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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达世奇

!"#

!林明杰不妨“窝里斗”

$%&' 这样的老师该被除名

! ! ! !有一次，一位读者朋友遇见我时说，你就
某事发表的观点真好。我说，这不是我的观点
啊。他很自信地说，发表在你编辑的版面上的
文章不就代表你的观点吗？我说，不一定啊，
譬如你说的这篇文章，我还真的与之观点不
同。

报纸是公器，艺术评论版面更应是百家
争鸣之地，刊登的文章若都代表编辑的观点，
岂不成了一言堂？艺术评论文章不是天生就
意味着真理的，也没有高人一等指导艺术创
作的权力，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发人们关注、
探讨、思考艺术问题，从而推进我们对艺术的
认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需要不同观点
的文章，因为有碰撞，才会有火花———智慧的
火花。

借此，我再次声明，本版稿件观点与编辑

个人观点及好恶无关，除了“林距离”专栏我
自己写的文章（有没有植入式广告的嫌疑）。

最近，有位评论家，也是本版作者，对我
说：你不要介意我批评发表在你们版面的文
章，但你的文章我一定支持。我非常感谢这位
评论家的支持，但是我真诚恳请他对我一视
同仁地批评。做艺术评论，不是搞帮派，不必
那么强调一致对外，窝里斗斗也挺好玩的。

只是对于喜欢批评的朋友我提个小小的
要求：!"仔细看清对方观点再批不迟。有的批
评文章明显没有理解对方观点，对着自己幻
想出来的谬误一通炮轰，于事无补；#"逻辑严
密些，至少得自圆其说；$"不许骂人、侮辱人、
歧视人。
在大众传媒上发表的艺术评论还应该与

私人利益无关。不能因为你收藏哪些艺术家

的作品，就写文章拼命吹上天；也不能因为没
有收藏到某些艺术作品，眼睁睁看着别人玩
得风生水起，于是妒火中烧，撰文狠批，非批
倒批臭而心不悦也。

新闻报道讲究客观公正，艺术评论的学
术性也要求评论家有超越自身利益的觉悟。
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的基本格调，靠自觉。

另外，身份涉及商业利益的作者要懂得
避嫌。现在，画商中也颇有些喜欢撰写文章和
发表艺术批评的。舞文弄墨是风雅的之事，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当你公开发表的批评观点
涉及非你经营的艺术家作品时，是否涉嫌以
不公平方式来贬低竞争对手？如果涉及你经
营的艺术家，又是否涉嫌你与艺术家之间的
利益纠纷？

如果是其他行业的商家，广告是不允许

贬低竞争对手的，艺术品行业是不是就例外
了？这不仅需要爱好艺术批评的画商朋友注
意，也需要媒体同仁三思。

前些时，有人告诉我：某位背后在骂你写
的文章呢！我说：哦，承蒙垂青。后来又有人告
诉我：他最近倒又说你某篇文章好了。我说：
哦，承蒙抬举。反正，不管他说我啥，如果我写
到他，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说我宠辱不惊，
我做不到，但是写艺术评论，就只能要求自己
勉力为之。这确实有点违背人性。我也怀疑，
艺术评论这活儿是人干的吗？不过，想起有一
个行业，我就释然了。那就是法官，他只应该
依据证据和法律，而不是个人的爱憎与好恶。
但是，法官手中有法律，艺术评论家有什么？
或许是平等讨论的环境吧。或许还有自己的
学术自律。

! ! ! !网上看到有艺术学生撰文介绍：他的老
师给同学基本都是 %&分以上，目的是让学生
有个好心情，促使他们主动学习。这可能是学
生即兴的随意表达，其中必有隐情。否则的
话，这样的老师应该被除名。
上篇文章介绍上海艺术双年展，有读者

表示看不懂当代艺术，认为行为艺术是打着
艺术的幌子胡闹。我回答：看不懂和不喜欢都
没问题。行为艺术，或者当代艺术作品都有高
低优劣之分，与传统写实一样。人们对质量差
的传统绘画作品没有异议，而对差的当代艺
术反应很大。甚至对好的当代作品，因为看不
懂而全盘否认。许多人认为，是艺术品就当
然，必须，能够看懂。以前介绍到中国的历史
名作都是可以看懂的，不需要学习。为什么现
在的当代艺术让人看不懂？我以数学举例，深
奥的数学看不懂，你会觉得自己学问不够。而
艺术作品看不懂就被你否认，因为你不把艺
术当成学问。
国外的大学，最著名的就是进去容易出

来难。不及格（挂科）学生很多，说明教学严
格。我所知读书不好的大学生，经常转科，转
学校，原因就是专业不及格，读不下去了，转
到一个与自己专业水准接近的科目，容易通
过。如果大学老师不给学生“挂科”，都给 %&

分以上，必然是野鸡大学。学生完不成作品，
老师随意把垃圾当成珍品。当代艺术这样上
课的话，难怪人们会认为是胡闹。至于这些作
品可以去国外展出，或者卖钱，可能是胡闹加
忽悠。国外商业运作只要做到赚钱，是有可能
的。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不是也经历了许多
泡沫？
话说回来，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老师的出

题。我以最大的可能性来假设，分析学生“倒
颜色”的功课为什么可以获得 %&分以上。如
果老师的题目是创作一幅“对象艺术”，学生
这个创作是可以成立的。

对象艺术（'()*+, -.,）出现于 #&世纪与
#!世纪之交，原理是对象与主题重合。它既
是 '()*+,（物体对象），同时也是 /0()*+,（主
题），这很容易理解。这个作业的特点是，几乎
所有的写实作品都符合这个特点：达芬奇对
着蒙娜丽莎画像，蒙娜丽莎就是画的主题。而
对象艺术有一个原则，也是难点，就是不可重
复前人的形式，这就把所有的绘画作品排除
了。学生把颜料盒的颜色直接倒在纸上，是将
物体对象（颜料盒里的颜色状态）与纸重合，
出来的形象就是作品的主题。对象艺术是要
求学生避开前人已有的创作模式，养成独立
思考和开创新形式的习惯。我曾经将梅兰竹
菊写意国画扯破，褶皱，扔到画布上，用胶水
粘住，画面可以看到梅兰竹菊的残迹，是将物
体对象（国画梅兰竹菊）与画布上主题（破损
的梅兰竹菊）重合。但是，别人再将一幅书法
作品扔在画布上，就是对我的模仿，不符合对
象艺术的要求。
老师的作业要求也可能是另一种：借助

外力来完成创作，但要符合艺术元素。用一个

自然的物体来对画面碰撞，产生线条的疏密
关系，深浅和空白的节奏，构图平衡中的冲
突。那么该学生的作业也符合老师的要求。
老师的作业要求还可能是别的，但这不

是重点。我的意思是，写文章给公众提供信
息，切不要把胡乱一气的举动，说成是老师赞
赏的理由。
第二件作品：把一本作业本烧了。
#!世纪流行身份艺术（12*3,4,5），许多毁

脸毁人体的作品在网上展示。我曾经把一幅
油画肖像的脸烧了，创作了《欲火之毁》。该学
生烧作业本，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作业本的
身份被重新定位：作业本与学习是什么关系？
与老师和同学是什么关系？艺术创作的空间
是否该被这个本子所限制？作业本是绘画的
材料之一，它是否可以作为单独的主题展出？
没有作业，没有绘画内容，作业本的意义在哪
里？作者通过烧毁提出各种疑问。
老师的要求也可能是外力的撞击，用火

烧使纸面留下焦损的痕迹，把它当成视觉画
面本身。其实这也是身份艺术，因为“毁坏”是
视觉的第一印象。
身份艺术产生于 #!世纪，是对自然与人

的重新认识。以往的各种哲学都被否定。就好
像一个家庭的原则规矩，到了社会就可能是
坐井观天，全世界兜一圈更是大跌眼镜。以前
地球人只知自我，现在外星生命被认可存在，
地球与外环境的威力远超人类的知识，人类

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
当代艺术在一日千里的科学发展中诞

生，思考和追寻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
每年有大学排名，各国都在脚踏实地的努力
进取。我们不要将过去封闭保守的自大，一下
子跳跃到无规则、无学术、无专业的胡闹自大
之中。当代艺术最怕的是不讲道理。作者不
讲，老师不讲，学生胡诌误导，那么艺术学院
就不必开了。
有朋友问我，古典写实的艺术是科学可

以理解，因为它忠实客观外在。但是怎样理解
现代与当代艺术也是科学？
我回答：写实艺术被突破，就是科学发展

的结果。印象主义是对人眼观察事物的变异，
是视神经潜力的第一次挖掘，这就是科学。之
后的绘画发展，从视神经走入心理感受。表现
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
都是绘画的表象与心理下意识的对话，这也
是科学。
从心理感受走入观念，要用艺术元素来体

现。当代艺术与传统写实的关系牢不可破。色
彩，线条，块面，黑白，#6或 $6的视觉组合，韵
律与节奏，气势与动感，光影的巧妙安排，空间
的利用等等，古典写实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现代与当代艺术都要充分运用。善用者为
上品，表现了对当代社会的理解与看法，这是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胡闹者不讲究艺
术元素，不表达思想观念，只是胡闹。

! ! ! !前几日曾收到一个请柬很
有意思，其内容是：某某，中国
著名的书法世家，第三代传人，
一脉相承于祖辈的书法艺术，
当今中国仅有此某某先生一人
而已。
这个请柬很有意思，也很

大胆，不过也很失败。书法作为
艺术，怎么个祖传法？是他们家
有类似于“乘法口诀”一般的
“葵花宝典”，只要一打开，按其
套路、招式、手法，就可得其衣
钵，并且自然而然的是书法家
了！但如果他的书法，真是一笔
一划都与他祖上一样的话，那
这个展还必要办吗？难道他们
家的书法宝典里，真的就不把
书法当艺术了吗？由此也可见
他们家直接把“书法”当作“家
法”传家了。事实上，书法作为
艺术，是无法作为家法一样传
下去的。如果下一代，与上一代写得一模
一样，那就不是艺术，而是套路了。
作为名人的后人，能传承的是祖上

创新的艺术精神，而不应到处叫嚣着祖
上的名头，沽名钓誉。放眼时下，一些名
人的后人，可谓到了招摇撞骗的程度了，
他们祖上积累下来的那点艺术成就，早
就已经给他们败光了，然而这些家伙仍
不知道其所以然。
那么家法是什么东西呢？可能也是

家规吧。记得当年看《霍元甲》时，特写镜
头里我就看到了霍家的家法是：外姓不
传，道德败坏不传，身体虚弱不传。霍元
甲就是因为身体虚弱，他的父亲才不让
他学武的。这就是家法，霍父只是严格的
执行他们家传下来的家法，祖祖辈辈一
代一代就这样子，依法办事就行了，错不
了。
如果书法或其它艺术形式，也是这

样一成不变的传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还
谈什么发展！
艺术具有创造之美，无法一劳永逸；

家法具有规矩之严，只能一本正经。绝不
能将书法的创造之美，混同于家法般墨
守成规之死板。至于现今写个什么“龍”
字，就去注册成传人的有之，划个“舞”
字，就成独创者有之；还有自称“八大山
仁”，“赵佶家人”行走艺术市场也不绝于
耳，但所有这些都与艺术无关，也与祖上
的艺术创造精神南辕北辙。艺术无法世
袭。
这种拷贝祖上的展览，我是不会去

看的。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
人弄来的这个展？又有什么人会出席这
个展？媒体又是怎么成文报道的？又会是
什么人来买单？
有时候，当我看到一些大言不惭的

“艺术”展，在上海风风火火地开幕，局外
人的我倒兀自脸红起来，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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