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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

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优秀艺术家结合新的社会背景及文化需
要进行了开创性的艺术实验。这不仅使中国当代艺术逐渐作为一种新的传统而存在，也得到了国内外
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本书的宗旨，就是希望向广大读者客观而清晰地评介这一新艺术传统由成长到不
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其时间上限是1978 年，下限则是1999 年。（因受版面的限制，中国当代艺术
从2000 年到2009 年的发展历程将在两年后另行出书）与此同时，为了让读者能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出现
的前背景，本书也对“文革美术”与“后文革”美术创作有所介绍。
本书有两条发展线索，其一是文字部分，其二是图片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是传统艺术史写作方
法的延续，后者则既是前者的补充与说明，也可独自存在。具体地说，本书的全部图片都配有一定的
文字说明，而这样编排的目的是希望方便那些暂时没时间阅读纯文字部分的读者，可先看图片配文的
部分——甚至可以从任何一页看起，待以后有时间再回头看纯文字的部分。这无疑是一种后现代的阅
读方法，也更适合我们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全书共有五十二万多字，近五百幅插图，此外还配发了《中国当代艺术大事表：1978——1999》与“
作者简历”等，这也使本书具有工具书的功能是融学术性、知识性、历史性、文献性、直观性与可读
性于一炉的新颖之作，一方面适于艺术家、批评家与文化学者阅读，另一方面也适于具有高中以上文
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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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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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录
第一编反拨极“左”的艺术创作模式1978—1984
第一章简单与必要的回顾
一、作为重要背景的“文革美术”
二、文艺气候的突变与蓬勃兴起的群众漫画运动
三、新政治背景下的创作转向
第二章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变化
一、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美术界
二、民间美术组织与新的展览方式
三、上海“十二人画展”
四、星星关展
五、王克平
六、北京油画研究会
第三章回归真正的现实主义
一、相关背景
二、“伤痕美术”
三、“乡土现实主义”或“生活流”美术
四、罗中立
五、陈丹青
六、何多苓
第四章走向多元化的新格局
一、围绕“形式美”展开的讨论
二、吴冠中
三、机场壁画与袁运生
四、艺术创新尉为风气
五、周韶华
第二编对艺术现代化的追求1985—1989
第一章相关背景
一、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二、从“六届全国美展”到“黄山会议”
三、具有转折意义的“国际青年美展”
四、媒体新貌与新学术共同体的出现
第二章势不可挡的“85新潮”
一、蓬勃兴起的青年艺术群体
二、哲理化的趋势
三、北方艺术群体
四、“新具象”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
五、毛旭辉
六、江苏“大型现代艺术展”与“红·色旅”
七、“85新空间画展”与“池社”
八、张培力
九、“湖北青年美术节”与“部落·部落”
十、傅中望
十一、其他青年群体与青年展览介绍
（一）江苏“新野性画派”
（二）徐州现代艺术展
（三）湖南青年美术家集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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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北“米羊工作室”
第三章令人瞠目结舌的“另类艺术”
一、反叛美学大行其道
二、黄永冰与“厦门达达”
三、吴山专与《红色幽默》
四、徐冰与《析世鉴》
五、其他青年群体与青年展览介绍
（一）太原“三步画室”与相关展览
（二）“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
（三）上海的“街头布雕”展示
（四）观念21·艺术展示
第四章尴尬的现代水墨
一、水墨转型举步维艰
二、“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
三、李小山引起的震撼
四、关于“新文人画”问题
五、谷文达的巨大突破
六、表现型水墨崭露头角
七、抽象型水墨异军突起
八、对民间艺术的借鉴
第五章由新潮美术引发的新创作现象及其问题
一、“纯化语言”与“大灵魂”的对话
二、“古典风”的兴起
三、中国抽象艺术的出现
四、浙美“新学院派”展及相关观点
第六章“中国现代艺术展”
一、“珠海会议”与倡议的提出
二、艰难的筹展工作
三、创作转向的先兆
四、一波三折的“中国现代艺术展”
五、相关研讨会的召开
六、震惊中外的两声枪响
第三编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1990—1999
第一章文化情境的巨大转换
一、进入低潮
二、“后89艺术”
三、国际机会的来临与相关讨论
四、《艺术·市场》与广州双年展
五、自由艺术家与圆明园艺术家村
六、新生的展览与出版方式
七、90年代的艺术媒体
第二章绘画确立新方向
一、波普绘画
二、王广义
三、张晓刚
四、新生代绘画
五、刘小东
六、玩世现实主义绘画
七、方力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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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岳敏君
九、新表现绘画
十、尚扬
十一、周春芽
十二、曾梵志
十三、超级写实绘画
十四、艳俗绘画
十五、抽象绘画
第三章雕塑创作的新趋向
一、相关背景
二、两个影响深远的雕塑展览
三、雕塑创作中的多元化现象
四、隋建国
五、展望
第四章越来越红火的“另类艺术”
一、走向成熟的装置艺术
二、不断引发争议的行为艺术
三、东村与表演身体的倾向
四、影像艺术横空出世
五、几个很有影响的工作团队
（一）大尾象工作组
（二）新历史主义小组
（三）兰州军团
（四）卡通一代工作组
六、汪建伟
七、梁绍基
八、宋冬
第五章女性艺术的中国方式
一、相关背景
二、有关女性艺术的重要展览与出版物
三、作品介绍
四、尹秀珍
五、林天苗
六、姜杰
第六章重新洗牌的现代水墨
一、现代水墨面临新的挑战
二、有关现代水墨的讨论
三、《20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丛书与抽象型水墨
四、“张力的实验”展与表现型水墨
五、“进入都市”展与现实关怀
六、多元化的艺术追求
第七章反思中国当代艺术
一、模仿的陷阱
二、过度阐释的迷雾
三、精英化的误区
四、重要的是智慧
五、中国当代艺术的“再中国化”问题
附录一：中国当代艺术大事表1978—1999（刘媛）
附录二：写作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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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那间难忘的小屋
作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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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前面一部分写得比后面好；2.将论述与作品解读分开来讲，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形式的，可是鲁老
师您直接把论述里的文字放到配图说明里，我也是醉了。
2、“隔代修史”的信条是铁律，一切当代人写的当代史都有待考虑
3、这个真不行，虽说信息很多，重点也都有。鲁虹是当代艺术的参与者，但是不是一个好学者。几
乎所有的文献都来自于美术类杂志、期刊，这点令人不满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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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的笔记-第84页

        吴冠中旗帜鲜明地强调：“美术有无存在的必要，依赖于形式美能否独立存在的客观实际，在欣
赏性范畴的美术作品中，我强调形式美的独立性，希望尽量发挥形式的独特手段，不能安分于‘内容
决定形式’的窠臼里

2、《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的笔记-第43页

        如果说，1979年出现的许多自发性美展都是以追求纯学术或唯美为目的的话，那么“星星美展”
则有所不同。虽然其中也有追求唯美的作品获强调现实表现的作品，但影响更大的却是积极介入现实
，反思传统，追求哲理与自我表现的作品。此外，在运用形式的策略上，他们也十分强调以借鉴西方
现代派的方式来彻底超越当时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模式。“星星美展”由黄锐，马德升策划，名字由黄
锐所起，旨在强调“每一个星星是独立发光体，它能自己存在，为了自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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