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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人类艺术想象力
———写在蓬皮杜中心藏品展前夕

! ! ! !推荐者 钱文忠!著名学

者"#罗卫民，朋友们都叫他
阿罗，和我认识已经十多年
了。他高大健壮，乐天开朗，
我们久已互相视为好友，当
然也知道他有一份很不错的
事业，需要占用他很多的时
间；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他
还有一个爱好，阿罗却从不
直接谈起，颇有些神秘，我也
只知道这个爱好需要耗费他
很大的精力。

直到有一天，我贸然造
访阿罗的办公室，这才知道
什么是他的爱好。与其说这
是一间办公室，还不如说这
是一间艺术工作室：满屋子
的高高低低的画架，满桌子
的花花绿绿的色彩，满墙书
架塞满了艺术类书籍，满地
摆放着已经完成的或者半完
成的各类画作。尽管，对于绘
画艺术，我是一个门外汉，没
有置喙的资格；但是，我确确
实实被阿罗的绘画作品震惊
了。他对线条结构的体认或
理解，他对色彩的感悟或运
用，他试图表现的感想或情
绪，这一切，不仅深深吸引了
我，更是让我激动。阿罗是快
乐的，但那天的下午，他突然
展现出的也是激动。我们畅
谈了好几个小时，竟然不知
暮色已然降临。

我这才了解，阿罗之于

绘画完全是科班出身，历经
名师指点，珍视绘画创作到
了将之当作自己私密的程
度。因此，朋友们都只知道他
的建筑设计师、装修设计师
的社会身份，却几乎不知道
作为画家的阿罗，可以瞬间
从喧嚣回归静寂，抽身回到
自己的画室，默默地拿起画
笔，调和色彩，为自己营造一
个尘世中的梦境，而他，就沉
醉在这个梦境中，固执地描
摹抒写着只属于他的梦。每
年，阿罗用不多的几个月的
时间安顿好自己的生计，接
着就背上行囊、相机、画架，
云游各国，去摄影，去写生，
去绘画。就去年一年，他就去
了中欧、西欧、北欧、土耳其、
印度。他将看到的、感受到

的，都交付给了画笔，而不是
有声的言语。

实在不知道怎么来写我
的这位朋友。都说“艺术来源
于生活、高于生活”，说得多
了，也就有点金科玉律的味
道和架势了。我却总有些怀
疑，总觉得艺术和生活不仅
不应该是一回事，两者之间
的关系也不应该那么简单明
了，而是应该保持某种神秘
的距离。艺术家终究要生活，
不然自无艺术可言。但是，对
于艺术家而言，究竟是生活
的感受重要，还是生命的感
悟重要？换句话说，究竟是生
活，还是生命，才能够为艺术
家带来艺术的自由？我当然
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不过，窃
以为恐怕还是生命吧。

将绘画当作私密的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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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众面对当代
艺术作品都会有“莫明其
妙”的困惑，即将在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亮相的
《电场：超越超现实———
法国蓬皮杜中心藏品展》
可能会是类似“莫明其
妙”的集中展示。

! ! ! !然而这些“莫明其妙”的作品不是
无缘无故成为世界艺术之典藏的，它
们着实开拓了人类文化和艺术的新疆
域，空前打开了人类想象的翅膀。只
不过由于我们往往还停留在习惯经验
中的艺术概念和形式，所以才会造成
理解真空。

什么是“超现实”呢？
展览名为“超越超现实”，那么什

么是“超现实”呢？
超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兴起于一战

后的法国，影响后来逐步波及欧美和
亚洲诸多国家。战后，欧洲青年一代
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理念产生了怀疑
和不安。它最初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
!"#!年，布洛东和苏波合著的《磁
场》，是超现实主义第一部实验性的作
品，首次提出了无意识书写和自动的
写作的问题。
超现实主义的主张无疑让具有自

我个性的年轻艺术家找到了“思想武
器”，让他们踢开学院艺术的金科玉律
和沙龙艺术的门槛。他们从弗洛伊德
对人类潜意识的研究获得启发，主张
放弃逻辑、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
现实形象，呈现人深层心理中的形象
世界。

!"$%年，超现实主义开创者之一
的安德烈·布勒东宣称，超现实主义与
绘画的思想基础是在“求取人间想象
力的解放”。他说：“它是思想的笔录，
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
美学或道德的偏见。”
从此，人类艺术打开了一扇大门，

通向一个理论上没有禁区的想象空间。

两个代表性画家
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两个代表

性的画家：达利和米罗。达利采用“具
象”技法，试图精确地记录潜意识的形
象，绘声绘色地构建其奇幻无比的世
界，完全出乎人们在现实世界的经验，
给人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
撼，也确确实实引起许多人潜意识的
共鸣。其作画的过程在技术层面类似
于写实画法，故被称为古典的超现实
主义。而米罗则追求作画过程的无意
识性，以致在画面上出现纯粹受心理
作用支配的意象，趋近于抽象。它又被
称为绝对的超现实主义。
大量过去不可能被视为艺术的现

成品，被艺术家挪用于表达其艺术主
张。譬如被称为“早期超现实主义”的
文艺潮流达达主义艺术家杜尚将自行
车轮、小便池等搬进了艺术殿堂，引起
轩然大波。杜尚创作现成艺术时，首先
选择一件东西，再把它重新命名，随意
而起，随兴而作，并不刻意给作品寻找
一个特定的含义，他的这种创作方式让
习惯以神圣眼光看待艺术者很难理解。
杜尚的另一件现成品作品《瓶架》这次
也来到了上海。但这不是《瓶架》原作，
原作被杜尚的妹妹苏珊清理画室时连
同一些其他的现成品如《自行车轮》一
起，当成垃圾处理掉了。这件是 &"'(

年杜尚授权复制的。那些现成品做成
的超现实作品被当成垃圾清理掉的事
件，竟然不止一次发生于世界著名的
当代艺术博物馆，颇令人发噱。

将各种材料和绘画拼贴在一起，
也是超现实艺术的拿手好戏。其最著

名的代表作《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
子》，为出生于德国、活跃于巴黎、避难
于美国的恩斯特创作于 &"#(年。他在
梦幻般的田园风景画中拼贴了木材制
作的栅栏和房子，还给装了一个夸张
的门铃。他还利用木纹制作作品，给后
人的创作突破了许多禁区，开拓了许
多思路。

当代艺术入场券
自布勒东于 &"#(年发表超现实

主义宣言后，超现实主义热潮一度风
行欧洲。二战前，很多欧洲的超现实艺
术家从巴黎移居美国，所以其影响到
了新大陆。除了绘画、装置等艺术领
域，其影响力波及戏剧、舞台装饰、摄
影、电影、建筑、雕刻等艺术领域。
超现实主义的理念决定了观众不

必像朝圣那样去观赏他们。这些作品
的目的不是让你们害怕和困惑的，而
应该是让你们更有自信和更无禁忌地
参与艺术的。

展览中方策展人龚彦说得好：超
现实主义是当代艺术的入场券。很多
青年艺术家都选择超现实主义作为自
己艺术创造的开端，像达利这样的老
顽童终身不渝。他们宁肯相信梦和潜
意识也不愿相信理性与伦理。世界由
此得以重建，恢复它年轻的梦的能力。
它不是来世的艺术，而是在现世追求
无羁的世外桃源。它不批判世界，不试
图改造世界，它要另造一个世界，哪怕
它是幻象。 本报记者 林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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