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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新
与消费文化 (座谈 )

时 J司 / 2 0 0 2 年 8 月 6 日

地点 / 中华世纪坛 艺术馆

参加 人 员 /

金元浦/ 中国人民 大学中文 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章建刚 / 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 学所研

完 员
、

博士生导师

殷双喜 / 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研 完》

主编助理
、

博士

张晓明 / 中国社会科 学院 文化研 完

中心副研 完 员

王显东 / 中华世纪坛 艺术馆副馆长
、

副研 究员

杨斌 / 本刊栏 目主持人

消费文化对艺术创新
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斌 我先简单介绍 卜这个话题自勺思路

“

艺术创新
‘川肖费文化

”

这个话越看似比

较新 实际 }
_ ,

在话语逻辑 卜还是来源 J
-

“

艺术是社会
’
}了舌的

1

种反H央
”

这
1

命题
.

也可以 石作
‘

艺术与
’
1行丙

”

的
·

种具有当

代性意味的表述
‘_

在今大的艺术活动
,

卜
.

创新 几乎少戊为标个艺术家的 和}
,

潜在自

觉和努力
,

也是说 创新虽然 小是艺术话

动的全部意义 {!〔在当 卜
,

创新旅本 l代

表 J 艺术话动的文化逻辑和 }
几
因 如何把

握艺术创新的脉络
.

揭小 艺术创新自勺深层

联系 如何 ,){l] 断艺术创新在当代及历史
,

卜

的 岂义
,

在思路 卜
,

我们还 是脱离小 J’
、‘

艺

术源 J
几声
日

l
斤义

.
白

J
I
飞‘
}几话

”

这个命题 当我

们反 思当代艺术时
,

我们 只有对气代的
,
l

话有 f
·

个洁醒和明晰的认 识以后
,

」
一

能

更 i住确地 ,)il] 断
’ !

1代艺术的种种创新 l{lJ 当

代生话 已经变于导}「常 仁富多彩 j’
,

已小同

J
几
以 行

:
一

、 1

1代
产
卜了

.
斤的 文化 }

:
因 可以 很多

,

子川狡右我 国
}
}
l
场经济的 不断发 )关

.

作为人

的
·

种 /I{ 犷舌观念和方式的消费文化已经 无

可段疑地成为当代人众生话的
一

个贡要表

征
,

日六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主调
。

生

活在此
,

{
,

或被包围在此
,

}
‘
的艺术家白然会

受到消费文化的支配和影响
,

这种支配或

影响义会被各种 山接或 }ilJ接
,

乐观或消极

的方式反映在艺术家的创新努力中 同

时
,

物质
产
卜护刮内允裕

,

传播 手段的发展
,

城
.

卜化进程的加快 文化消费渐渐成为人

们在基本生话消费之夕「的 另
一

个 !」趋 币要

的部分
,

也影响少但仁成新的艺术创新价值

观

同时 艺术小仪是对
‘
1二丫舌的反映

.

也

共有强有力的文化建构作川
,

fll-这种建构

作川的力度必须要
、 J
甘兄到

·

个恰当的支点

」
一

会发挥出来
,

刁
‘

会成为美好和健康的人

文环境的源失活水 此时的问题 可以表述

为: ‘
并肖费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艺术创

新如和可能提升
、

引异
,

赋千消费文化更多



于 ~
察

么

~
。

~ ~ 一
‘

吼

的人文意义
,

在消费文

化的情境中
,

这不仅 与

艺术家的观念与表述

方式有关
,

也许更多地

和 艺术价值实现的 现

实渠道和策略有关 那

么
,

引出这个话题 意图

就是
,

通过刘消费文化

的 剖析和透视
,

阐 明当

代 艺术创新的路向和

内在动源
,

探讨如 何使

当代艺术创新与大众

消费文化 形成 良性循

环
,

以及 艺术中介机构

在市场化情境中如何

引 导和满足 大众文化

消费的需求
。

座谈会在 中华世纪坛西贵宾 厅举行 图中左三为金元 浦教 授 左四 为章建刚研究员

品化 了
,

文化商品迸

人 r消费
。

商品的价

值已不再是 商品本身

是否能满足人的实用

功能性需要或具有交

换价值
,

而在于满足

人们对于 自我价值的

欲求
。

美国后现代主

义理论家杰姆逊曾经

这样描述道 西方消

费社会包括
: “

新的消

费类型 ; 人为的商品

废弃
,

时尚和风格的

急速变化 ; 广告
、

电视

和煤体迄今为比以无

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

的全面渗透 ; 城市与

乡村
、

中央与地方的

菜

金元浦 我认为 艺术创新说到 底是艺术

家刘当代现实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创造性间

答 认识和评价当下的艺术创新
。

必须对

今 Ll 艺术发展的语境有
‘

个基本的判断
。

那么
,

今日艺术 发展的语境是什么呢? 我

想主要提这样几个方面
:
第

一 ,

视觉文化

的转向 ; 第二
,

审美}、勺Ll 常生活化和 口常

生活的审美化霖 第三
,

消费时代的来临与

消费主义的兴起

先说视觉文化的转向 世纪之交
,

文

学艺术发生 了文化的
‘ 〔

转向
” 、

文化的转向

中最为抢眼的景观是视觉图像的
“

转向
” 。

今 }」的视觉 图像铺天盖地
,

无所不在
,

它

已经
“

帝国主义式 地
.
少领 了文化的大片

领地
。

不管是触}j 皆是的街头广告
,

还是

热浪 井起的居室装修
、

不管是 电视台的
“

欢乐总动员
” 、

还是 电影 《大话西游》
,

不

管是流行歌曲M T V
,

还是 电视报道美国

轰炸阿富汗塔利班
,

不管是城市 白领们翻

阅的时尚杂志
,

还是打工仔喜欢的卡通读

物
,

我们都离不开图壤
,

我们生活在 一个

视觉图像的时代
。

无疑
、

人们今天的经验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视觉化和具象化了
,

人们如今就生活

在视觉义化中
,

人们更加关注视觉文化

这在一定程度 卜似乎成 了区分当下与过去

的分水岭
。

因l丽继文化研究
,

怪异理 论和

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
,

两方兴起了

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
、

有争议的研究交叉

学 科的新方法
。

视觉图像成 r 从事摄影
、

电影
、

电视
、

广告
、

美术
、

艺 术史
、

拄会

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
,

也

在无形中形成我们 另
一
种艺术的欣货和接

受方式
。

这样 个 倾大的转型
,

给 当代北

术创新带来前所末有的挑战
,

也带来千载

难逢的机遇和无法估量的需求
。

需求是终

极的动力源
.

有需求必定有发展
。

第二
,

当代社会与文化另一个突出变

化是市美的 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

审美化
。

在这个变化中
,

市美已不再专属

于艺术
,

市美性也不再是区别艺术与非艺

术的根本要素
。

这一现象 已引起全球艺术

家
、

美学家
、

艺术理论家以及文化学 家
、

社

会学等的广泛关注
.

西方美学家 艾迪拉

多 德 弗恩特在题为 《社会学 与美学 》的
4

篇文献综述中曾指出
:
西方的社会正在

经历一场深刻l为审美化(
a es七h e tielz a tio n )

过程
、

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

件艺术品
,

市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

要级织原则
。

德国美学家
、

艺术理论家维

尔什也认为
二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种

美学的膨胀 它从个体的风格化
、

城市的

设计与组织
,

扩展到理论领域
.

今天的审美活动 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

纯艺术的范围
,

更为深人地渗透到大众的

口常生活中
,

艺术展示的场所也已不再是

与大众的 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

馆
、

而是百姓可以 自山出人的空问
,

如城

市广场
、

购物中心
、

超级市场
、

街心花园
.

艺术接受休闲化与 日常生活化了
。

在这些

场所中
,

艺术活动
、

审美活动
、

商业活动

共展并存
,

交错进行
,

砚惠 11
_

利
。

由之
,

高

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

糊
。

而对这 种当代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
、

新方式
,

我们的艺术家
、

艺术工作者 必须

密切关注
,

深入思考
,

转变观念
,

适时调

整战略
,

抓住创新的契机

第三
,

在当代消费社会
,

文化已经商

旧有的 紧张关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

取代 ; 超级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

化的来临
” ,

依照这 标淮
,

当代中国

都市已进人
一

个姚消费时代
。

艺术活动 日

益深刻 的市场化
,

商业化与产业化; 艺术

产品的生产无不受制于消费社会无形之手

的操控和拨弄
。

文化艺术生产机构与传播

机构 (如出版社
、

画廊
、

音乐厅
、

博物馆

等 ) 的种类与性质的变化
,

各种具有中国

特色的文化艺术的中介机构出现 ; 与之相

应
, “

新媒介人
”

阶层 (比如艺术经纪人
、

传蝶中介人
、

书商
、

文化公司经理等 ) 出

现
,

我把他们界定为
“

后知识分子
” ,

他们

处在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
,

他们对艺

术家熟悉
,

又有很强的操作能力
.

能月]消

费的方式把艺术推向大众
。

总之
,

我国文化艺术场域发生 r整体

转型
.

它不再是原来意义 L的
“

文学
”

和
“

艺术
, ’

了
。

但我国当代的艺术从总体上看

并没有对这种文化的转向作出积极的有实

践意义的 回应
。

从艺术本 身来说
,

当 下的艺术创新必

须 注意 当代艺术范式的多样化或多兀 共

生 ; 注意将艺术创新作为 个复合 工程 ;

而艺术产 业的发展则取决 {
飞
创意

.

今 日的

艺术是一种
“

创意产业
”

0印幼E力尹
,

刘图

杨斌 金元浦先生提到
,

在当代
,

精英文

化 与大众通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

我

觉得需要补充的是
,

这种界限始终存在

我们的社会中只要有精英存在
,

就会有精

英们的 文化
。

精英 文化是精英们特有的身

份标识
,

一旦大众接近并拥有了已有的精

英文化后
,

精英文化义会继续创造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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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陇陈泞口民闷际以阵卜队

形态来保特它的独特性和优势地位
,

以示

和大众文化的区别
。

而 且精英文化对大众

文化具有
一

种引导作用
,

只是随着消费文

化的兴起
,

精英文化向大 众文化的转化速

度加快了
,

今 天的精英文化 司能就是 明天
的大众文化

。

也就是说
,

代表精英文化的

纯艺术在消费文化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拥有

的过程中
,

也在不断使自己具有远离人群

的趋向
,

另有 一部分艺术家 又在使这些远

离人群的艺术以新的方式回到人群中
,

如

公共艺术
。

我认为
,

在消费文化的情境中
,

不会湮灭精英艺术
,

而 是促使精英艺 术不

断并迅速创新
。

就如金先生所说
,

在审美

日常化
,

日常审美化的过程中
,

还会存在

市美和 日常生 活的跪离
口

具有很强审美性

和艺术性的精品艺术还会不断出现
。

旅游节日中表演出来了
口

这就是说
、

在市

场化的条件下
,

在通俗的 艺术表演中
,

也

为精品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某些空 间
。

有 了

这些空间就可以把精品创作出来
,

使艺术

也得到经济的滋养
口

无论在什 么时期
,

都

会有
一

些艺术家不 考虑挣钱
,

不考虑身家

性命
,

执着地表达艺术的真理
。

这样的人

现在也有 但同时
,

如果能 与市场经济相

协调
,

争取一种
“

双赢
”

的结局
,

作品能

雅俗共赏
、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

杨斌 章先生说到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原则
,

我以为
,

这也是消费文化的 一个重要性

质
,

消费者与消费对象是平等的
,

那么
,

个

人的意志在对待消费刘象的态度上都可以

自由l衍充分地展现 出来
,

也有更多选择的

权力
,

对作为消费品的 艺术来说
,

它的意

义和价值不是自足的
,

而是越来越多地取

决于消费者
。

而且
,

这个消费者也是一个

1iI趋复杂的群体构成
,

每
一

个群体都需要

满足自己趣味的艺术
,

这种群体的不断分

化和变化也可以被看作艺术的不断创新的

社会境遇
。

也造成艺术创新被社会普遍认

可这样 一个难题
。

同时
,

这种艺术的创新

也是一种平而化的频繁变化
,

这是不是会

造成艺术创新在深度 上的缺失呢?

艺术不利
” ,

艺术甚至要
“

终结
, ,

; 马克思

也说
“

资本主 义生产就同某此精神生产部

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
” 。

后来的西方 马

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对这个问题

持 比较悲观的看法
,

并首先最直接地谈到

文化产业的问题
、

大众文 化的 问题
,

而且

基本土持批评的态度
。

他们认为
,

所谓文

化产业就是按工业化的方式生产艺术
,

结

果是技术把艺术取代 丘 另外
,

通俗的大

众艺术瓦解 了工人阶级的斗
一

志
,

使他们顺

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所以这样一个问

题在今天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
,

尤其

应该做更全面地考察
。

恐怕对这种社会现

实仪仅持悲观的
、

批评的态度是不够的
。

章建刚 这时我们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
,

发现他有两个线索
:
一是他不能接受

的剩余价值即剥削的一 面 ; 另一就是他还

是认为商品交换之下有
一
个

、

)乙等的原则

因此才会有他对社会主义及这时还要保留

资产阶级法权的构想
。

回顾一百 多年的历

史发展
,

应该说
,

这个社会确实有一 种不

断改变 自己
,

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趋

势
。

所以顺着这样的思路
,

我想考察 一下

艺术在当代社会
,

在不 断深化市场取向的

改革的巾国社会
,

而且就是在文化产业的

发展中
,

到底能 不能不断产生 出艺术精
曰
自口 a

前一段我们在杭州考察
、

调研
,

我印

象最深的是宋城主题公园的一 场歌舞表演

—
《锦绣天城》

。

这场表演当然是一个大

众旅游的一个消费项 口
,

有很多像
“

后现

代
”

思想家所说的拼凑的东西
,

杂技啦
,

马

戏呀
,

什么都在里面
,

热热闹闹
。

这是需

求决定的
,

游客趣味决定的
,

无可厚非
,

甚至你还要承认它是旅游开发 中的一个

成功做法
。

但同时我也注意到
,

在这样一

些节 目中也有精品创作存在的可能
。

其

中有一段表现岳飞抗金的场面
,

金戈铁

马 炮声隆隆
,

当所有的将士都最终战死

疆场时
,

舞台上一片寂静
。

这时一队红衣

少女出现了
,

她们提着红灯在舞台 上游

弋
,

很有些现代舞的因素
,

也很抒情
。

这

是什 么 ? 是这些阵亡将士的 灵魂正在出

窍
,

飞往天堂吗 ? 是他们的家人
、

乡亲在

为他 们招魂
,

在缅怀
、

呼唤他们吗
,
还是

告诉我们
,

这块土地千百年来
,

就是这样

一次次地为鲜血所浇灌才变得这么肥沃

这 么美好吗 ? ! 我想这样的作品没有什

么说教
,

也非常自然
、

亲切而感人
,

就在

章建刚
“

消费文化
”

包含两层含义
: 一

个是市场制度 ; 另一个就是大众的 比较

通俗的艺术及其趣味
。

在这样的坏境中
,

更为精致的
、

具有深厚恐想性的作品还可

不司能出现? 艺术如何能继续不断地将生

活的意义揭示出来 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

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

也是马克思主义美

学传统上的一个问题
:
黑格尔讲

“

现代对

殷双喜 通常艺术创新总是走在社会的
、

文化的 前沿
,

在创新的时候也许不考虑消

费
,

但最终 会转化为消费的
,

作为精神余

字塔顶端的东西
,

会随时代的发展转到社

会文化消费的基 层
,

成为
一

个社会的普遍

消费对象
。

就艺术史 卜的创新而言
、

有两

个方面
,

一个是民间的
,

民间的创新是无

名的
,

创作以程式化的模式继承为主
,

直

接进入民间 市场进行传播
、

在很大程度上

没有有效的保护措施
。

另一方面就是精英

艺术创作
,

他们的创作进入到 市场中
,

通

过中介层的转化
,

变成一 种社会回报
,

来

维持自己的创作
,

像那些知识分 子类型 画

家的 创新
,

他们必需首先在知识分 子圈内

获得成功和 认可
。

比如齐白石
“

衰年变

法
” ,

他在决心创新的时候
,

在市场中也要

面临很大的难处
,

但他说
“

宁可饿死京

华
” ,

也不会改变
.

但他有 一个很好 支持者

和朋友
,

就是陈师曾
,

陈 师曾对齐白石的

画在市场中获得 成功有很大的作用
。

另外

图中左一为王显东副 馆长 左二为张晓明副研究员 左三为殷双宫博士



一

个就是黄宾虹
,

他也有 个知音
,

那就

是傅雷
,

傅雷帮黄宾虹办画展 他把黄宾

旺画展卖出多少画
,

润 笔是多少都给黄宾

虹一个明确的说法 借助傅雷的文章和在

知识界文化精英中的传播
,

黄宾虹渐为大

众所理解和接受
。

我以为当代的艺术家
,

包括很 多前卫

艺术家都试图想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

可
,

但很不顺利 比如 国外的一个前卫艺

术家将沙 升拌 卜蜜
,

在盒 子里做成各国的

国旗
,

然后放人蚂蚁
,

在蚂蚁搬沙子的过

程中
一

各国的国旗慢{曼溃散
、

消解了
。

但

这样一个构想
,

片先是遭到环保主义的反

对
,

说这对蚂蚁不人道
。

中国有一位艺术

家找 了 一个染织企业
.

设想着把各国国旗

图案染到牛仔布上
,

然后制成牛仔服
。

为

此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
,

这要经过公安

局批准
,

公安局因为某种顾虑没有批
,

这

个项 口也就流产 了
。

总的来说
,

当代艺术

家的眼光还盯着着国际上的大展
,

想青史

留名
,

在把白己的艺术推向市场这方面还

显得实力有限
口

对当代 艺术 显示出强劲的影响力
。

我们认

为 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发展正处在
“

瓶颈
”

阶段
,

前景诱人但举步艰难
,

摇摆于创新

与市场之 间
。

在这样的时候
,

艺术机构应

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

不仅仅是艺术展览与

观众
、

艺术作品与收藏者之 间的桥梁
,

还

应该担负起引 导艺术创作
、

资助艺术新

人
、

培养艺术欣赏群体的任务
。

虽然
,

现在被称作
“

新锐
”

的当代艺

术有多少 可以成为 经典还有待时间的考

验
,

但我们这一代火可以留给艺术史的印

记必定会在这些
“

新锐
” ,

l. 产生
。

像毕加

索
、

达利这样的大师
.

终其 一生都在不断

超越自我
,

我们今天把他们的作品当作经

典来看
,

而在当初他们不仅
‘

新锐
, ’

甚至

极为
“

叛逆
” 。

世纪坛艺术馆在
“

世界艺术

大师系列展
”

的启始就安排这样两位充满

反传统精神的艺术巨匠
,

而 巨在展 览方式

上力求新颖
,

其倡导创新的旗帜是 }卜常鲜

明的
。

作为建立于21 队纪之始的现代化艺

术馆
一

我们以收藏
、

研究
、

展示新世纪文

化艺术成就为专业方向
。

关注 艺术 卜的创

新
,

发现
、

支持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孜孜求

索的艺术家们
,

培养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大师
。

这些都将是世纪坛艺术馆工作的重

金元浦 美术是最早形戍
{
1J场的

,

和市场

结合得很好
一

这比文学有利得多
,

{lJ 很多

诗人没有饭吃
,

还是出现执着如凡高)JI5 样

的 艺术家饿死的惨剧
。

文学 }几有 儿次手稿

拍卖会
,

都以失败告终
。

艺术作品有了市

场
、

艺术家就可以很 争自地创作 f
。

王显东 就 「}前中国艺术市场 的情况而言
,

还是传统的
、

写实的作品受收藏者欢迎 的

程度高
,

在市场中的占有率也比较高
。

比

较前卫的作品主要的流向是海外
,

这些作

品的创作者们大多学习和使用更为国际化

的 艺术语言 又加进去了 一些中国情调
,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迎合 r 部分国外收

藏者的口味
。

所以
,

许多没有
“

体制
”

保

障的前卫艺术家们也难以从事纯粹的艺术

探索
,

真正有分量的创新没有多少
,

市场

殷双喜 西方也有艺术保护和资助机构
,

像博物馆
,

还有基金会
,

艺术家可以提出

资助 申请
,

就象巾请课题经费那样拿到一

笔资助
,

比如徐冰就是这样
,

邀请他做作

品的机构很多
,

不会有生计问题

殷双喜 这和煤体宣传有关
.

媒体都是大

量宣传那些在市场土成功的 画家
,

担实际

卜不成功的艺术家更 多
,

很多人还在为房

租发愁
。

赞助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
,

如 卜

世纪30 年代的美国军械库展览
, 1 1丁40 %都

有赞助者
,

象杜尚那样的
“

作品
” ,

在当时

的美国也是大逆不道的
,

但这此东西
,

起

步就有 了赞助者
,

因为这些作品顺应了当

时美国新兴的中产阶级
。

他们愿意拿钱来

资助这些展 览 另外像德国的波依斯
,

波

依斯起步时有富有的兄 妹俩 人在支持他
,

每年都拿出
一

定的钱去收藏他的作品 赞

助人实际 上在艺术的发展史
.
卜产生的作用

很大
,

我们 的美术史多是 记录了很多名

家
,

但也应有艺术收藏史
。

比如我们研究

扬州八怪
,

就不能离开扬州的艺术市场和

收藏情况
,

任伯年之所以有些作品水分很

大
,

那是他为 r应 付市场的需求
,

郑板桥

也有些比较差的作
.
昂

,

那 也是应付盐 商

的
。

质量肯定有所下降
,

它完全不象占典

的或 经典的 艺术那样不计成本
,

不算效

益
。

现在的画家必须考虑这
一

点
,

像陈逸

飞
,

每年至少要画 3 0张画 还有像丁绍光
.

他每年也要复制大最 的作品
,

由八 百多个

画廊代理销售

观案家ARTOBS刀同州倒冈

文化消费 日趋成 为人们一个重要的消费领域
杨斌 从传统的艺术角度来看

,

这玲都是

消费文化对艺术的负而影响
‘

消费文化就

是鼓励消费
,

崇尚消费
,

而消费也是不断

抛弃
,

不断淘汰
,

不断变化的过程
,

在消

费文化中没有
“

永恒
”

}、勺位置
,

当代审美

文化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平面化
、

碎

片化
、

瞬间性的倾向
。

同时
,

有必艺术家
一

旦获得某种地位和名誉
,

为了满是市场

的需求
,

就忙于不断复制白己的艺术
,

创

新探索的脚步停顿 了
,

白我 的艺术潜力也

就得不到更深地开发

殷双喜 当代的 艺术还受到影像技 术的冲

击
,

影像是高科技产品
,

也会导致人手的

技能的退化
,

产生高技术
、

低手艺的消费

新动向
,

而比消费机构的大量介人
。

出现

消费的偶像化
、

趋同现象
。

传蝶的技术性
、

市场性的因素又稀释 了艺术内容的浓度

传媒 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
,

但传媒



要求速度与规模
,

这是利益驱动
,

它必然

影响艺术创新唯
“

新
, ’

是从
。

再也不会出

现像颐和 园长廊那样不计成本
、

不计时间

所创造出来的精品 了
。

目前就产生 r消费

的数量和质量有 了很大的冲突
。

艺术创新如何与

消费文化形成良性发展

艺术川四折

张晓明 在现代社会里
,

文化作为一种消

费品
,

或文化消费活动作为当代一个主要

的经济活动
,

也需要我们关注一些大众文

化方面的问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精

英文化确实越来越走向通俗化
,

我们对艺

术原创和消费之 间的关系理出 了一个大致

的线条
、

可以说明目前的 一些问题
。

我们

把艺术创作用 A (ar t) 来代表
,

消费者用

C (c O13 su m er ) 来代表
,

这是艺术活动整

体的两端
。

传统的艺术消费没有像艺术中

介机构
、

文化传媒这样的中间环节
,

所以

说所谓精英的艺术
,

和社会贵族阶层的消

费是在很小的一个圈子里完成的
,

这就形

成 f A 一 C的结构
。

工业化的发展为社会的

底层带去 了教育的因素
,

也使大众生产 了

对艺术消费的需求
,

于是出现了艺术作品

的大规模的复制与生产
,

以及各种艺术中

介机构
。

工业化和 市场化的发展
,

在艺术

的原创与消费增加 了一个
‘

,B (b us
sm es )

”

环韦
,

形成 r A 一 B 一 C 的新的结构
。

而且
,

实际 L
“

B
”

可以分解
,

出现许多个 B
,

其

中包括各种商业机构和煤体等

现代传煤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大

的突破
,

使得这个中间环节可以大大地增

加 原创性的艺术总是社会上少数人才能

做的事情
,

但可能有很多人需要欣赏和消

费
,

这是一个供需之间的落差
口

随着各种

市场的中介环节
、

各种现代传媒的发展
,

少部分人的创作通过现代的复制技术和 市

场手段
,

让社会能够广泛的接受和 了解
,

大众的需要因而能够得到满 足
。

这种趋势
一

直在发展
.

这十几年来
,

数字技术的出

现和广泛运用
,

导致 r所谓
“

传媒汇流
” ,

传统的通讯
、

传媒和现代网络触会而成了

一个空前巨大的现代传媒的环节
,

于是出

现 r 传煤过剩的现象
。

传蝶的过 度发展又

使得文化艺术的创新显得不足
,

空前强大

的文化制作和传播能力感到缺少了
“

原

料
”

和
“

产品
”

的供给
。

在另 一端
,

大众

消费也存在间题
.

需要不断去创造可供大

众消费的新艺术形式
,

如果没有那么多消

费需要的话
,

传媒 工业在经济上 是不 可能

持续的 我们的艺术原 创和消费之间出现

了诸多的技术环 节和经济环节的时候
,

那

么两端也会出现很多变化
,

是肯定传统社

会中单纯的精英文化模式
,

还是肯定 一个

大众的多元的文化模式
,

这两种文化以 各

种方式迸行交流的
,

甚至会在一定时间内

出现 l崎形
,

怎么能 形成这样
一
种良性循

环
,

这在像我们这样
一

个传统深厚的国家

的确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
,

如何在市

场情景中引导和满足大众文化消费的确是

一个冲突性的问题
,

艺术对人的提升在受

到消费文化的挑战
,

怎么样能在创作中和

消费中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
。

这是
一

大问

题
,

应该说文化产业说到 底还是这个问

题
,

仅仅为 了
一

个经济的 目标去发展文化

产业是不够的
.

现代社会不断地创造着大众文化的消

费市场
,

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艺术只有在技

术和 经济两个轮的支撑之 下才能往前走
.

实际上
,

现代文化已经有三种形态
,

文 本

是
一
个基础性的

,

根源性的形态
,

同样还

有技术的形态和经济的形态
,

本源性的东

西只有在技术与经济的两轮上才能够不断

地发展起来
,

也才能在全球化的趋势中生

存和发展 下来
。

但我们 国家在技术和经济

的 向度 }
几
是比较缺乏的

,

在这个时期的转

型是比较关键的
。

规范的市场营造要晚一些
。

现代化的初期

阶段
,

企业原则或剩余价值原则统治整个

社会
,

社会矛盾 (阶级斗争和世界性战争 )

相当尖锐
。

而后进人 厂所谓丰裕社会
。

这

时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成 了主导
。

与此同

时文化
、

艺术
、

审美的因素进入了生产和

消费领域
, “

以人为本
”

的观念成了 一些企

业的文化理念
。

文化作为
一

个新的因素进

人到市场中来了
,

于是有
一

了
‘

,] 舌现代
”

或
“

后工业社会
”

的种种说法
。

现代社会进人

了自身发展的后
一

个乃至后儿个阶段
.

从

个方面看
,

市场因素向文化领域蔓延 ;

从另一 个角度看
,

市场 也文明或文化化

了
。

这是个互动的过程

靠

殷双喜 我们很多时候是对大众文化持批

判的态度
,

或持
一

种旁观的不予理睬的态

度
,

但我们更应该向公众提供精神食粮

像一些住宅的设计
,

只是说我们设计的住

宅的功能多好
、

但只有功能没有人 气
,

没

有温暖
,

像科布西耶这些建筑家所反对的

那样
。

再一个就是网络互动技术的发 展
,

在网络 L
,

艺术家可 与消费者形成一个良

好的刘话环境

章建刚
一

般说的现代化具有三个基本特

征
:
一个是工 业化

,

一个是市场化
,

一 个

就是城市化
。

但这儿个方而不是同时完成

的
、

工业化
、

城市化司能要成烈早 一些
,

而

王显东 从艺术品的消费者构成看
,

近年

来年轻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

我们办过

的几个大型艺术展
,

观众有 70 % 以 L是青

年人
,

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西方艺术馆观众

的相应数据
.

活跃在拍卖会土的以收藏为

目的的购买者中年轻成功人 }J为增加非常

引人注 目
,

油画
、

版画价位的 卜升与他们

孩子们 以自己的方式来回菩 艺术创新与消费文化



s儿曰盗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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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关系
。

信息产业
、

知识经济的发展

正在从 根本 }二改变财富积 累的速度和方

式
,

儿个月造就百万富翁早已不是什么神

话
。

这样的社会经济氛围使我对
,
!

,

国当代

艺术的发展 充满信心
,

道理很简单
:
如果

收藏者与创作者同龄
,

其沟通和产生共鸣

相对比较容易 ; 如果欣赏和有实力收藏艺

术 品的人都垂垂老矣
,

那么突破传统的年

轻艺术家永远只能滞留在边缘地带
。

世纪

坛艺术馆所做的努力在于
,

一

方面筹划组

织能够代表 当代创新精神的艺术展览
,

另

一方面在传统艺术展中加人新的表现形式

(比如多媒体互动 )
,

这是我们的展览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属 于艺术中介机构
,

我想中介

的任务有两个
:
一是 引导

,

二是满足
。

通

过 弓}导建立市场
,

再通过满足市场来建立

文化产品生产者
、

文化产品
、

文化产 品消

费者之间的良性流动与循坏
。

在这一过程

中
“

中介机构
” 既推动 I 艺术创新

.

又找

到 了自身发展的空间
。

殷双喜 现在的 美术中介机构 丛本上 由 3

个部分构成
, 一

个是基金会
,

一个是博物

馆
、

美术馆
,

一

个是拍卖公司和画廊
,

这

3 类机构也是 3 个层次
,

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当代 艺术的发展中
,

这 3 类机构是艺术

体制的核心发动机
,

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

用
,

但中国这方 l五i的发展和投人很不够

没有 一个健全有效的艺术体制就不会有当

代艺术的健康与持续发展
。

我国对基余 会

是严格控制的
,

成立
一

个基金会很不容

易
, 一

个基金会 司以通过投资来维持资金

的运转
。

这对支持和 保护那些在市场上 尚

未成功
,

但很有发展潜力的艺术家有很大

的作用
。

最多的当然还是画廊
,

但中国的

画廊业 1卜常坎坷 因为艺 术的交易有很多

灰色地带
,

画廊最怕购买人和 画家直接交

易
,

这 下就把画廊悬在空里了
。

现在的

画廊业 十分艰难
。

当代的艺术机构像博物

馆
、

拍卖公
、

d
,

在引异 和市场 消费中
,

应

在适应中提 高
,

将 普及 与提高结合起来
。

0 1 0

章建刚 至于说美术作品
,

我觉得艺可能

是最旱在市场
.
}

.
取得成功

,

使 批艺术家

获得 尊严和利益的领域
,

只不过最初有些

交易是在市场外进行的罢 r
。

所以说
,

在

市场环境 };
,

美术这个艺术门类还是相对

容易发展和生存的
。

当然
,

这个领域也有

白己的特点与困难 无论绘 画还是 雕塑
,

都有个是否适销对路
,

能与有效需求相 匹

配的问题
。

目前国内的艺术品 市场价格儿

乎是与国际接轨的
,

部分画种的价格甚至

还高于国际市场 但毕竟中国的经济和老

百姓的收入水准还不高
,

那种价格相当高

昂的商品不容易赢得太多的顾客
。

而作为

文化产业的
一

部分
,

画廊和拍卖行都不可

能通过这
一

产业的墓本技术手段复制完成

传播
,

所以它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r1l 场环

节
。

一个令人欣慰
、

看到希望的现象是
,

现

在各地的艺术博览会都是人头攒动
,

观众

如潮 ;
4

此豪华印刷的复制作品也有较好

的销路
。

这一方面说明艺术需求市场 币在

得到有效培育 ; 另 方面也说明
,

区别于

复制传播
、

以展示
、

传播为丛本手段的艺

术产业部门已经迎 来 r它们 的慌果期

家观桑卜阳门OB叻同刀VER

殷双喜 复制品市场这 块 可以运作得很

大
,

因为原作一旦被收藏
,

就很难再与观

众 见面
,

只有通过复制品的流通才能被广

泛接受
。

而且现在复制的水
、

卜已经很高
.

儿乎 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

西方艺术 r1, 场

一 多半的营业额都是卖复制品
。

相 比之

厂
,

国内的复制品 市场远未成熟

杨斌 各位老师都谈得很充分
,

我们把消

费文化视作当今社会的玉要特征的同时
,

也是为艺术创新观念和形态淤找新的参照

系
。

而且
,

艺术创新与整体社会文化处在

个互动的张力场
仁
}
月,

所以此次 讨论 只是

就艺术创新与消费文化的关系进行}〕勺
一

次

静态性和理论性的分析
,

当然 不会穷尽这

个话题的所有方l厕 最终的 口的在 J几弓}起

更多的人更多地思索
口

解决问题之道和 艺

术发展之路也存在 f大家 ,冻思索中
。

。
( 杨斌根据谈话录音整理

、

经 谈话者本人

审改 )

在艺术面前平我们是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