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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道，是當代中國藝術的新概念，那麼，在對話與文明交融的原則下，則應
該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後現代，在當代的藝術評論中，是否只能永遠處於受批
判的位置？我們從展覽中看到的是，不少藝術家其實是在用現代、後現代的方式或
是意象，去闡述在時間概念上的一種永恆和不分時代界限的藝術人文價值，這或許
才是在現代或者後現代的藝術創作或評論中，一種較為包容和全面的方向。

在一個藝術展覽中，如果展品出自古人或前人之手，則透過展品，觀眾能夠了解
展品的時代背景和古今關係，也能夠對藝術發展史產生較為直觀的總向的印象。但
是，如果展品出自今人之手，則展品自身所表達內容，往往會由展品意象的時代印
跡所來決定。在藝術評論中，或者相當多的展覽中，都有這樣一個情形：只要展品
是對遠古、上古或者前人時代的一種回憶，往往都會解讀成是對現代或者後現代的
藝術甚至人性批判。

藝術品的作者、藝術評論家或是觀眾，時常會有懷古心態，這是非常正常的事
情。但是懷古，並不一定要去批判現代或者後現代。因為時代境遇的不同，藝術培
養模式的差異甚至於創作環境的改變，一件現代人創作的
中國山水國畫，與唐宋時期的山水國畫，始終都會有巨大
而明顯的差異，這是客觀事實，是無法改變的。畢竟，仿
古並非真正是回到古代。

藝術家或者藝評家無法迴避的問題是，藝術家們是生活
在當代的人。固然，在藝術的賞析或創作思維的形成上，
會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不滿和批評，但是這種對現代
或者後現代的反彈，並不是整體意義上的否定，而是一種
藝術家自身未能在現代性中找到位置的解讀和詮釋。或者
說，是對於無法融入現代生活的一種感慨和無奈。

畢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現代或是後現代，已經深深

印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一個人的衣食住行都已經是現代化的產物和翻版。我們或
許會對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現象有非議，但是我們已經離不開現代化，離不開現代生
活為我們帶來的生活模式的改變，也無法抗拒現代化本身為人們帶來的巨大的物質
利益和產品。這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即便是藝術家，其實也無法真正逃脫這樣的
宿命。

因此，有時進行藝術鑒賞或是評論，可能需要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一味對現
代、後現代進行批判，是否已經淪為一種偽批判？偽批判其實更多是建立在藝術精
英化的思維層面上的一種心態，是高雅、通俗二元論的一種延伸。畢竟，那些參觀
藝術展覽的相當多數的大眾，其實更多是對現代化有切身體驗，他們解讀藝術作品
的視角也更多是現代文化的層面。如果將一些古典題材和意象的藝術作品進行一味
的反現代的意境解讀，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大眾主義文化觀念的一種否定。在
當今時代，我們已經無法再回到點煤油燈、用蠟燭和筆墨紙硯寫信的時代。作為藝
術的興趣，是值得保留和提倡的模式，但是這些已經無法成為大眾的生活觀念和方

式。無論樂意與否，這都已經成為了一個客觀事實。
中國的藝術要發展，確實是要反對西方藝術中心

論。但是，藝術評論在對以現代價值為代表的西方藝
術中心論進行批判時，或許應該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反對西方藝術中心論，究竟是反對西方藝術品至上的
觀念，還是反對西方藝術中的包容精神的理念？如果
有人將一幅非常名貴的水墨畫與很有價值的西方油畫
比較，且一定要論處高低輸贏，這是不對的。但是，
跨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自由理念是應當承繼和借鑒
的。因此，「原道——中國當代藝術的新概念」展
覽，或許能夠提供一條思考的路徑。

現代與後現代：不只是藝術的批判
記者手記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 全

—「原道—中國當代藝術的新概念」展探微
在今次展覽策劃人皮道堅看來，「原道」是一個從中華文化的立場出發，在當代藝術的創造領域，重新建構現代性的

過程。此處的「道」非單純是儒家崇尚的「聖人之道」，也非老子的「道」，而是涵蓋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範疇。今次展

覽，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意象，也是現代性的跨文化對話。這是開放時代多元與包容的意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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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以「原道」為名，本身即有回溯
中華文化道統的意思。水墨、篆

刻、中國畫，都只是一種媒介手段。在
現代化是一個必然趨勢的情況下，創作
風格的多元以及對媒介自身的創新，都
成為一種使命和任務。根本上說，藝術
的使命，是表達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意
義：在幹甚麼、想甚麼。

訴求文化本源

客席策展人皮道堅教授認為，華人區
域的當代藝術自發展以來，一直受

「西方中心主義」的困擾。至20世紀90年
代，人們自覺認識到，中國當代藝術應
該有自己的「現代性」，特別是1990年代
中期關於「實驗水墨」的討論，以「水
墨性」語言方式的探索為契機，從文化
精神方面深入對傳統資源進行重估、評
價和利用。近年來，一些東方傳統媒材
領域，如水墨、天然漆、陶瓷，以及被
植入水墨性、水墨精神和水墨方式的新
藝術媒體領域，如裝置、行為、影像
等，被積極地納入到中國當代藝術的實
踐和論述，呈現出特殊的、不同於西方
當代藝術發展的模式。

皮道堅覺得，今次展覽展出了兩岸三
地及海外的華人藝術家的傑作，內地、
香港和台灣共享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資
源，存在 一脈相承的文化血緣關係，
同時在現代化進程中又發展了各自不同
的文化特點：香港華洋雜處，與內地文
化語境有細微差異；台灣重視中國傳統
文化的傳承和教育，保持了中華文化的
特性又具有鮮明的地區文化特色；內地
是傳統文化積澱最為深厚的地區，文化
資源豐富，但是經歷了20世紀的革命運
動後，傳統文化被重新刷新和篩選。

據悉，主辦者始終認為，如今審視本
土傳統藝術媒介在現代演進過程中的角
色，不僅不應導致一種封閉的語言觀，
相反更應保持一種開放、多元的語言
觀，只有如此中國當代藝術才能更加彰
現出新的活力。展覽力圖在傳統藝術媒

介和傳統文脈、文化差異性和文
化歸屬感的當代表現等方面進行
一些探索，意在為「開放．對
話」的主題添加一個新的維
度，讓當代藝術領域中的中國
傳統文化資源的運用獲得更為
廣泛的認知。

角色與身份：人與狗的錯置

後現代去發掘中國價值，可以從外來
文化的形象中去進行闡述。李軍創作的

「角色與身份」系列，似乎能夠顯示出這
一種戲謔的反諷與角色的尷尬。他的這
組畫作，取名為「角色與身份」。從名稱
中能夠判斷，這是一種對人生角色和地
位的反思與重探。但是，如果立足於後
現代的立場，則我們能夠清楚感覺到，
人，永遠是藝術創作的主題。

「角色與身份」系列的巧妙之處在
於，人是隱藏在動物之後的。該組作品
選取的意象，全部都是人類「最好的朋
友」——狗。狗的形象，確實在不同世界
的價值觀中，有 天差地別。例如，在
東方世界中，尤其是華語文化圈中，狗
的形象會負面很多——狗仗人勢、狗腿
子、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等。總
之，狗是一種絕對不會帶來任何正面效
果的動物。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呢，狗又
是另一種格調：忠誠、正直、友善。更
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西方社會對狗的
想像，是從童年開始的。各種動漫題
材，都會對狗進行了大量描繪，從而形
成了難以改變的印象。迪士尼的《101斑
點狗》，便是西方價值觀中的狗。因此，
後來中國人對狗的想像出現轉變，其實
和西方文化的傳入有很大關聯。

那麼，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看待李
軍的「角色與身份」系列作品，究竟能
夠有怎樣的信息解讀呢？如若結合今次
的「原道」展覽，它所闡述的是中國藝
術新概念的主題，因此，這組「角色與
身份」系列作品，是對中國文化、而且
是當代時下文化的一種表達和闡述。不

過仔細觀察作品則會發現，其中的狗的
形象，幾乎全部都是西方外來的藝術裝
飾。例如嬰兒帽、山姆大叔帽子、海盜
形象、廚師裝扮等等。看後給人的感覺
是：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已然已經無法
再準確分別東方和西方，縱然我們對時
下或有不同的感受甚至非議，但是這一
切是實實在在存在於我們的生活體制
中。願意與否，這是一個事實。一隻
狗，身份可以不同更換，角色也可以不
同更換；同樣的，人也是如此。有時因
為生活所迫，甚至會同時擁有不同的身
份。這一切，都是我們能夠在「角色與
身份」系列中呈現出來的藝術訊息。只
不過，在藝術上，這些只是簡單的一隻
狗或者一群狗。

停下腳步：請上二樓

文化是活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存在
的。如果漫步於佐敦或是油麻地一帶的
唐樓街道區，會發現除了居住之外，屋
宇也是可以用來的經商的。從一樓上
去，到二樓三樓，會有美髮、美容、保
健按摩甚至小吃店等不同的經營形式。
當然，如果在台北的平民區或者是北
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廉價消費地
段，都會有這樣的街區存在。藝
術 家 陳 世 明 創 作 的 《 請 上 二
樓》，便是將這類活躍在居民生
活區中的商業店舖描繪出來。我
們平時或許早已習慣了它們的存
在，但是，當陳世明將大量的此
類舖面整合在一個作品裡的時
候，則會讓人產生一種難以名狀
的壓力感。

作為一幅攝影作品，《請上二
樓》關注的是都市，但卻是都市

的邊緣。作為台灣彰化人，陳世明用自
己的鏡頭去記錄眼中的台北、高雄或是
經過都市化步伐後的新地域。在現代化
的潮流中，台灣熱衷於都市更新，而每
個城市的都市更新步伐或措施，有時也
備受詬病和指責。原因為何？因為都市
的主體究竟是人還是建築？是人的幸福
還是閃爍的霓虹燈？這一點，恐怕無人
能夠回答。因為，即便我們在心中知道
人是一座城市的主人，但是，我們無法
迴避生活的壓力和自己心中的那一份卑
微的要求：在一個以秒為計數單位的城
市裡，我們希望有自己的一個居住、落
腳的地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
的尊嚴。

《請上二樓》的震撼之處在於，陳世
明是用鏡頭記錄的真實生活，且他將大
量照片進行疊加，在視覺效果上，向我
們傳遞了無比沉重的壓力感：這不是高
檔的消費區，你有生活的需要，就請上
二樓，他們能為你提供價廉物美的服
務，因為，他們需要為你服務，他們也
有 無比沉重的生活壓力。停下腳步，
請上二樓——這或許就是文化的本源，也
是所有人面對的生活重壓，無論你的種
族、國籍是甚麼。

■《決鬥》

■《角色與身份》

■《芥子園山水卷》

■《疊壓打破共存》

■《呆坐 》

■《請上二樓》

■《好萊塢山上的紅旗》

■《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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