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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每年农历年三十看着春

晚和家人过年!如今年轻人却更热

衷公历元旦的各种跨年活动!尤其

今年冲着"共度 !"!##谐音$一生

一世%&'去跨年的更是扎堆!原本

应为农历 !月 !日的"元旦'在年

轻人心中却已经成了西历的 !月

!日(

这样的现象不在少数! 圣诞

节)情人节)感恩节)母亲节等等!

这些都非我们的传统节日!却在西

方文化传入的同时也成了我们的

节日! 在节日特有的活动吸引下!

加上商家促销的宣传下!这些*洋+

节日变得比传统节日更受重视(我

们的传统节日其实也有不少有意

思的活动和习俗! 比如 *重阳+登

高)*七巧+穿线)*中秋+吃鸭!但很

多*$%+后)*%%+后都不怎么清楚

了(春节家人团圆的概念在很多城

市里的人来说越来越得不到重视!

有些孩子甚至对*春运+现象嗤之

以鼻!

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节日的

包装程度远不如*洋+节日来得多!

其实不单是节日!艺术创作上也同

样如此(中国的当代艺术很少有反

映传统文化的!虽然时常看到一些

利用了传统物品进行创作的艺术!

但其内涵却未必是在探讨传统的

意义(不重视对传统的解读其实反

映出的恰好是我们的当代艺术缺

少了传统基础!甚至有人直接搬来

西方的创作理论!让人只看到些不

明所以的无病呻吟!难以理解( 我

们的当代艺术已经过了刚起步的

阶段!如今更需要对艺术创作与文

化传承之间如何结合做出思考(传

统习俗的流失有时代发展淘汰旧

俗的必然部分!也不必要的人为舍

弃!艺术在这两者之间更应该作出

筛选!留下那些值得传承下去的部

分!才是中国艺术应当做的(

! 题内话

筛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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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件艺术作品能否让观众一眼就被吸
引，并且让人在理解的同时产生更多丰富的
情感体验，是检验作品好坏的一种准则。光是
好看没有内容不行，表现太血淋淋又会让观
众看了反感，要让人看得舒服又能得到思考，
关键还是在于作品有没有文化基因。

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就是植根于
每个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试想一下，当你看
到“圆”这个图形会联想到什么？很多中国人
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团圆”、“圆满”，因为汉语
的每一个字本身就有含义，对于中国人来说，
做这样的图像联想就像是汉字组词那样简
单，于是看到圆形的物体，我们同样很容易就
往“团圆”上联想，元宵节吃汤圆不正是这样

而来吗？
那么看到 !" 张圆形的高脚凳，并且它们

被排成了一个圆圈，在黑色布景中围绕着灯
光制造出的白色光圈时，你又会想到什么？我
想，这件咋看有些不明所以的作品，对于中国
人来说应该很能引起共鸣。圆凳本身就是传
统人家常使用的家具，当它们又围成一圈的
时候，又和过年过节一家团聚时所用的圆台
面那么相似，这不由地勾起了每个人记忆中，
一家老小每逢佳节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吃团圆
饭的场景了。无需在看作品的说明，每个人都
心领神会。艺术家利用了中国人潜意识里对
“圆”这一形象的暗示，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无
声地说明，这种联想其实非常符合荣格的集

体潜意识理论，这种基于民族传统世代相传
的对图形的共鸣感知，甚至不需要思考便已
经在潜意识里扎了根。

作为当代艺术作品，我们的确需要新的
形式和手段，来展现新的意识，但这并不意味
着要完全脱离传统去天马行空，或者是一味
地否定传统的价值。在王俊隆和何忠堂的《高
脚凳》中，不仅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年味，更
给我们的艺术创作又一次做出了示范：哪怕
不运用直白的传统物品作为材料，一样可以
表达对传统的回忆。这种以新忆旧的形式证
明艺术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
非常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看似简单的装
置设计更体现出真正的文化共鸣。

共鸣基于同一个文化基因
年味传统味让艺术更有味

1月 11日“中华意蕴———中国当代油画
巡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家画院国展美术
中心举行，展现了西方油画在 20世纪逐步

磨合出“中国油画”并走向全球。春节将至，
各大展出也同样有不少当代艺术作品展示
出传统味，让艺术也变得有些年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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