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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人来考查你对批评的批评对不对。

……

还可举出若干类型，但皆如四川谚语所说：

“脱了裤儿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这等

恶心事还是点到为止。本人既无嗜痂之习，更无

品味“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兴趣。中国当代

批评之怪现状，与有司管控媒体、社会缺失监督

以致诚信不再有关，更与当代艺术以黑市交易和

江湖交道为中心的名利场有关。“滔滔者天下皆

是，其谁能易之？”真正的艺术批评在今日中

国，只能是两千多年前别人对孔子的评价：“是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

现在人皆说多元，“元”者何也？甲骨文

中的“元”字，乃是人上有头，“元”即人有头

脑。多元之谓，就是思想意识有不同的出发点。

一个批评家不管谈论什么，必须有其批评意识的

出发点即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批评家应

该也必须是理论家，起码应该用一个理论家来要

求自己，并且还得不断反省、追问和论证自己所

由理论的正伪。此乃批评之道、批评家之道。至

于策展，那是批评的实践方面；至于市场，那是

批评的外围部分。前者和批评的关系有如两圆相

交，只能有部分重合；后者和批评的关系，则如

两线相交，只能有一个交点。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很难理解2011年11月

27日一群批评家在芜湖发表的宣言，提倡“艺术

批评的低碳化”（用正确术语作喻体并不保证本

体的正确性），号召“反对‘大词化’、‘哲学

化’、‘老外化’和‘翻译化’的艺术批评写作

风气”，“用朴素的语言回到艺术现场，回到艺

术作品与艺术家本身。”——表面看来似乎有

理，实则大谬不然。此言明显针对批评的理论化倾向。理论研究难免大词且

需用哲思，更要借重西方现当代思想资源和翻译文献，此乃历史之必然，不

是什么“高碳化”问题。艺术批评的出发点不是艺术现场，不是艺术作品，

也不是艺术家本身，而是批评的理论基础及其分析方法。读一读罗杰·弗莱

和阿恩海姆论塞尚、海德格尔论凡·高、萨特论贾科梅蒂、福柯论马格里

特、阿瑟·丹托论安迪·沃霍尔的文章，你就知道哲学之于视觉的意义，

知道什么是鞭辟入里的批评。在中国艺术批评界缺少多元理性，缺少理论

研究，缺少思想分析方法的时候，诸位同仁不去反对批评的低俗化、浅薄

化、市侩化和功利化，却来大张旗鼓地反对“哲学化”，岂非咄咄怪事。阿

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谈到当代艺术的根本变化，就是哲学对艺

术的入侵。当代艺术尚且因为哲学对艺术的介入和艺术对哲学的介入而走向

观念化，当代艺术批评家却来反对批评的哲学化，真不知是何道理？至于语

言是否朴素，那是各有所好的事儿，华丽或深奥的语言同样可以写出很好的

批评文章，只要言简意赅，并非就是“高碳化”而应该加以否定。以上所列

几位大师的批评文章也不是“朴素”二字可以囊括的。

面对中国艺术批评之怪现状，我别无他求，只要求自己对艺术现象多作

仔细的筛选与分析，对艺术理论多作认真的考查与研究，而对批评本身则当

以论为据、以象为例不断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以期多少能写出几篇好

文章而已。

批评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项独立而伟大的事业，不是艺术的附庸、艺术

家的附庸，更不是艺术庙堂、艺术江湖与艺术市场的附庸。中国批评家之最

高追求，应该是在批评理论和思想方法上有所建树。此言确否，愿候方家指

正。（2012年5月7日  重庆黄桷坪桃花山侧）

公民言论自由是宪法及宪政原则赋予的权利。一个人要以艺术批评的名

义言说什么，只要不是法律所限的造谣诬陷、侵犯隐私及毁坏名誉，似乎都

是可以的。尽管言及他人，还应有道德界限，但道德是软指标，是社会公认

及自律的心理—行为准则，在批评活动中往往不是当事人可以他律的。因此

言说者一旦不予自律，就可能抢得舆论先机，占据有利形势，利用传媒放大

效应而拔得头筹。

这是一切机会主义“批评”的机会，也是真正艺术批评不断被污名化

的原因。中国批评界尤盛，因为中国人正在经历一个丧失价值理想和道德底

线的时代。有两句流行话语可以证明，一句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另一句

是“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背后还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只要能赚

钱、能出名、能抢摊、能搞定，等等。

“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时逢春暖花开，景观随处可见：

一曰眼线批评：

眼线不只是克格勃线人，也是视觉文化的组成部分，当有自觉不自觉，

主动很主动、官方伪官方之分。从小处着眼者专投在位官员之所好，放大艺

术禁令，如鹰似犬，或告密或泄密四处搜寻。一旦有所斩获，便极尽歪曲污

蔑之能事。笔者不久前便遭遇一小报告，打至文化局，说我在《重庆美术》

的文章附图：“此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全裸的女人下体插有男人的生殖

器”，好家伙，这还得了！再去看法国画家阿利卡这幅画时，方才明白为人

眼线，其视觉方式的确与众不同。明明画家为了扩展空间表现，让画中女性

坐在镜前，镜中自然反射出女人正面与坐凳边缘。此人竟把横着的凳沿看成

了竖着的阴茎，瞧瞧这视觉反应和心理想象！更有甚者乃是从大处着眼，最

懂得官方口号和官家需求。大谈中华传统之如何光荣正确伟大，大谈二十一

世纪是中国世纪，大谈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文化强国、艺术强国之战略决

策，一心只想统治当代艺术，大有非我族类即杀无赦的规划布局和心思安

排。诸位别以为文革过去30多年了，中国社会中想在文艺界一统天下以及为

了一统天下而党同伐异者大有人在，不可不察。

二曰冷箭批评：

如今网络方便，随便弄个名头，即可上网骂人。人说枪打出头鸟，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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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黑枪，打了鸟还能藏身。匿名批评的最大好

处是骂了人，别人还不知道是被谁骂的。你在暗

处人在明处，你可以鸡蛋里挑骨头而人家却不知

道你下蛋没有，更不知蛋在何处。更妙的是还可

让其他人多少猜出是你，但又不能完全确定。这

样既可以私底下勾兑江湖，又无须对所批负责。

即便是打黑枪打不着点、放冷箭放不中的也没关

系，匿名是最好的护身符，除了丧失诚信，不会

有任何损失。泄私愤可也，图报复可也，还管

饱，可以尽情发挥，一泻千里。万一歪打正着，

哪篇文章有了名，以后再来认领也不迟，说不定

还有再轰动效应。这叫做“扔出石头不过河“，

只要能砸死趟水的人，还用得着你去涉险么？

三曰扯淡批评：

身在传媒时代，让人知道很重要，哪怕是胡

说八道，也一定要在场，特别是在北京的场。别

人谈什么不必在乎，看不看、懂没懂都没关系，

现在的人哪有心思去分析文章，逮着个题目先一

盆脏水泼过去。只要是“搅局”，肯定会有人

“关注”，有人叫好——你要相信中国社会，从

来不缺少“帮凶”和“帮闲”，况且今天扯淡的

人不少，不乏同道。你只管拉扯，拉上名人，扯

进话题，你就始终人在江湖身在现场，不会淡出

的。如果别人发现你压根儿说不出什么道理，也

没关系，你可以说这是有感而发，反对大词化。

这样既可搪塞众口又可避免理论追问，何乐而不

为呢？扯淡批评用不着费力读书，用心思考，只

要道听途说加上冷嘲热讽，保管有人喜欢。实在

没辙了，就说批评的坏话，做批评的批评。要知

道在中国艺术界，骂批评家永远没错，也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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