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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

前言

当代艺术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学理性的人文批评与感想性的新闻批评。自八五新潮以来，汉语批评
界的大多数艺术评论，都属于新闻写作：一个艺术观念、一段对作品的感觉性的文字、几句文化性的
乃至艺术史的联想。人文批评强调利用当代人文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神学、艺术史、
美学)的丰富的知识、思想对当代艺术中的作品、展览、艺术家之类现象展开深度的个案研究，以在中
国当代艺术评论界逐渐形成一种孜孜追思的、研究性写作风气。人文批评，不拒斥从社会科学(伦理、
法律、经济、政治、传播学)与自然科学的视角审视当代艺术现象。但是，这种审视的目的，在于建立
艺术爱者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类的文化精神结构，在最低层面上引导人生成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者
、在最高层面上推进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前现代的汉语文化传统，总是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本土
化、东西方之类亚人类价值观为核心。作为实践文化现代性的一种方式，人文批评对于驱除这种亚人
类价值观的巫魅统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艺术是人的开放性的精神活动，它不受任何人为的
族群的、地域的障碍的制约；艺术是人的个体性的意识活动，它以独立的批判精神拒绝任何随波逐流
的附庸；艺术是人的人类性的文化活动，它在批判中建立以满足人的自由创造为目的的人类共同体。
人文批评的目的，就是要从俗世化的艺术现象中开掘当代中国艺术相对于神圣而言的世俗的、精神的
、超越性的向度，展开对当代艺术中盛行的俗世价值观的批判性反思。这些价值观，包括物质主义与
肉身主义的世界观、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实利主义与现世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当代中国艺
术不承受神圣而非神秘的精神之在，它就只能停留在人之精神的高度，一种和肉身同质的、有限的、
丧失终极批判能力的高度；它必然在俗世化的符号图像中辗转挪移、颠覆重生。为了倡导更多的人文
学者与批评家推进人文批评的理想，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支持下致力于编辑出版“人文批评”丛
书。愿得到志同道合之君的批评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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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

内容概要

《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卷以当代艺术中的公共艺术、水墨、油画、装置、行为等艺术
现象为深度个案研究对象，从先验艺术论、感性文化批评的角度和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域展开了对当
代艺术的批判性反思言说，尤其针对艺术的多元性与新保守主义、艺术意义的生成、当代艺术的边缘
化等进行人文学的反省。该著作是作者十多年来对当代艺术实施学者性批评的结果，标志着当代艺术
的批评不再囿于八五时期以来的新闻性批评的模式，在艺术界开启了一种人文学批评的新进路。
目录：
上卷
1．作品阐释
当代文化与雕塑
文化材质中的意义凸显
公共艺术的六种特性
光的形而下
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与个人性
多媒介的水墨实验
实验水墨的另类批评
水墨的个体化与艺术化
传统与当代的共在意象命名
从刘子建的阅读史看艺术作品的命名
实验水墨的典范路向
极限实验
静穆与喧嚣
色彩置换与观念介入
边缘艺术的主流精神
艺术书写的边缘突进与原初图式
虚拟转向：从图式关怀到主题关怀
身份的根源
女性与女人的交往
另类历史的书写
场景：媒材与观念
观念艺术的价值二元性
艺术的侍奉与复制的效应
艺术书写与十字架的吁请
艺术话语权力的社会性、历史性
2．理论预设
论有限批评
感性文化批评范式
基督教艺术的边界
当代艺术中的拯救意识
艺术批评中的亚人类价值观
艺术多元的边界与新保守主义
超越索绪尔之后
经济为艺术服务
精神样式的守护人
当代艺术的边缘化
下卷
3．生态艺术
场景与生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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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

生态艺术兴起的历史背景
生态艺术拓展的价值域界
4．展览扫描
从女性的到女人的存在根源
人与自然的境遇
生态艺术的神学背景
书的缺席与场景凸现
另类呼告
越过生命之夜
无样板NO架上
以艺术的心为心
策展人的不作为
装置、行为的现场与起源
5．艺术生态
精神的还乡
文化名城的生态与民间
先锋艺术在成都：坚守、古城与“719”
公众心目中的先锋艺术：生命、环境与互动
先锋艺术的文化素描：生态、人文与场景
当代艺术与都市的关系逻辑
6．文本辩难
批评家的素质
现代艺术虚无论
艺术肉身论与亚人类价值观
为历史书写艺术简历
附录1 艺术的本质论纲(1987)
附录2 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1990)
附录3 访谈艺术究竟是为了什么？(2001)
附录4 对话
地下室隐语(1999)
艺术域界的新视点(1999)
媒材的庆典(2000)
消费主义时代的人文诉求(2007)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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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

作者简介

查常平，笔名西美正，1966年生，重庆长寿人。博士，著名批评家、人文学者。1987年在四川大学
、1990年在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日语、美学、基督教，分别获得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学术方向为艺术评论、历史逻辑、《圣经》研究，能够使用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进行学
术研究工作。人生定向为以教师为职业、以学问为志业、以批评为事业；以原创性的逻辑历史学阐释
人类历史的逻辑、奠立汉语人文学术发展的内在根基为学术理念。先后发表“感性文化批评范式”、
“什么是逻辑历史学”、“橄榄山对话的历史逻辑及其救赎意识”等学术论文70多篇，出版《日本历
史的逻辑》(专著，1995成都)、《历史与逻辑——作为逻辑历史学的宗教哲学》、《人文学的文化逻
辑》(专著，2007成都)，《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译著，2005北京)、《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
和基督教》(译著，2007北京)；主持翻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一形成世界的观念》上、中、下三
卷(2004年北京)等，主编《人文艺术》论丛6辑，主编“基督教文化经典译丛”(上海三联书店，2006至
今)，主持《都市文化研究》论从中“艺术中的都市文化”栏目(上海三联书店，2005至今)，策划“本
源·生命”(1997)等艺术展。曾经任职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1990—2001)，现供职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
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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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1．作品阐释当代文化与雕塑文化材质中的意义凸显公共艺术的六种特性光的形而下当代艺术的
公共性与个人性多媒介的水墨实验实验水墨的另类批评水墨的个体化与艺术化传统与当代的共在意象
命名从刘子建的阅读史看艺术作品的命名实验水墨的典范路向极限实验静穆与喧嚣色彩置换与观念介
入边缘艺术的主流精神艺术书写的边缘突进与原初图式虚拟转向：从图式关怀到主题关怀身份的根源
女性与女人的交往另类历史的书写场景：媒材与观念观念艺术的价值二元性艺术的侍奉与复制的效应
艺术书写与十字架的吁请艺术话语权力的社会性、历史性2．理论预设论有限批评感性文化批评范式
基督教艺术的边界当代艺术中的拯救意识艺术批评中的亚人类价值观艺术多元的边界与新保守主义超
越索绪尔之后经济为艺术服务精神样式的守护人当代艺术的边缘化下卷3．生态艺术场景与生态艺术
生态艺术兴起的历史背景生态艺术拓展的价值域界4．展览扫描从女性的到女人的存在根源人与自然
的境遇生态艺术的神学背景书的缺席与场景凸现另类呼告越过生命之夜无样板NO架上以艺术的心为
心策展人的不作为装置、行为的现场与起源5．艺术生态精神的还乡文化名城的生态与民间先锋艺术
在成都：坚守、古城与“719”公众心目中的先锋艺术：生命、环境与互动先锋艺术的文化素描：生态
、人文与场景当代艺术与都市的关系逻辑6．文本辩难批评家的素质现代艺术虚无论艺术肉身论与亚
人类价值观为历史书写艺术简历附录1  艺术的本质论纲(1987)附录2  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1990)附
录3  访谈艺术究竟是为了什么？(2001)附录4  对话地下室隐语(1999)艺术域界的新视点(1999)媒材的庆
典(2000)消费主义时代的人文诉求(2007)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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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

章节摘录

3．观念艺术语言的转换以上对《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系列作品的阐释，主要侧重于这次观念艺术
展的观念性。但观念艺术的评论还必须有艺术语言的观念，即我们还得阐释这次展出作品的艺术语言
。罗子丹的《我(们)的架上、装置、行为》，在观念上表达出艺术和女性女人苦命的本源。古典画家
所用的架上，在从大地立起的过程中，表征出艺术家同常人的不同。他们用架上把自己的生命、理想
、希望支撑起来，在反抗平板的大地中构筑自己的艺术观念。离开架上，古典艺术便不可能诞生。现
代艺术，发轫于杜桑把小便池搬进艺术博物馆。换言之，它的诞生，以对古典艺术的反叛为前提。同
样，活动于架上的蛇引诱女人犯罪，恰恰是对上帝的反叛。夏娃见智慧树上的果实好吃好看，又使人
像上帝一样聪明(《创世记》3：6)，因而遭到上帝的诅咒。蛇由此成为爬行地上的动物。不过，一切
艺术的创造，都必须有蛇一样的反叛精神。否则，艺术家只是一个地上的爬行动物。但是，艺术所反
叛的，当然是对积淀的传统、平实的大地、世俗文化的反叛，而不是像蛇一样屈从于“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壹书》2：6)，去反叛那可以反叛但不该反叛的永恒存在者。因
为，无论架上对大地的反叛还是小便池对架上的反叛，两者都在神圣者栖居的会幕面前展开，都离不
开会幕后面发射出来的光明的牵引(会幕从罗氏作品的形象布置联想而出)。据此，架上、小便池、蛇
三者的确存在内在的关联，但在我看来，绝对不是把三者简单地装置在一起就完成了艺术的创造。每
件成功的装置作品，应当让观众忘记作品中所运用的材质原有的属性和由它生发出的那个相关的世界
。只有每种材质以唯一的方式被置人作品又不可替代的时候，只有观念艺术的形式是艺术家观念的唯
一展示的时候，观念艺术才是艺术而不只是粗糙的观念。(本文原载于《美术界》，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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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从事任何事情的底线在于：它是否有对个人生命的伤害和是否造成人际共在关系的破裂。艺术在人
的精神样式中特有的表现性功能，要求艺术家在表达这些主题时具备独特的智慧，否则，他就很容易
以艺术的名义伤害个人生命和破坏人际关系。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一些艺术家出于无限的道德勇气，
牺牲自己的道德形象去向社会揭示上述主题，但是，他必须考虑其表达本身是否会带来对个人生命与
人际关系的新的否定性情感积淀。个人与社会的创伤记忆，除非得到医治和宽恕，否则就可能成为施
虐他者的武器。至于目前艺术界中的拉帮结派现象，如策展人因自大而排斥批评家的展览介入、批评
家为了捍卫自己可怜的物质利益而在同行中设置藩篱、艺术家日益明星化相互出场吹捧、编辑的圈子
化倾向拒绝发表不同观点的评论，等等，这些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浮渣在现代学术活动中的回潮，
致命地制约着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其本身和艺术作为人的开放性的、个体性的、人类性的精神样式
不共戴天。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界流行的越界不义现象，更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混乱时期的特有表征
：一些艺术家很少创作而充当艺术活动家致使作品无深度，一些批评家不研究个案而忙于出席策展开
幕致使批评无文化，一些策展人无心于展览方式的考虑而冒充批评家导致展览无突破，一些画廊经纪
人蝇营狗苟致使优秀作品无传播，一些收藏家、美术馆与博物馆的馆长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恬不知耻
地甚至充当双年展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致使学者无尊严，一些艺术杂志的编辑甚至沦为买卖作品的皮条
客致使出版的刊物无问题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现象开始萌动的1996年，我介入当代中国艺术的批评，
其间经历了一个批评学理的清晰化过程。艺术是人的意识生命中的生命情感的感性文化活动，同批评
作为人的生命理智的理性文化活动在根本上处于对立关系。这是我从1990年美学硕士毕业后一直拒绝
介入艺术批评的学理原因，尽管我在1987年就写作了本书中的受进化论影响的“艺术的本质论纲”，
尽管我的硕士论文以“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为题。直到2000年初提出“感性文化批评范式”，
即“基于作品而不限于作品、通过作品而不背离作品、为了作品而不媚于艺术家”的人文批评观，我
从学理上才发现了艺术批评的内在理据。批评伊始，我给自己确定的文化身份是批评家而非策展人，
更非艺术活动家。我的工作目标在于：用人文价值的精神文化立场，去对当代艺术中的作品、展览、
作者、生态、潮流做深度的个案研究，在艺术界和艺术家的个人艺术史上写作不可代替的评论。现在
回想这十年的批评历程，我基本上持守了自己的初始身份定位，尽管也主持过一些艺术展览和学术研
讨会，尽管一度在成都竭力推广观念艺术特别是行为、装置在民间文化中的传播使其获得了广阔的生
存空间。当代学术在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的边缘化，是我从事艺术批评的又一个原因。1995年，我出
版《日本历史的逻辑》，在学术界反响甚微。两年后完成专著《历史与逻辑》，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后
只能躺卧在书柜达十年之久，于去年底被删改不少地方后才付梓。传统学术的影响力逐渐淡出当代社
会。当代作为一个图像传媒时代，为了扩大学术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我决定用一部分时间开始写作艺
术评论，企图以艺术作品为媒介发表对当代文化的看法，即使事实证明当代艺术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
还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汉语思想深处潜藏的人的精神生活俗世化的逻辑，把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道
教)延续(儒教)本能当作人的存在本质来言说倡导，中国化的佛教与其说认定这种本能如梦如幻如泡影
，不如说是要昭示国人对于任何彼岸的、精神的生命世界的追求更是捕风捉影、转眼成空，号召我们
放弃这种追思，返回到现世的肉身与物质世界之中。在肉身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价值体系统治下，当代
国人对人的精神需要产生出一种异乡感，信奉人活着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活着的人生哲学。当代艺术作
为当代人的一种精神表达，无论是对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肯定性的生命情感的再现还是其否定性的生命
情感的批判，因其和人的精神生命的先天联系而成为普通多数民众在生存方式的选择时优先唾弃的对
象(哲学家、宗教徒在现实生活中不受欢迎，其原因也在于他们是和艺术家一样的人类精神的守护者；
更可怕的是：艺术界普遍对宗教的无知，因而对一些作品的宗教性关切采取敌对的态度)，一些财主把
当代艺术的展览当作高雅广告来实施就属于这种以艺术为工具的态度的典型。换言之，普通国民对于
当代艺术的异乡感，赋予汉语学界的批评家一种启蒙的责任担当。其表现形式，就是自八五新潮美术
以来在批评界盛行的随想式的新闻写作。艺术批评中的新闻写作，在一个经济生活为主导的社会、在
一个当代艺术处于边缘化的时代有其不可取代的艺术传播价值。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要成为塑造国
民作为个体生命的精神存在的手段，使国人成长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必须拓展其人文性的批评
向度。汉语批评界对于人文批评的异乡感，这是我为什么坚持艺术个案的深度批评的动力。1999年，
我和友人成穷、戴光郁共同创办《人文艺术》论丛，初衷是要在当代艺术界与学术界推进人文批评的
理想。不过，这种以批评为事业的学术视野的扩展，还有我个人生命遭遇的“630事件”。1997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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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星期五，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的日子，在下班回家途中，我遭遇两个暴徒被他们用砖头一顿暴
打。因着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协助，我一身血透把一人拖到派出所，然后被残疾人用三轮车送到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头部缝合十二针，伤口一个月后愈合。我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求助，他们回答此时不
可能来报道这种区区小事。律师界的朋友张世华先生义务派出律师调查事件经过，因为此前有人以七
一放假要到我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买书的名义来家里辨认长相，因为在下班前几十分钟我还接到同
样的电话要求，因为那时我被选为小区业主代表多次与开发商交涉物业管理的不合法事项，因为此前
电视媒体还对之加以曝光。随后两年，我每周去派出所要求调查该事件。办案民警总是搪塞推脱。在
给市长写信请求过问此事后，他态度异常热情，但行动照就不作为。于是，我决定放弃对此事件的追
究，天真地想：“要是自己是一个名人就好了！”名声的诱惑，是我当初介入艺术批评的外部原因。
作为其结果，我于当年10月在都江堰主持了“本源·生命”艺术展。展览得到了上下十多家媒体的全
面报道。当然，个人生命的偶然遭遇、国人对于当代艺术的异乡感、当代学术的边缘化，并不是批评
活动成立的必要条件。我能够从事批评，最要感谢当代无数优秀的艺术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本
书中涉及的对象有限，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出现在其中的就不重要，它只表明我作为批评家的能力、精
力的有限，当代中国艺术界的一些作品我现在还无法理解，一些作品我能够接受但无力展开深度的个
案诠释。感谢批评家王林在90年代下半叶主编的《美术界》上发表了我早期的不少评论文章。他1996
年4月19日至7月19日，在成都主持《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观念艺术系列展，炎炎烈日中每周周末从
重庆赶来，其对艺术的挚爱远胜于今天某些所谓成功重复自己的明星艺术家，其对批判立场的坚守应
当成为当代中国批评界共同的立场。感谢批评家黄效融近十年为笔者提供的众多批评介入的机会，他
在成都营造的艺术氛围使不少年轻艺术家有崭露头角的可能性。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家黄筑荣
先生能够在1998年欣然接受并坚持出版笔者主编的《人文艺术》，使我能够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实践、
推广感性文化批评的人文路径。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郑纳新先生和编辑武春野女士，正是在他
们良善的支持下使我的评论和艺术观念能够集体进入读者的视野！感谢孙敏娜女士与周斌设计艺术工
作室的赵锦斌先生为我设计了封面、版式！我选择《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为书名，因
为它体现出大部分文章的批评视角和观念立场。上卷副标题为“俗世的与世俗的”，下卷为“生态与
场景”。汉语文化的现代化，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是一个从肉身走向肉身、对于族群共同体而言是一个
从物质贫乏走向物质富足的俗世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以俗世价值取向的政治波普、玩世写实、泼皮
艳俗在当代艺术界盛行的原因。同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又和发源于希腊与希伯来的西方
基督教文明被动遭遇，其回光返照留下了不少学者误读俗世为世俗的文化现象。这在当代艺术中更多
表现为一种对纯粹俗世社会生活现象的彻底批判、反讽嘲弄，当然也包括一些流露出对人的精神性、
社会的非物质化的诉求向往的艺术作品。至于“生态与场景”，最能概括成都的观念艺术的特质：贯
穿于自然、社会、人文的生态艺术与发生其中的场景艺术互相诠释，而今正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
种普遍化的艺术观念形态。人到中年，生命开始凋零，深知“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
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西江月》，朱敦儒)神意。对于一个关注现实又持守文化理想的人，对于
一个充满理性又富于感性直观的人，艺术批评就是他人生杯中饱尝不止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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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套装上下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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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持守人文精神的立场，以过去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中的某些个案为线索，梳理自己独特的
学术进路，提出严谨而具开拓性的“基于作品而不限于作品、通过作品而不背离作品、为了作品而不
媚于艺术家”的人文批评观，作者以严谨慎密的逻辑对当下浮躁的当代艺术问题、文化误读进行了澄
清与批评，点到为止，犀利而中肯。这在当下批评家失语艺术家失身的年代，尤为可贵，这样的价值
不只是因为我们稀缺诚实而显得珍贵，更因其所持守的人文精神之信念并对真理的敬畏，对人类生命
的关怀，对艺术中神圣向度的吁求，显得格外宝贵。故此特别推荐给艺术界的朋友。原文地址
：http://blog.luofei.org/2009/02/13/humanism_memorial_of_contemporary_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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