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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辰

今天的青年艺术的背后是有着一批推

动力量的，和之前比较，可以说这是今天

的鲜明的特点，说明社会的资源分配到青

年艺术板块，变得越来越自觉和主动。至

于这些青年艺术家群体谁能持续走下去，

则是更大的社会选择的课题，也是艺术家

自身自觉性促成的结果，甚至是宿命的结

果……

王晓松

当我们讨论“青年艺术”和“青年

艺术家”时，并不是一对完全对应的概

念，二者互相之间有重合，但后者强调的

是人的生理状态，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艺术

类型、秉持何种观念，都同属于一个年龄

层；而前者针对的是在前述年龄群体中具

有创造力的创作状态，是一个不断试错

（而非“纠错”）的过程……

郑闻

今天在中国成功运作的国际画廊与拍

卖行，对于中国青年一代艺术明星的选择

和包装，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已经

不仅仅是本地艺术教育体系和艺术工业的

失败，同时，也说明了西方艺术体系同样

的腐败与失败。这边的失败在于无法参与

到一个更强的国际化艺术游戏规则当中，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影响力的拓展……

刘彦瑢

当代艺术的创作始于主体性的确立和

观念的发声，如何在今天的艺术教育教学

中通过具体课程传递当代艺术创作意识的

开启，形成有效的创作思维转换，成为艺

术教育工作者的核心命题……

马文婷

“人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

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将不再忠诚于

某个地理与环境，而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

生，并通过这段时间来参与并见证一个时

代。因此，对于艺术家而言，通过艺术来

做什么和思考艺术对于自己的意义何在就

是艺术家表达和参与的方式……

冯陆

正如任何事物都可以加入到这场巴尔

特式“神话”的漩涡中——这就与电梯的

性质不谋而合：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群，

仿佛除了特定情况和语境，任何人都可以

在没有经过任何身份认同的情况下进入这

个狭小而密闭的空间；电梯本身也是一种

条件：世上任何事物都可以进入的一种封

闭的安静的存在……

从“先锋”到现象
——青年艺术创作与生态
From “Pioneer ”to Phenomenon—The Art Creation and 

Ecology of Youth Art

编者按

回望艺术史，米开朗基罗的《圣母哀悼基督》、达·芬奇的《岩间圣

母》，以及凡·高的《向日葵》、石涛的《山水人物图》、徐悲鸿的《田横五百

士》、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皆成就于画家的青年时期。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

语境中，中国青年艺术家也一直是重要的推动者与创作力量。他们的成长与社会

变革和进步紧密相联，从“伤痕”“乡土”美术，到“85新潮”，以及90年代

对流行文化做出的反应，都能看到青年艺术家们活跃的身影。

2010年前后，国内涌现出多个青年艺术扶持项目，各种奖学金、评奖、以

青年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使“青年艺术”一词和青年艺术家群体成为被持续关注

的话题。今天对于青年艺术家们来说，是最好的时代，更加成熟的学院教育体

系、发达的资讯给创作带来了更多发展的方向；众多扶持项目和展览机会，大大

提高了作品的曝光率，也规划出更为清晰的职业艺术家之路。今天对青年艺术家

们来说，也许也是最坏的时代，资本的裹挟，市场的诱惑，如何进入并适应当下

的艺术系统，是今天青年艺术家们的必修课。在“青年艺术”一词逐渐成为热点

的当下，很遗憾的是青年艺术作品似乎离前锋、前卫、社会话题渐行渐远。

如今我们所讨论的“青年艺术”，不仅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样也是

一种与整个社会进程、艺术制度和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的话语。本期《当代美术

家》邀请六位作者，从策展人、批评家、创作者、教育者的不同角度和立场探讨

他们关于青年艺术创作与发展的观点。

应歆珣，《景观疗养院》，装置，天鹅绒、仿玉石柱、有机玻璃、门、橡胶、红酒杯、树脂、土豆、气模、影像，尺寸可变，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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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青年艺术的特征变

得更加丰富、混杂、充满生机。本文梳理了当下青年艺

术的整体状况，并总结出当下青年艺术的四个特点：对

于学习、运用新的艺术媒介、材料、形式更加开放和认

同；在艺术理论的知识性学习上与时俱进、同步共享当

代的艺术理论；前卫性相对“隐形”，但还保持着前卫

的精神和气质；青年策展与批评写作逐渐构成青年艺术

的现象之一。

关键词：青年艺术，前卫性，自觉性，信息同步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ith massive fragmentation, the youth art 

has richer and more complicated characteristics brimming with lif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youth art and summarizes the four major 

features: it is more open-minded and identified with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new 

art media, materials and forms; it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in terms of art theory and 

synchronizing cutting-edge art theory; it is still equipped with the spirit of avant-garde 

but in a more “invisible” way; youth curating and art criticism are gradually becoming 

a phenomenon of youth art.

Keywords: youth art, avant-garde, self-consciousness, information synchronization

对艺术现象的观察，一定是来自所接触

到的事物和人才有的感受。现象研究不等于

本质研究，人们在习惯认知上总是说，“通

过现象看本质”，但是能推导出这一结论

吗？现象能投射出本质吗？

这是我们的问题，也是今天观察青年艺

术现象的困惑。

最近几年来，特别是经过疫情这个世界

性的事件，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极

大的影响。对于艺术界，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影响到什么程度则不一定有统计学上的精

确数据。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是，从美院毕业的青年学生，投身到职业艺

术创作的越来越少，生存压力让他们放弃做

独立艺术家的念头。另一方面，由于各方原

因，其中也包括经济压力，很多艺术家撤离

北京，到另外的城市或回到老家，有的继续

做创作，有的就改行先谋生为主。对于那些

选择了做职业艺术家的青年人来说，也并不

是想做就能坚持下去，或者能够以艺术创作

来生存。我身边有很多央美毕业的学生，依

然保持着艺术之梦，到北京的边缘地带安营

下来，但其中大部分都放弃了，改做其他职

业来生活。

这种生存压力与追求艺术之梦的矛盾总

是存在，但今天的情况和以前比，可能不完

全一样，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现

在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希望进到单位里，有个

比较稳定的饭碗，这种职业心理是人的生存

需求，趋利避害，自古如此，社会的分工也

需要一批在单位里工作的人。但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的发展让艺术职业化更加明确，比

如靠独立创作谋生，以社会的艺术品市场行

为来保证艺术的自身发展。市场作为无形的

手在影响着艺术家群体的构成和变化，在今

天的中国，这种无形的手不光是市场，也有

制度这个巨掌，后者的影响更大。

这是外部的社会情况。我们要说的是，

作为青年的个体，要不要有自觉的独立观？

要不要自我塑造独立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生

涯？这既是艺术社会学的课题，也是个体生

命的价值选择。每个人的人生路肯定不同，

会遭遇各种可能性，有些情况是历史性的无

奈，个体抗衡不了，甚至会折戟沉沙，个体

渺小到像尘埃一样消失掉。悲戚的艺术由此

产生在这样的情景中，但这不是人的宿命必

须选择的。我们以今天论，依然可以看到不

少青年艺术家在坚持做自己的艺术，他们的

表现甚至让人感动。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略微谈一谈当前的

青年艺术及青年艺术家的状况。这种观察也

是一种选择的推论，或者说，我们还是基于

很多历史观的一种观察。

一、青年艺术的整体状况

对于今天青年艺术的整体描述和历史上

对当时的青年艺术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

比如，人们都认为现在的青年艺术不如以

前，或者说，看不懂现在的青年艺术都在搞

什么，甚至不乏对青年艺术表现出不屑的态

方位消失的时候——自觉性将主导自我的艺术生命
When the Position is Disappearing-Self—Consciousness Will Determine One’s Art Life

王春辰　Wang Chunchen

1.李琳琳，《疯狂进化》，装置，木材、采光板、铁丝网、LED灯、金箔漆、红色木椅子，左侧墙长36.9m，右侧墙长36m，内部墙宽13.51m，入

口宽10.98m，入口高度为12m至内部逐渐升高为16m左右，2021

3. 2021 iArt青年艺术计划［多元玩家］”原·美术馆展览现场

2. 2021 iArt青年艺术计划［多元玩家］”原·美术馆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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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我接触到的人群来说，也有这样的观

点，认为今天的青年艺术不如上一辈的，没

有社会关怀、没有历史抱负、艺术上没有新

意，等等。比如，我们这些从事美术馆工作

的人，总是期待从每年的毕业展上，发现艺

术新苗子、看到突出的艺术作品。我们每个

人的内心深处还是抱着发现好艺术青年、好

作品的愿望在工作着。但是另一方面，持有

不同的艺术观点也是正常的，并不是所有的

作品都受到待见。

不过，当下的总体情形是，不断有机

构和相关人士鼓励艺术创新、鼓励青年艺

术，他们尽可能给予青年艺术发展的空间和

机会。从大的文化氛围上，现在的青年艺术

没有遭遇到大规模的否定或压制，相反，能

够接受变化中的青年艺术的人越来越多，甚

至喜欢看到不一样的青年艺术的人也越来越

多。从社会关系上分析，优秀的、有代表性

的青年艺术的涌现和更替是必然的规律，是

作为历史序列发展的必然逻辑。

但作为整体的青年艺术是无法用一个统

一的概括语言来总结的。对于生活在当下的

青年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

但是到了创作的时候，他们的艺术可能不完

全是当下的感受和经验。艺术看起来鼓励创

新，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是趋于保守、守

旧的，甚至对于创新的东西天然有一种敌视

的态度。我们应该看到艺术本身的复杂性和

矛盾性，只是对于从事美术史及当代艺术研

究的人或批评家来说，他们有一种历史感或

者说一种个体价值认定的职业感，即一定要

找到、关注、跟踪、挖掘那些不守旧、不唯

唯诺诺、不规矩、不按套路出牌、不人云亦

云的艺术及艺术家，然后为他们书写，为他

们立传，为历史续接脉系。这是一种艺术史

独立意识的书写方式，所以才会对创新的、

有意义的艺术和艺术家进行研究，才形成一

种创新的、前卫的、时代标志的美术史。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很能够从乌央

乌央的青年艺术群体中，看到那些有时代

气息、又敢作敢为的青年艺术及艺术家。

这些年来，我参与过的青年艺术奖的评选

工作，评委都是秉持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来

选择那些有创新、有姿态、有想法的前卫

的青年艺术的。如新星星艺术奖，2017年

我们推荐从事行为艺术创作的童文敏获得

一等奖；2019年SAP艺术奖，通过评委投

票，李琳琳获得年度新锐艺术大奖；2021

年原·美术馆的iArt青年艺术计划的一等奖

给了做虚拟艺术的施蕊妮团队，二等奖颁给

了张墨颖，她拍摄了《血湖》纪实电影。北

京的青年艺术100项目、艺术8，海南的华

宇青年艺术奖，天津的常青藤计划、德龙

杯·1515青年雕塑创作营，四川美院的明

天雕塑奖，大同的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

等，都是给予创新的青年艺术家以奖励。以

这些推动青年艺术的机构来说，它们是有抱

负的、有担当的；从参与评选的人来说，他

们是抱有历史感的人。

所以说，今天的青年艺术的背后是有着

一批推动力量的，和之前比较，可以说这是

今天的鲜明的特点，说明社会的资源分配到

青年艺术板块，变得越来越自觉和主动。至

于这些青年艺术家群体谁能持续走下去，则

是更大的社会选择的课题，也是艺术家自身

自觉性促成的结果，甚至是宿命的结果。

二、当下的青年艺术特点

首先，除去正统的创作手法外，当下青

年艺术的变化还是有很多新的特点。他们对

于学习、运用新的艺术媒介、材料、形式更

加开放和认同。曾几何时的青年学生在学习

美术的过程中，总是犹豫于艺术的新变化，

对于现代艺术史不了解，基本上一上手学习

美术，都是从写实、古典入手，很多时候出

不来，都是按照套路创作，等到想改变的时

候改不了，思想被禁锢住了。但是今天的青

年学子们，能够接触到大量新的艺术知识和

信息，即便在偏远的地方也能通过媒体看到

当代的新艺术、不一样的艺术；而且也有机

会到大城市的美术馆、画廊看到最新的当代

艺术展和作品。这些资讯的汇聚和传播都对

这一代的青年艺术家有影响，无非是多和

少，或者是深与浅的程度。

正是当代这种信息的快捷传播，青年艺

术家见多识广，在自己的创作上表现为没有

障碍，能够采用各种手法和材料。这是中国

当代的青年艺术的进步，他们做到了和国际

艺术社会一样的艺术语言的运用。

其次，在艺术理论的知识性学习上，他

们也做到了与时俱进，同步共享当代的艺术

理论。这一点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以前没

有很多当下发生的艺术理论与批评的学习，

因为没有资讯来源，这类书籍出版也不多。

现在则不一样，自媒体、网络提供了大量这

样的理论知识，课堂上新一代的教师也都学

习、阅读当代艺术的理论与批评，翻译的著

作也不断出版。这样，青年一代的艺术家

在获取新知识方面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

也因此他们在知识储备上有了更鲜活的当

下性，特别是对于国际上目前普遍传播、

吸取的后结构主义的法国理论，一批青年

艺 术 家 普 遍 都 有 耳 闻 和 参 阅 。 在 这 一 点

上，会对他们的世界认知产生深远影响，

因 为 随 着 艺 术 的 发 展 ， 对 艺 术 的 多 重 理

解、解读、认知都会发生改变，非视觉化

的内涵和思考都会贯通在艺术创作上。这

是以往中国正规的美术教育所不强调的，

这种艺术认知与解读上的改变会潜移默化

地生根发芽，长成别样的新枝，这是中国

艺术未来性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和动力。

第三，这一代青年艺术家的特点。我

想，这方面的任何评说都难以准确地描述。

这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社会变化太快的缘

故。我们在学校工作，接触的是青年人；在

策展活动工作中，也大量接触青年艺术家，

能够看到她们的不同，她们有自己的观察，

对事物有自己的理解，但她们也不盲目。可

能因为年轻，对有些事物一时判断不了，但

还是有勤于思考的青年在读书、想问题。可

能议论得比较多的是这一代青年人缺乏社会

历史感，对苍茫的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切身体

验等等。对此，我的观察和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不必担心。一定会有个别的新人去反思

历史的，历史从来都是由部分思考者在进行

反思和重构，所以，这一代青年艺术家也会

有这样的人。

如果说，前卫性曾经是艺术历史发生

的主旨，同样，今天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

前卫的表现形式与状态不同于过去。前卫变

成了隐形的前卫——它们看起来不激进、不

反叛，但它们不同于流俗、不同于正统，异

于主流，这些特质足以说明青年艺术还保持

着前卫的精神和气质。在今天全球的艺术世

界里，能做到绝对的前卫已经是非常罕见的

事情，因为前卫所能表现的手法都已经司空

见惯，难以在新奇、新颖上获得前卫的声誉

或批评。相反，倒是那些大胆使用各种奇奇

怪怪的东西、材料混杂的创作或活动，显现

了一种气场和特质。这是因为在今天大家已

经什么都见识过了，在艺术的场域里视觉已

经麻木，靠原创性来谋取“前卫性”很难很

难，但是青年艺术进行表现内容上的变革和

组合混合，还是带来不少的视觉冲击。其

实，这里的内在逻辑是：在信息化的碎片社

会里，经典的现代艺术史脉络不再可能用一

条明晰的线勾连起来，反而由多条驳杂的碎

片组成；虽然是碎片化的状态，但依然有时

空场域中的特殊性和表现力。如我们看到的

一些青年艺术家的大型装置、具有情景化的

行为艺术、展示了现实直观的录像作品、奇

幻的画面构成等，依然呈现为当代的青年艺

术的先锋性和锐度。

第四，在青年艺术的板块里，不仅仅是

创作类的变化，我们也要为之增加策展与批

评写作这一项内容，否则就不能展示今天的

青年艺术的特征之一。可以说，青年策展人

越来越多，越来越构成今天的青年艺术的现

象之一。我们对青年艺术的认识，大多要依

赖这些青年策展人的展览和告知，因为青年

艺术群体的数量呈几何级增加，使得我们识

别青年艺术家比以往更加艰辛、不容易。但

是有了青年策展人——这里主要指策划具有

当代性质的青年艺术展和活动，才使得艺术

世界的发展和延伸有了可能。这一部分和青

年艺术一样，都是成长型的内容，需要艺术

生态加大支持力度并形成机制。这样，未来

的青年艺术的涌现与发展都会与青年策展密

不可分。

最后，也需要特别指出，在青年艺术的

生态板块里，写作批评和以往有了不同的地

方。在自媒体上写作的青年越来越多，但还

是缺少更多的批评写作，这方面的匮乏比创

作还要紧迫。创作的群体数量非常庞大，但

写作的青年人非常稀少，这与社会的生存有

关。虽然国内有几个鼓励批评写作的奖励，

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需要这一代

青年有写作艺术批评的冲动和责任。这支艺

术血脉不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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