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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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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知道新闻传播界怎样理解一手缔造了

!大黄鸭"!大白兔"!大河马"的荷兰艺术家弗

洛伦泰因#霍夫曼 !"#$%&'()*' +$,-.'/$他的

全球巡回展演与入侵很像一个成功的 012&%!

3(.%$尽管也遭遇了戳破%火烧%被洪水冲走的

戏剧性抵抗$但终归霍夫曼可以骄傲地宣称&

!盗版是这件作品成功的真实写照'"!4567年

65月大黄鸭登陆上海世纪公园的镜天湖时

所言/

!盗版泛滥"或者!粉丝众多"如果也可以

称之为!成功"$那就很像前段时间戴锦华对

上半年国产电影的评述&!人们一定会讨论其

中的粉丝电影$我不想讨论(小时代)极端恶

评与巨大票房之间的反差$ 也不想讨论郭粉

与韩粉之争$ 我不认为这类影片的成功与问

题是*拜金主义+*物质至上+或*伪文艺+$而

是相反$在于它们的非价值化' "

当然$ 价值追问对当代艺术来说是件

困难的事$但在!大黄鸭"与(小时代)背后

共同的迷狂粉丝团却揭示了相似的谜

题,,,除了营销-传播$公众究竟因为什么

而奔走呼号. 更令人好奇的是$伦敦市民-

悉尼市民-台湾市民-大阪市民-圣保罗市

民-阿姆斯特丹市民是如何!忍受"了这种

公共艺术的.

同样在 65月份$一个截然相反的案例是

美国艺术家保罗#麦卡锡 89.1# :;<.%(=>/在

巴黎著名的旺多姆广场竖起的 47米高的装

置作品(树)$引来巴黎市民的巨大争议和愤

怒' 麦卡锡说取名(树)的原因是它看上去有

点像圣诞树$ 但是灵感却源自肛门塞,,,而

巴黎市民忍受不了这件性玩具的艺术,,,有

个保守团体写道&!一个 47米高的巨大肛门

塞竟然立在旺多姆广场'那里被玷污了$巴黎

遭羞辱了' "

那么巴黎市民对保罗#麦卡锡的驱逐与

世界各地对霍夫曼的欢呼是截然相反还是殊

路同归. 以及这个可能的症候是什么呢.

一个较为清晰的事实是$ 霍夫曼与美国

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在文化逻辑上是何其

相似$ 或许还包括日本曾经的前卫艺术家草

间弥生' 不论是昆斯(气球狗)还是草间弥生

!波点艺术"$ 它们的主要特征都集中在饱满

鼓胀的形式-光洁耀眼的质感-明亮清新的视

觉-游戏娱乐的态度以及赤裸裸的商业诉求'

如果将这一脉络追溯到波普艺术的鼻祖安

迪#沃霍尔$那么沃霍尔的艺术革命已经进入

到了公众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生活就是法国

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新闻-

宣传-广告-表演等媒介取代了干预性的意识

形态$ 以隐性的角色成为现实的主导形式与

力量'

就像已经非常有名的艺术家蔡国强在北

京 ?9@<上放的焰火$一定会像 455A年奥运

会的!大脚印"一样被广泛流传$尽管它远比

!大黄鸭"公共艺术得多$更不用说 B月份在

黄浦江上的新作(九级浪),,,尽管它依然被

艺术界批评为&!蔡大师永远赢的不是艺术$

也不是当代$ 他赢的是在全球散落着无数草

根的美学梦-文艺的忧伤梦$以及那些中老年

逝去的青春与童真' "

那些摆放在公共场所的!物件"首先是对

公众的按摩器$ 当霍夫曼在上海世纪公园赤

裸裸地宣称!当我陈列这件作品的时候$我侵

入了空间$我更喜欢用*绑架+了公共空间这

种说法"的时候$公众的主动被绑架才第一次

成就了他的艺术'

难道没有先在的!公共艺术"吗. 那些被

公众普遍冷落的街头- 广场作品很多时候才

是真正的公共艺术,,,如果你不动脑$ 它就

丝毫不能进入你的视野$ 比如 CBA艺术区包

豪斯广场上隋建国的(盲人雕像)$由于公众

的!视而不见"$艺术家极为个人化的艺术观

念获得了社会性的延伸/ 再比如布达佩斯多

瑙河堤岸上由电影导演坎#图盖 8<.' D$E.>/

和艺术家居拉#保尔8F>1#. 9.1&%/创作的 G5

双铁鞋纪念碑$ 恢复了 6B7HI6B7G年间被法

西斯屠杀并抛入多瑙河的死难者的遗迹/还

有英国女艺术家雷切尔#怀特里德 6BBJ年的

作品(房子)$将伦敦东部一整幢房子的内部

空间翻铸后$放在伦敦 @J区格鲁夫路和罗曼

路的交角处$既作为住宅理念的纪念碑$又是

对英国居住状况的政治陈述$ 可惜依据管理

规定$作品属于临时展出而非永久雕塑$不过

三个月就被拆除了'

或许要做个结论说$真正的公共艺术$既

不绑架也不按摩'

0乐梦融摘自(外滩画报)$有删节1

! ! ! !最近$ 罗伯特#莱曼的一幅全白的画

(无题)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自从这幅全

白无物的 (无题) 被纽约苏富比估价为

6H55万至 4555万美元 8约合人民币 B555

万至 6K4亿元/拿出来拍卖后$人们的吐槽

花样百出'日前$该画以 6H55万余美元的

价格成交$折合人民币约 B46G万元'许多

人觉得这个买家是蠢得不能再蠢的人$一

定是被炒作忽悠进去的'

炒作忽悠之类的事$ 在方兴未艾的中

国艺术品市场比较容易起效$ 而在已经被

资本主义的艺术品市场历练了几百年的西

方$人们确实不那么容易被忽悠'虽然炒作

依然存在$但炒作对象的选择非常重要$还

真得选有学术价值- 有原创性的艺术家才

行'

有不少朋友表示$他们通过书本或者

百度去了解罗伯特#莱曼及其极简主义绘

画$还是一头雾水' 那么我们不妨用另外

一种方法$一种不太学术的方法来聊聊'

我们且以美食来比喻人类艺术欣赏

的心理演变过程'一个肚子里没什么油水

的穷人最爱吃什么. 当然大鱼大肉咯2 你

请客一定要请他吃大鱼大肉'你花大钱请

他吃!极简主义"的日本料理或中国素斋$

他都可能觉得你抠门'而一个大鱼大肉吃

厌了的富人$喜欢吃什么. 他可能喜欢吃

他没吃过的新花样$喜欢吃清淡的东西'

艺术欣赏的心理也这样'西方人在卢

浮宫里$在各种沙龙展中$在教堂里$在富

人的客厅里$看那些色彩浓艳-造型逼真

的画都看得厌了$他就希望看些清新古怪

的东西$看些意料不到的东西'因此$印象

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抽象艺术-达达主

义-普普艺术-表现主义-极简主义等就这

样相继在西方风起云涌'几乎每一个新艺

术都是!造反派"$是对前一个流行艺术的

造反'观众们看不同的艺术流派相互斗来

斗去$其乐无穷'

试想$当那些看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

画展都看得要吐的人们$ 走进罗伯特#莱

曼的画展时$看到满墙白茫茫$那种惊讶

和震憾会多么强烈'昏昏欲睡的头脑一下

子兴奋起来$有的人在思考为什么$有的

人忍不住骂他骗子$ 有的人则激赏不已'

艺术能引起关注和讨论才会有影响'

顺便我要解释一下$莱曼的画并非是

一块白布或白纸$他画面的空白是!画"出

来的'他常用木板-铝板-拉伸棉布等材料

以及丙烯-瓷漆-环氧漆等颜料来作画'所

以$ 他的画面上是有某种肌理视觉效果

的'

莱曼的!空白"画$具有一定哲学基础

和社会基础' 对中国人来说$理解这种画

其实并不难'老子哲学讲来讲去不就讲个

!无"字吗. 佛家之说$不就说个!空"字

吗. 那么$ 莱曼的画就接近于 !无"和

!空"$但又不!空"$非!无"$貌似!空即是

色"也'这种哲学的玩味$对极简主义诞生

时的西方来说是新鲜玩意$但对中国人来

说应该不是'中国早在唐代就诞生过一首

具有极简主义审美趣味的诗$那就是柳宗

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

西方的近现代艺术都有点像青春期

的叛逆'极简主义绘画就是对它之前的绘

画潮流譬如表现主义绘画的逆反'因为在

极简主义绘画之前$所有绘画都要表现点

什么内容$开始大多是现实世界具有的物

体$如人-静物-风景等$后来则开始凸显

画家的个性和心情'而极简主义则不希望

表现所有现实世界上有的!物"乃至艺术

家的性情' 当然$他们在绝对意义上是否

做到了$又是另一回事'

极简主义绘画艺术阵营里具有代表

性的艺术家不止一位$他们!简"的样式也

各有不同'但大多都是在玩几何形的搭配

游戏' 别小看这些几何形的游戏$他们确

实玩到了极致$ 从几何形的大小搭配-角

度摆放-色彩配合等$都进行了极其精致

的探究'还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这方面素

养和天赋的人都能随便做做的'恰似中国

的明式圈椅$ 就那么几根简单的曲线$但

美轮美奂'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明式家具$

那就比较容易理解某些极简主义的绘画

作品了'

极简主义艺术不仅开拓了人们新的

视觉经验$ 而且还衍生出极简主义音乐'

极简主义艺术还有个巨大的贡献$那就在

设计领域' 从建筑到内部装潢$从家具到

器皿$到处都有它的影子'极简主义作品$

往往不能仅仅孤立地去观赏和理解$而需

要与人-与环境的配合$才形成完整的审

美结构' 有时候$我们孤立地看一幅几何

形的极简主义绘画$ 并未体会到它的妙

处$而当你将它放置在某个环境中$与家

具和人等则会形成相得益彰的氛围效果'

极简主义绝不是简朴主义'极简主义

应该是人类文明繁荣到相当程度$以具有

相当阅历的挑剔眼光$ 用相当考究的手

段$去做出一件貌似非常简单而实质相当

有教养的玩意儿'

! ! ! !经典的外滩老洋房-时尚的俊男美

女-怪异的当代艺术作品$在外滩举行

的 ?LD546 艺术博览会虽然已经结束

了一段时间$但依然被业内人士经常提

及$以至于只要提起 ?LD546$人们脑海

中的第一印象或许不是在展会上成交

的那些艺术品$而是簇拥在当代艺术家

周围的时尚先生和小姐'

从全球范围来看$ 当代艺术与时

尚圈的结合$ 已经诞生了经典的成功

案例& 无论是路易#威登与村上隆-草

间弥生$还是法拉利与陆昊' 他们之间

因为合作而引发的市场关注$ 已经很

难说清楚究竟是谁成就了谁$ 但成交

的案例$ 使得当代艺术与时尚界的互

动更加紧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怪相&

在初涉时尚圈的俊男美女来说$ 热衷

于在各种当代艺术展览中抛头露面$

无论对于作品理解如何$ 先和当代艺

术家混个脸熟$ 以期在未来有机会合

作/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倘要延续既

有的!轨道"进行创作$不仅花费的功

夫不少$更可能会永无出头之日$而改

变命运的最好办法$ 就是利用时尚圈

内的流行元素$ 用惊世骇俗的方式去

创造新艺术模式$ 以尽可能快的捷径

来实现被市场认可的目的'

现在时尚圈都流行跨界$而如果能

跨到当代艺术领域$ 则显得更高端了'

对于时尚界的人士来说$为了获得业内

的认可$ 花大价钱购买那些受到圈内

!大腕"追捧$而自己可能并不理解的当

代艺术家作品$ 似乎是一项必要的投

资$因而在一些当代艺术活动中$有些

人情愿买名家的复制品$也不愿意花时

间去挑选原作'

那些看不懂的!名"和!利"也牵动

了很多艺术家的心思$以至于现在不少

当代艺术展已经俨然成为了一场场时

尚派对' 当商业模式太过成熟时$个性

化反而不好推销又有风险$ 而当代艺术又是需要有

个性的'在这种矛盾之下$中国的当代艺术正有着被

时尚圈!潜规则"的趋势'

在美女如云-达官贵人云集的秀场中$当代艺术

家更是愿意成为各种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经过时

尚名利场的放大$ 一些人已经俨然成为靠艺术谋生

的商人$ 他们瞄准各种资源$ 而不愿意放过任何商

机'

当代艺术从本质上来说$ 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精

神'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不仅有光鲜靓丽的时尚

圈$更有各种各样值得艺术家去表现的东西'对于艺

术家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社交圈$而不是名利场' 只

有保持其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才能创作出

被时代所接受的当代艺术$ 而不仅仅是少部分人购

买的昂贵奢侈品'

大黄鸭算好的公共艺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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