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首先对架上绘画受媒体时代影响

下的变革进行梳理，分析架上绘画在不同历史阶

段呈现的具体特征，通过对当代架上绘画呈现出

的多样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做探讨举例，从而阐

述图像时代对架上绘画的影响以及其在当下多元

化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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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ly sorts out the changes of easel paint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ge of media, then analyze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that have presen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easel painting.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and examples of the diversity, 

innovativeness and practicalness presented by easel painting,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influence on easel painting in the age of image as well as its diversified look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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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

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

的关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对某个视觉世界

的滥用，即图像大量传播技术的产物，它更

像是一种变得很有效的世界观，通过物质表

达世界观，这是一个客观化的世界视觉。1

“新绘画”是 2000 年以来中国当代艺

术史中重要浪潮之一，一直到 2008 年“新

绘画”成为这个时期当代艺术现场的热点，

它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代艺术的社会

学、政治化、符号学潮流的陷阱中逃离了出

来，其图像方法和观念实践成为那个时代美

学与政治的某种缩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能

够拒绝当代艺术学术和市场主流的模式，这

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姿态，瑞士独立策展人

格哈特 · 塞曼说：“当态度成为形式” ，

此刻“图像”便成为了“态度”。“新绘画”

的一代大多是实验主义者，是拒绝被同质化

的新一代，对于他们来说图像就是观念，

“图像生产者”意味着绘画是观念化的思考

与实践，“图像写作”意味着题材不可重复，

图像的叙事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观念

性的绘画成为一种实验的方向，绘画不再是

符号化的批量生产，这是“新绘画”对当代

艺术图像方法上的重要贡献，他们与上一代

艺术家面临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困境是不一样

的，如果说“85 时期”和 20 世纪 90 年代

初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与历史和社会的肉搏，

那么“新绘画”的一代一开始就面临着互联

网时代图像泛滥的景观社会的迅猛到来，他

们的图像方法一开始就带有分析性、虚拟性

和观念性的成分，因为时代背景已经彻底地

变了，显然他们的方法和工具也随之而改变

了，处在“景观社会”和“图像生产”的交

锋关系之中，像一群时间的赌徒充满了不确

定性……

20 世纪 80 年代“宏大叙事”的现代主

义诉求和 90 年代的符号化的政治神话的远

去，集体主义潮流的不复存在，发生了从集

体主义经验到个人经验的转换。生命的个体

差异取代时代、国家、地域的“宏大叙事”

的历史经验。“大众文化与微观政治”  时

代的来临，谁也把握不住这个时代的整体，

我们只是成为无数的碎片中的一环。“微观

叙事”的到来，剩下的是艺术家的个案，那

些从现场里生长的具有普遍性的当代艺术经

验和方法论，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品质。2

代文化中心，而都市中的人又在种种异化的

文化力量前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必须返回

起点，从人的生命需要和精神需要出发去思

考艺术的价值。 3

四川新一代艺术家的崛起，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沈晓彤、忻海洲等人为代表，与

上一代的何多苓、张晓刚等人的作品相比，

视点从肢解和拼接的超现实主义造型转向作

者自身的现实场景，内涵从大文化转向艺术

家自身现实的关注。4

以上是1992-1996年期间川美“新绘

画”艺术家们的一些重要展览，其中“切

片”与“陌生情景”展览的艺术家们当时已

经毕业或者留校任教了，其余艺术家都是

在毕业时做的展览，这几个展览其实都有

某种共性：1）关注身边的日常经验，个人

经验，去政治化倾向。2）都市人文主义倾

向，关注消费主义盛行的流行文化和荒诞

艳俗的现实。 3）注重一种绘画的观念性实

验，不是寻求符号化的绘画。4）从现实世

界转向了虚拟的景观社会，对绘画语言进行

陌生化、异样化处理。我们可以把这些早期

的实验视为“新绘画”艺术家们播下的一粒

粒种子，在他们后来的观念、语言实验中，

我们可以找到其来源，也可以看到当时四川

美术学院青年教师的王林、张晓刚、朱小

禾、陈卫闽等身体力行的当代艺术实践，为

“新绘画”艺术家们带来了榜样性的力量。

八九年以后，中国艺术在此基础上发生

一系列根本变化，外在原因是单纯、冲动的

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受阻，内在原因是经过

冷静反思新潮美术的过程，中国当代艺术开

始进入自觉状态。表现之一就是艺术对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多种联

系兼存并容，不再仅以反批判性为结合部。

表现之二就是在认同西方艺术文化的同时开

始致力于建设独立性的中国当代艺术文化，

注重前卫性和本土化的关系，切近中国人的

生存经验和艺术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呈现

或揭示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5

1993年王林在四川省美术馆为毛旭辉、

王川、张晓刚、周春芽等策划的“中国经验”

展，可以视为 20 世纪 90 年代西南当代艺

术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节点，对历史和当下

的生存经验的深度表达，成为了西南当代艺

术的特质，他们既是这个区域当代艺术杰出

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中国经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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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艺术浪潮的流变，新媒体艺术

成为未来的主流，“新绘画”不再成为当代

艺术的一个主要的现象，时至今日我们可以

在一些展览上看到“新绘画”一代的一些消

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从 20世纪 90

年代的孤独实验，到 2005- 2008 年市场

的热捧，到今日的沉寂，这也是一种变化的

必然，是艺术史的规律，没有任何人会一直

在潮流之中，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

表，就像是一场重要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

那些光荣与梦想的时刻却被历史所遗忘，尘

埃落定时，我们可以冷静理性地来讨论和思

考，“新绘画”曾经在当代艺术浪潮中做过

什么，在观念和方法上有什么样的革新，他

们在哪里？

我想通过讨论“新绘画”的展览史、观

念与方法、空间中的实践等来梳理这段尘封

的往事，把“新绘画”放在一个转型期的历

史语境中去讨论，让他们曾经的学术实践能

被后来者所知晓。今天当代绘画的评价系统，

往往以拍卖价格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数，所

以“新绘画”其实既不在学术的评价系统中，

也不在商业拍卖的系统中，这是一个很尴尬

的事实。我们如何去发现那些隐秘的史实，

如何重返 20 多年前“新绘画”的观念与实

践现场，去呈现他们的工作方法与学术价值，

去讨论“新绘画”遇到的困境，这是我在本

文中要讨论的问题。

“新绘画”展览史 1992-2008

A．1992-1996 年

1992 年“今日状态· 1992” 参展艺术家：

俸正杰、曾浩、余极，学术主持：王林，地

址：四川美术学院陈列馆；1993 年“O 画

室作品展” 学术主持：王林，参展艺术家：

刘文彬、秦朗、唐涛、何晋伟、谢南星，地

址： 四川美术学院陈列馆；1994 年“陌生

情景”策展人：王林，参展艺术家：郭伟、

郭晋、忻海洲、张濒，地址：四川美术学院

陈列馆；1994 年“切片”参展艺术家：陈文

波、封胜、杜峡、何森、尹睿林、赵能智， 

地址：重庆市中区教师进修学校；1996 年“个

人经验”，策展人：王林，参展艺术家：廖

一百、杨冕、张小涛，地址：四川美术学院

陈列馆；

生活虽近犹远，如果它只是皮相，艺术

虽远犹近，如果它回到人本。在都市成为当

30 31

Special Topics
话题



场刊成为“新绘画”艺术家们私下学习当代

艺术现场的重要文本，西南艺术中的历史深

度体验与沉思，多年后在一些“新绘画”艺

术家的作品中依然保留着这种精神上的血缘

关系，这也是四川当代艺术代代相传的原因。

年轻艺术家与上一代艺术家之间是一种“手

递手”的温暖传递，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不是权利等级的划分，也不是俄狄浦斯式的

“弑父”，而是一种静默的传承。我们通过

早期“新绘画”的展览史，也可以考察早期

20世纪 90年代西南当代艺术的嬗变，发现

其实是有“一脉单传”的暗线，甚至有些口

传心授的“地下党”意味。

B.1999 年

“视觉的力量——上河美术馆学术邀请

展”，学术主持：黄专，策展人：张晓刚，

参展艺术家：陈文波、陈亮、郭晋、廖海瑛、

何森、忻海洲、钟飙、张小涛、赵能智 ,  地

址：成都上河美术馆。 

1996 年张晓刚从重庆移居到成都玉林

小区，1996-1997 年张小涛、谢南星、杨

冕先后开始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1999 年

陈文波迁居北京，何森、赵能智迁居成都，

而此时的上河美术馆就成为了西南当代艺术

的最前沿的实验场，也是当年西南年轻一代

艺术家走向全球化征途的“国际机场”。

1999 年上河美术馆的学术邀请展就是一次

“新绘画”一代不同凡响的集体发声，有不

少的艺术家通过这个展览的推荐走向了更加

广阔的国际当代艺术系统，2000 年之后其

中一些艺术家陆续移居到北京生活与工作。 

此展张晓刚作为展览的策展人，学术主持黄

专写了《视觉的力量》的文章。

在“视觉力量”这个题目下展出作品的 

12 位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艺术问题、艺

术目标和艺术趣味上存在什么共同点，恰恰

相反，共同展出的理由倒是因为在他们的艺

术中缺乏那种标本化的一致性，他们不反映

任何潮流，任何时代性的精神，也没有任何

可以归类的派别特征，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

通的东西，那仅仅在于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

某种视觉自治的要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中视

觉创造的独立性正在被各种虚拟的艺术权力

和伪造的命题所篡夺和侵蚀，当代艺术在文

化上的积极意义也正在被它的相对主义、拜

金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消极后果所限制，对西

方强权的身份依赖正使它堕入纯粹策略性和

犬儒性的陷阱。在今天，摆脱中国当代艺术

图解式的政治命题、社会命题和文化命题甚

至成了它真正实现自己的政治命题、社会命

题和文化命题的一个必要前提，而从当代艺

术的自身逻辑出发设置自己的艺术问题，强

调视觉创造的自治性和独立品行自然地成为

解决中国艺术问题的一种新方案。6

黄专称这些“新绘画”艺术家们的工作

是一种“视觉自治”，他认为这些艺术家在

摆脱一种犬儒主义的政治化、符号化的潮流，

他们试图以一种“图像写作”的方式来进行

图像生产，从艺术自身的逻辑出发寻找自己

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景观社会”

不期而遇，图像成为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每个人都遭遇到最严峻的现实，黄专有一种

先知先觉的洞察力，他几乎是早了十年判断

这些“新绘画”的学术价值，只是这个时候，

大家都还在一种自我实践中，真正走向国际

化的道路，还要在未来的时间中去检验。

C、2004 年

“中国当代绘画”，策展人：洛伦佐·萨

索利·德比安基，参展艺术家：俸正杰、付

泓、何森、李大方、李松松、石心宁、马六

明、邬一名、魏光庆、王兴伟、谢南星、杨

千、曾梵志、曾浩、张晓刚、张小涛、周铁海，

地址：意大利博洛尼亚银行基金会。

此次展览由意大利博洛尼亚现代美术馆

馆长洛伦佐·萨索利·德比安基博士策划，

部分“新绘画”艺术家参加了这个展览，展

览画册的出版与传播为中国“新绘画”在

国际上获得良好的学术影响力、尤其米兰的

《Flash Art》杂志与米兰马蕊娜画廊的参

与对“新绘画”的学术和市场的推动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此展览早于 2006 年国际当

代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绘画的嗅觉，博洛尼

亚银行基金会也收藏了该展览全部作品，为

“新绘画”的国际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也可以证明“新绘画”的实践得到了国

际当代艺术机构的广泛关注。“新绘画”与

德国“莱比锡画派”有相似的地方：既有国

际化的视野，也有社会主义的美学特征与本

土化的内核，从绘画的观念和语言的角度上

来讲具有强烈的个人特征。

D、2007 年

“从‘新具像’到‘新绘画’”，策展人：

吕澎，参展艺术家：陈文波、俸正杰、郭晋、

郭伟、何森、李季、毛旭辉、潘德海、沈小

彤、唐志刚、忻海洲、杨千、叶永青、曾浩、

张晓刚、张小涛、赵能智、周春芽 ,  地址：

唐人当代艺术中心。

2007年由艺术史家吕澎在北京唐人当

代艺术中心策划的“从‘新具象’到‘新绘

画’”的展览是一次关于“新绘画”历史脉

络的梳理，从“85时期”的“新具象”再到

2007年“新绘画”时代，其实已经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此时中国已经加入WTO，

市场经济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市场

的迅猛发展，此时“新绘画”已经成为艺术

市场关注的热点。

“新绘画”的队伍日益庞大，这不仅是

当代艺术的胜利，“新绘画”的合法化不是

整体的。可是，这没有影响它的具体成长。

在两个体制并行的情况下，“新绘画”得到

的是富于生命力的市场的支持。尽管“市场”

对精神具有一般意义对毒素，可是，在那些

对艺术有真正认识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

比市场的发展更接近自己的目标，因为人类

的所有健康的力量都是为着一个目的，通过

对问题的不断揭示而走向至善——早年“新

具象”的成员和今天的“新绘画”成员在这

一点上完全是一致的。7

“85 时期”的西南“新具象”绘画充

满了哲学的意味与“生命流”的冲动，而此

刻“新绘画”面对的是全球化市场与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他们没有现代主义的沉重感，

而是强调以一种肉身化的经验，冷峻理性的

图像化写作来回应巨变的时代，把这两代艺

术家的工作放在一起展览，其实是一个很有

价值的对比，如果没有“新具象”的历史价

值，也凸显不出“新绘画”在当下的意义，

似乎他们之间就是精神上的“转世”。

E、2008 年

“革命依在继续：中国新艺术”，策展

人：姜节弘 ，参展艺术家：苍鑫、方力钧、

俸正杰、李青、李松松、李演、刘韡、缪晓春、

彭禹、邱节、沈少民、石心宁、孙原、王广

义、吴山专、向京、尹朝晖、岳敏君、曾梵志、

展望、张大力、张海鹰、张宏图、张洹、张

鹏、张晓刚、张小涛、张远、郑国谷，地址：

英国萨奇画廊。

此展可以视为国际美术馆系统与艺术

市场对中国当代绘画的一次重要认证，也

是国际当代艺术 2008 年的一次重要事件，

的，重要的是绘画的逻辑，这是2000年以

来“新绘画”艺术家的最大的变化，他们远

离了20世纪80年代的“宏大叙事”，90年

代初的“日常叙事”，2000年以来他们更

多的是一种“微观叙事”，一开始就背离了

政治化、符号化的绘画，把绘画作为一种图

像和观念的通道。“新绘画”与摄影和影像

的关系更紧密，这与新媒体艺术的观念和视

觉的冲击有关，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语言实验

中走向了上一代艺术家的反面。作为表征的

语言，语言既是观念，观念也是语言，图像

修辞方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

更注重工作方法，重建图像与肉身的联系，

偏离了社会学意义的含义。“新绘画”艺术

家作品往往是一种肉身经验的表达，是燃烧

的肉身，他们的图像不是苦思冥想的观念与

点子，也不是从社会主义历史记忆图像的挖

掘，比如“青春残酷绘画”就是对现场中人

性的血淋淋刺痛表达，是一种碎片化的记录

和见证，他们把绘画视为图像写作，媒介不

重要，重要的图像背后观念与方法。

空间中的实践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代艺术实践同时体

现出审美与政治的双重力量…… 9

“新绘画”的成长得益于 2001 年中国

加入WTO，随之成为世界加工厂，因为经

济的腾飞GDP高速增长，国际资本开始关

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随之中国的艺术空间

与艺术市场也开始剧烈的变化。 2002 年春

艺术家黄锐带领日本东京画廊的田畑幸人来

到了 798（原为 20 世纪 50 年代由苏联、

东德援建的国营 798 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

区所在地），打开废弃的空车间时尘埃飞

舞、满地狼藉，2002 年 10 月独立策展人

冯博一策划的“北京浮世绘”展览在北京东

京艺术工程开展，该展是 798 历史上第一

个当代艺术展览，打响了 798 成为一个国

际艺术区的“第一枪”。最早进入 798 的

艺术机构所承担的房租是 0.65 元 / 天 / 平

米，陆陆续续“长征空间”、罗伯特 TIME 

ZONE8 书店、“Art-  café”“料阁子艺

术家工作室”“时态空间”“百年印象”等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北京 798

最初的规划是电子元件城，后来由人大代表

清华美术学院教授李向群等人提议 798 作

为社会主义工业历史遗迹的重要性，798 艺

术区才得以保留。

2003 年在 SARS期间，冯博一与舒阳

策划的“蓝天不设防”的观念艺术活动标志

了 798 艺术区完成了一次转换和升华——

艺术区与公共空间、与社区之间有了互动关

系，并且艺术家也积极地应对社会事件。早

期进驻798的艺术家有：黄锐、徐勇、赵半狄、

吴小军、刘野、张小涛、马树青、石心宁、

苍鑫、付磊、毛栗子、陈文波、史劲淞、陈

羚羊、孙原、彭禹、刑俊勤、李松松、隋建

国等。早期 798 的艺术家们过着波西米亚

式的集体生活，大家在一起AA制轮流聚会，

讲段子，从日常聚会再到日常生活都很有一

种乌托邦的感觉，这是一帮逃脱体制来寻找

理想的人。什么是江湖？就是无组织有纪律

的生活。尤其非典期间艺术家之间不论是生

活还是工作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看作是艺

术家对这个时代的回应。非典期间的“蓝天

不设防”活动，2003 年春时态空间的“再

造 798”，以及 2003 年北京双年展期间，

时态空间的“左手右手——中德当代艺术交

流展”“水刀切割”、798 料阁子艺术家的

“摸也摸得也摸不得”工作室开放展等都给

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发现这与早期

艺术家在圆明园艺术圈的地下活动有了本质

的变化，当代艺术和社会之间变得更加互动，

并且社会和公众也对当代艺术不那么持反对

的态度，变得开放起来，宽容了许多。

2006 纽约苏富比春拍推出“亚洲当代

艺术专场”是中国艺术市场升温的巨大信号，

张晓刚的作品拍卖价格高达 97 万美金为中

国艺术市场吹响了号角。这是一个急剧变革

的全球化时代，空气中到处充满了铜臭味，

用“狼烟四起”来形容此时 798 的艺术空

间也不过分。尤伦斯、常青画廊、北京公社、

佩斯北京、林冠艺术中心、唐人艺术中心、

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意大利马蕊娜画廊、

德国空白空间等大型机构蜂拥而至，大家看

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蛋糕——全球化背景

下中国艺术市场的未来。这是一场盛宴，如

果我们把 2005 到 2008 这几年疯狂的中国

艺术市场比作一个原始丛林，上演的全是大

自然物竞天择的故事。

现在“全球”经济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理

所当然的事，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是要最大

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为追逐最高利润

而在全球范围内再次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

20 世纪 90年代初萨奇画廊在全球成功推出

YBA（英国青年艺术家）一代，所以这个展

览让人充满了联想。但是此展有强烈的西方

中心主义观点，以政治化的视点解读中国当

代艺术一直被学术界广泛的质疑，这也是西

方媒体对中国当代艺术解读的一贯视点，他

们不是从艺术自身的逻辑出发，更关心的是

作品的社会学意义，这也是一种把艺术作为

政治工具的偏见，作为艺术的政治和作为政

治的艺术是两个系统。2008 年 10 月美国

雷曼兄弟次贷危机爆发，国际艺术市场受到

重挫，2009 年萨奇画廊在香港开始抛售中

国当代艺术家作品，2011 年比利时大收藏

家尤伦斯在香港苏富比抛售中国当代艺术作

品 37 件，这也是当年国际艺术市场的一个

重大事件，可见“新绘画”艺术家们既参与

了当代艺术的国际化的进程，赶上了全球艺

术市场关注中国的黄金期，也经历了由于国

际经济萧条所导致的当代艺术市场的震荡，

这也是“新绘画”走向国际化征途的必然遭

遇。

绘画的抗体

20 世纪 90 年代末“新绘画”面临的

最大的语境变化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

的激烈变革、消费时代“景观社会”到来，

每一位艺术家必须面对变动的时代，可以说

“新绘画”是在一个时代和媒体都在剧烈变

革的双重困境下突围的，“新绘画” 的实验，

一开始就是走向了“图像生产”的观念化思

考，他们在“绘画的死亡”的语境与全球新

媒体浪潮“大兵压境”下绝处逢生。

我想通过对今天中国当代“新绘画”的

语言表征来揭示和呈现，在图像和语言下的

方法论和美学转向，以及中国当代社会的精

神症候。“新绘画”吸收了装置、影像、多

媒体、大众传媒等媒介的视觉经验，它们从

社会学、历史文脉、当代现场、像素图像时

代、网络、动漫、卡通、流行文化等方面延

伸，绘画的边界在打破，绘画以他者的身份

重新回到当代艺术的现场了。8

“知识谱系”与“图像谱系”成为“新

绘画”艺术家强调的观念和方法，他们的图

像不是来自于历史经验和记忆，往往来自

于现场与互联网中的碎片化经验，如日常生

活片段，他们追求的是“无意义、无叙事、

无符号”的“零度写作”，绘画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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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构我们多少世纪以来熟悉的社会与文

化。10

如果我们把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作为

当代艺术市场的分水岭，可以看到艺术区与

艺术市场都开始变得理性，比如尤伦斯艺术

中心、佩斯北京、常青画廊、林冠艺术中心

等机构都带来了高品质的学术展览。尤其是

一些重要的国际展览让我们体会到了国际化

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19 年全球

Artprice 数据统计，中国艺术品市场占到全

球的 18%，英国艺术市场占全球 20%，美

国艺术市场占全球的 44%，通过数据可以

发现，中国未来的艺术市场前景巨大。当然

艺术市场更需要规范和理性的回归，需要建

构理性的艺术生态和制度，这样才有真正的

未来。“新绘画”的部分艺术家也是在 798

这个艺术空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参与了这

个“艺术市场神话”的崛起的历史时刻，

798 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废墟，具有包豪斯风

格，这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是一个“激活的

丛林”，艺术家既是这里的演员，也是观众，

他们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洪流之中，这也是“新

绘画”的意义，他们不只是“图像生产”，

而是“空间生产”。798 艺术区现象是中国

社会转型的重要见证，也是作为全球化市场

与艺术区的缩影，2005-2008 年中国当代

艺术井喷现象也让“新绘画”进入到一个更

加广阔的国际流通与传播系统中，这也是“新

绘画”一代从 20 世纪 90 年代处于地下的

默默无闻，到 2000 年以来进入公众视野，

2008 年经历艺术市场的巅峰，再到今日的

沉寂，这个过程也是“新绘画”介入当代社

会现场实践的证明。  

“新绘画”的启示

今天我们回看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

2000 年川美“新绘画”一代，他们从 80

年代的“宏大叙事”、90 年代的“日常叙

事”转向了 2000 年以后的“微观叙事”，

这其实是一种“图像自治”与美学转向，是

“微观政治”与反符号化倾向的工作，虽然

今天的“新绘画”都不在权力系统与拍卖市

场作的体系里，他们的工作是被遮蔽了的，

2008 年以后艺术市场受到重挫，加之，国

际艺术市场的震荡和国际大画廊加入中国本

土艺术市场的角逐，本土画廊的力量显得式

微。虽然“新绘画”艺术家们的工作还在持

续推进之中，但是被学术界和市场的关注就

变得少了起来，这是一个必然，然而事物都

是在变化之中，我们可以“拣尽寒枝”梳理

历史，但是无法预知未来。他们作为历史现

场的回响，作为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的

工作有独立性的价值，此刻“新绘画”成为

了社会现场与艺术空间的中介之物。

关系艺术是一种将人类互动及其社会

脉络所构成的世界当成理论水平面的艺术，

而不限于只是宣称某种自治或私密的象征时

刻，这种艺术证实了对于现代艺术所操弄的

美学、文化与政治目标进行彻底颠覆的可能

性。为能从中描绘出一种社会学面貌，这种

演变变更为根本地源自某种世界都市文化的

诞生，以及该城市样式朝向文化现象总体的

延伸。11

川美“新绘画”一代曾经参与了中国当

代艺术的进程，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需要来重新去梳理和讨论，他们的图像方

法、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有什么样的贡献，这

些是值得后来者去思考和研究的。每一代人

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尘埃，但是传奇是不朽

的，我们如何向后来者讲述20多年前“新绘

画”的历史，这是一种学术的良知。2021

年3月艺术史家吕澎博士在四川美术学院美

术馆策划的“川美：‘新绘画’的一代”展

览、论坛及出版是一次重新发现，目前“60

后”“70后”“新绘画”的实践者们不在权

力和资本的系统中，他们用自己持续的观念

与语言实验默默地回应了一个时代的巨变。

这次展览既是关于“新绘画”历史的文献梳

理；也是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实验的过程；此

次展览是对中国“新绘画”的国际化、本土

化、独立性实践的反思与总结；是一次钩沉

“新绘画”往事的“事件”；是与20多年前

在巨变现场中博弈的“图像生产者”的一次

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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