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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月 %日新民晚报艺术评论版刊登了王

南溟!策展人已成为有钱艺术家的乏走狗"一文#其中

称 $坐台批评是我以前对批评家直接受雇于艺术家写

美文的一种批评%&不久后#艺评家彭德发表!韩段冲突

的反思"#针对不久前行为艺术家韩啸与批评家段君的

冲突事件#谈了他的看法#文中调侃了王南溟的$坐台

批评%观点&随后#王南溟又发表了!$坐台批评%体制及

对它的批评'回彭德"& 现将双方涉及$坐台批评%的内

容摘要如下'

彭德!韩啸同批评家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雇佣和

被雇佣的关系& 韩啸出钱#批评家出场#在一个特定的

时空做一件双方都感兴趣的事& 事情一完#彼此两清&

在批评变成职业行为的当代# 这是一种常见的合作关

系&只要不推到市场经济#它就会无处不在&有人认为

批评家这种参与方式是坐台批评#无比反感& $坐台批

评%是王南溟创造的词语&有一次深圳现代艺术中心举

办谷文达艺术研讨会#会议冠名国际#表示$坐台%走向了国际#或者

说国际惯例走进了中国&当时#王南溟同我并肩$坐台%发言&他神态

坦然#发言坦率& 会后大家等车去赶另一个水墨会#王南溟也应邀一

道前往#正好坐在我的旁边& 我调侃说'你怎么还去$坐台%( 他愣了

一下#下车走了&人走了#心却在台上&宽泛地看#一切表达观点的有

偿露面都是$坐台%& 开会拿出场费是$坐台%#被刊物和网站约写付

费文章也是$坐台%& 关键不在于坐不坐#在于你$坐台%讲什么&

王南溟!$坐台批评%不是指批评写作不拿报酬#而是说这个拿

报酬是在制衡的制度体系下进行#这个制衡就是不让学术被市场所

左右& 如果什么时候学术被市场所左右了#那就是制度出了问题#要

修正这个制度了& 我要明确说的是#反$坐台批评%就是要批评家不

拿钱#这不是我的理论术语所说的范围& 将所有的公共性工作都说

成是$坐台%#也不是我的理论术语的范围&

$坐台批评%首先不是一个道德批判词以批判批评家的不独立#

而是批评我们艺术世界中没有$独立批评的制度配置%#从艺术管理

角度来讲#它是需要被揭示出来并加以反思的#否则我们要艺术管

理这个学科做什么呢( 丁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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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 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来说#即将

于 &月在纽约举行的安思远艺术品

专场拍卖#无疑将成为最为重要的拍

卖专场之一&一连五天在现场以及网

上相继举行的拍卖会#将呈现这位纽

约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的 '(""件私

人珍藏拍品& 抛开最终的成交价#通

过此次专场拍卖#可以让我们领略安

思远的收藏品味#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比成交价更有意义&

安思远)#*!*+!,'(-是美国及整

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

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有$中国

古董教父%之称& 在安思远长期的古

玩经营过程中#独辟蹊径是其获得成

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古玩界普

遍认为#家具只是生活用具#是工艺

品不是艺术品# 但是安思远意识到#

这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一个空白点#

于是他开始精心研究明清硬木家具#

并择机购入&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

安思远开始系统地出版一系列著作#

大大推动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古代家

具的认识#甚至直接引发了一股收藏

热潮& 安思远因而也被业界称为$明

朝之王%& 他于 '*%,年出版!中国家

具+明清硬木家具实例"#内附家具照

片 '.$幅#成为业内最重要的参考书

目& '*.!年出版!夏威夷藏中国硬木

家具"#'**/年出版 !洪氏所藏木器

百图 "#'**. 年出版 !式样的精

华)**明末清初的中国家具"#!,,&

年出版!卧云观石***中国古代石刻

家具艺术"# 让中国家具的收藏拥有

了完备的理论体系+

安思远的藏品无所不包# 青铜

器,陶瓷,石雕造像,碑拓,玉器,书

画等等+仅仅凭借一个人的眼力#他

是不可能在各个领域都有像现在这

样的成就的# 关键在于他拥有一大

批$高参%#比如'吴尔鹿,伊藤庆太,

卡隆-史密斯,简-施密特等+正是由

于这些名家的指点# 加上其犹太血

统中独特的商业敏锐# 使得其在很

多领域都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并

最终成就了其在中国古董界的 $教

父%地位+

在上世纪 /,年代#安思远先生

不断扩充个人收藏#积累起可观的十

九世纪绘画收藏#他一度藏有近 $,,

余幅现代书画作品#收藏量堪称境外

第一+这些珍贵的书画藏品令他认识

到#十九世纪中国画家奠定并推动了

二十世纪作品大胆而富于能量的创

作风格+

安思远对于近代画的研究#起

源于上世纪 %,年代末+他的老师庞

耐也是带他入行的一个资深的藏

家#他在上世纪 (,年代时很喜欢齐

白石# 可能安思远是通过他才认识

了齐白石#才认识了近代中国画+ 有

意思的是#安思远并没有将齐白石作

品作为自己的收藏重点# 上世纪 .,

年代时#他来中国购买了大量石鲁作

品#他现在收藏的石鲁作品有很多都

是直接从石鲁家属手里买到的+以安

思远的商业思维#当时的齐白石价格

已经非常贵了#而与其几乎在一个水

准上的石鲁# 其作品的价格却非常

低+正是通过比较才让其最终选择了

石鲁#并成就了安思远的书画收藏体

系+碑帖的收藏也是安思远通过不同

时期价格的比较而发现其价值的+

安思远不仅凭借着自己的眼光#

为许多大型博物馆寻觅到艺术珍品#

还捐赠过许多藏品给博物馆收藏+正

是由于其这方面的贡献#使得其在收

藏界的地位迅速提升#并大大促进了

其藏品在业界的地位+

现在不少藏家已有了自己的高

参# 但缺少的就是独立的思考精神#

这就导致一旦有人对于他们的收藏

$说三道四%#就很容易动摇自己的想

法+许多藏家一旦看到市场出现了调

整# 或者自己的同类拍品价格下跌#

就会担心自己的藏品会贬值+但从安

思远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

到# 在艺术品市场中不能人云亦云#

一定要有自己的眼光和立场#并要形

成自己的收藏体系#这样才能让市场

了解你以及你的藏品#并增加藏品的

附加值+

! ! 如今#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是非常会

营造$亲和感%的+ 这种$亲和%说得通俗点就

是' 一个苹果粉常常会以为他就是高科技拥

趸. 或者看了一部 0123的星际穿越电影#就

自诩科幻控)))但是# 这些所谓的 $科技拥

趸%#在对425 67 8 90:;操作系统和对

美颜相机的研究两者间# 毫无疑问会选择后

者.同样#星际穿越电影的粉丝们对星座的兴

趣比对量子力学的兴趣更大+

那么# 我们自然就诞生不了我们自己的

0<=:;>手机,我们自己的 0123科幻电影+

这种所谓的$科技%之风#也刮到了一向

对时代脉搏异常敏感的当代艺术圈中+ 近些

年来#高科技,多媒体,影像装置的作品与展

览愈来愈多# 就连老牌学术展览的双年展也

越来越不掩饰自己对此类作品的借光+

对#说的就是这次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看

看#从去年 ''月底开幕以来连绵不断的$看

不懂%吐槽#甚至有人得出$有水平地扯谈就

是当代艺术%的结论+ 当然#这种$看不懂%涉

及很多因素#比如观念的差距,艺术的素养等

等#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策展人安塞姆-弗兰

克给上海双年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届被称为

$史上最令人看不懂的双年展%#更是各种$炫

技%的盛会)))炫高科技#炫多媒体#炫工业

革命成果0弗兰克是德国人#主题也有较明显

德国风格的工业化1+

今年 '月#双年展的平行展$人机未来%

也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开幕了+ 一如科幻感十

足的名字#$人机未来% 基本是一个科技控和

数码控会很喜欢的展览+ 这群人是对我们的

$智能未来%非常乐观的人+然而#笔者看过后

却$乐观%不起来)))中国艺术家和欧美艺术

家的差距太大了+

撇开各种专业语汇# 在进一步了解作品

的背景后# 深感西方艺术家是把这些作品当

做项目来做的#团队化,专业化#并有系列研

讨会议#有自主研发专利#还有系列课程#传

递的是诸如$艺术渗透工业#工业支撑艺术%

的理念.且他们跨学科领域的合作较多#如涉

及力学,几何,数模,生物学,材料学等专业知

识与实践技能+相比之下#我们的艺术家创作

模式还比较单一#不管手段如何高科技#表达

的个人思想和创新意识仍较为贫乏. 或者说

更倾向于抽象概念# 以及为了一种惊奇的体

验+

就拿此番展览中令人瞩目的 !!,'&+

!,'(?@AB?CDE研究展馆"来说#这是来自德

国斯图加特大学计算设计学院)?@A-和建筑

结构与结构设计学院)?CDE-的年度实验性项

目之一# 这是一个在机器人协助之下实现的

建筑的构造与理念)))这些听起来似乎很

炫#但原理非常简单#建筑的灵感来自甲虫壳

里的结构+这是百年前高迪就在做的事情#高

迪的那些惊世骇俗的建筑# 其灵感不就是来

自贝壳,鹦鹉螺,叶子,干果,树枝等常见形象

吗(

另一件视频作品!!,#(F:GHIJ5=会议视

频精选"展示的也是一组大项目#这是一场由

建筑机器人协会举办的年度学术会议# 旨在

探讨机器人在建筑,艺术和设计上的应用+据

了解# 此类机器人合作项目正广泛在欧美之

间合作推行+ 来自美国顶尖建筑学院南加州

建筑学院机器人实验室的 !幻影几何, 机械

眼,热网"#则致力探索通过机器人的动态数

据构建一个新社会的可能+

相比之下# 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在视

觉上是好看的#但毛病在于过于依赖技术#更

多的是一种$享受科技%的状态#不像欧美艺

术家那样# 是利用科技为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服务+对高科技的熟稔与对新材质,新媒介的

体验#并不能代表一种新的艺术.而过多的架

空概念诠释也极易滑入自我膨胀的虚无之

中+就说!拓扑准晶体系列"这件作品吧#名字

听上去还不错#在技术呈现上也可谓有新意'

电脑编程做出来的 &A模型#是一种严密几何

结构与中国传统工艺品造型的结合)))看起

来似乎又是拿中国文化元素$拼贴%了一下#

免不了$新瓶旧酒%的嫌疑+

毫无疑问# 发达的科技给予人类壮志凌

云的展望#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在其

中去迎接自己的未来+ 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

这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

人总是不免感到无所适从+ 而实现愿望光有

技术还不够# 技术只有依托文明才能建立起

宏大的伟业+而人类的协作与分工#这样的经

纬纵横是古老又亘古的通行法则# 社会的进

步正是基于这样的法则而垒起阶梯+ $人机未

来% 也直面了这一情绪焦虑并对现实进行反

思#如一进门的影像装置!旁观"#就通过孩童

之眼表达了对残酷成人世界的恐惧+ 或许正

如这个展览的策展语寄望的'$纵使机械与技

术开创出炫目的视觉效果#唯有以人为本#才

能真正拥有未来+ %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寻求我们文化的根

基#从根基中成长并茁壮于未来+ 对技术捆绑,

丧失灵魂的忧虑#过于依赖智能的下场#不外乎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图景.不然#人类历经数

千年漫长历史#付出无数的汗水和智慧#结果却

会把我们自己弄成残疾+

但愿不会如此+

科技的未来终究是文明的未来
———本届双年展平行展观感

%&

从安思远的品味说起…… !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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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卫国"拓扑准晶体系列#

" 德国参展作品借鉴的是甲虫壳内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