墨领域的批评家，廖雯是女性艺术领域的批评

家……。当然，这种以研究领域里来区分批评家

的方式肯定是科学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未来美

术批评便会朝着这种专业化的领域方向发展。所

谓全能式的批评家是不存在的。并且，未来的美

术批评会对批评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即批评家不

仅是某一个领域的批评者，而且他也是这一研究

领域的专家。但是，在这里，有人也会产生疑

问，上文提到的批评家不是也在其他领域从事批

评活动吗？问题的关键正在于，由于批评家从事

批评的领域过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批评家建立

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造成了困难，而且这也阻碍

了批评家在同一个批评领域保持自身学术的先锋性，更重要的是很难形成自

己的学派意识。同时，另一种划分批评家的方式是，以批评家提出的某一种

艺术概念来进行区分，如“生命流”是批评家易英提出的，“理性绘画”是

批评家高名潞提出的，“中国经验”是批评家王林提出的，“政治波普”是

批评家栗宪庭提出的……。这些以某种相似的风格、形式、主题或某种共同

的审美取向来形成的艺术概念肯定有着很强的学术性。但是，这里也存在问

题，即这些不同的概念并不能保存自我再生的能力，换言之，当这些概念被

批评家总结出来时，它们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并没有在批评家其后的

批评体系中进行有效的延续，或者说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尤其是

近年来，“命名”成为了批评家话语权力生效的主要方式之一，如像“卡通

一代”、“70后、80后”等概念的提出便是最好的例证。和前面的艺术概念相

比，这些新命名更多是出于艺术市场的考虑，并不具有严肃的学术性。因此，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正是由于中国的批评家没有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相对西方

批评界而言），正是由于大部分的批评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备的批评系

统，所以，中国美术批评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批评学派”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当代批评的外部文化环

境，批评的话语与批评标准，批评家的主体身份等均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批评的“失语”一方面在于缺乏相应的批评机制，另一方面在于批评界需

要针对当代艺术不同阶段的发展做出及时的回应，并从批评内部解决自身面

临的问题。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重建首先需要建立在批评家

有自己的方法论上。方法论是提高批评质量和保持学术独立的关键，也是建

立批评标准和新范式的基石。但是，如果没有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背景，批

评家自然不会有自己的方法论；如果没有方法论为批评提供保障，批评的学

派意识也将无从谈起；如果中国批评界没有自己的批评学派和批评标准，尤

其是向学科化方向发展，我们既不能形成批评的学术共同体，也无力与西方

批评界抗衡，那么，最终的结果真会导致批评的彻底失语。美术批评如此，

美术理论研究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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