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艺术，所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

——浅析浦捷装置鞭炮纸系列

《艺术的故事》的作者贡布⾥里希教授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过去艺术所必须服务的⺫⽬目的，也就很
难理解过去的艺术。⽽而我们同样有理由去相信，如果要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也必须了解当代艺术的
⺫⽬目的。当许多艺术家仍然将⾃自⼰己反锁在昏暗的⼯工作室，试图通过磨练⼿手上的技术能⼒力，继续闭⻔门造⻋车时，他们
也许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当代艺术的性质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我们也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究竟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开始意识到当代艺术发⽣生了这个根本性的质变。

丹托对于当代艺术的启发，⽆无疑是⾰革命性的，在其代表作《艺术的终结》中，他对于这个观念主要建⽴立在再现
论和表现论这两种范式的基础上。丹托认为，再现论实际上已经隐含着艺术的终结这⼀一观念。因为，如果把艺
术看成是⼀一个不断接近视觉真实的技术发展过程的话，那么⼀一旦在技术⼿手段上达到了对视觉真实的准确再现，
艺术的历史也就完成了。另⼀一⽅方⾯面，从表现论的⾓角度看，由于艺术只是主观情感的表现，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
历史可⾔言。进⽽而，丹托遵照⿊黑格尔的⽅方式，认为当艺术脱离感性因素，变成对艺术艺术概念的反思时，艺术也
就⾛走向来终结，变成了哲学。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布⾥里洛盒⼦子》标志着艺术的终结，是
因为它提出的不再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是⼀一个存粹的哲学问题。这件作品不是像以往的架上艺术⼀一样，通过表
现⼿手段、绘画技法等来保持着与现实的疏离，⽽而是真正创造了从外观上看来与实物⼀一模⼀一样的视觉对等物。这
样的⼀一种视觉对等物的出现，其实就已经暗⽰示了以再现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艺术观念的终结。

不幸的是由于早期国内对于⻄西⽅方艺术史没有系统性的研究，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认知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以
致我们始终认为只要接近真实接近⾃自然的绘画就是好画，雕塑亦是如此。维特根斯坦就曾在《哲学研究》中说
“图画把我们变成了俘虏”，⽽而事实似乎的确如此。同时，国内艺术市场的繁荣⼜又加速了艺术品商品化的进程，
在过往的⼏几年，中国的当代艺术似乎成了⼀一个可以藏污纳垢的泔⽔水桶，甚⾄至所有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也都披上
了“当代”的“⼤大⾐衣”，唯恐落后他⼈人⼀一步。对于图像和符号的追捧，不单单在中国这个现场发⽣生，每年的英国皇
家艺术研究院的夏季展（Royal Academy Summer Exhibition ）中，架上绘画往往都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
局⾯面，⽽而那些装置作品从来都是⽆无⼈人问津。以致我们不得不去怀疑，当代艺术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只是为了圈钱
的名利场，因为在这样的圈⼦子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居然是各江湖⼤大佬的合纵连横，各⼤大江湖⻔门派的备份座次，
⼏几乎所有⼈人似乎都忘了作为当代艺术也好，还是艺术本⾝身也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伯特
兰.罗素会感到沮丧，并且对形象化感到绝望，甚⾄至有时对视觉艺术显得多少有些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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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正在当下发⽣生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复杂的，多样的，也是褒贬不⼀一的。其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中国⾃自⾝身
所带有的政治经济学境遇，这种影响不但触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渗透到艺术家所处的⽂文化体制中。对
于中国这样⼀一个近现代，现代，后现代同时参与的⽭矛盾共同体⽽而⾔言，当代艺术承担着其必需完成的公共责任，
这种责任不仅是对于历史的回溯与构建，更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参与并提出⼀一种关于存在的当代叙述⽅方式。
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他们⾝身上肩负着完成新⼀一轮启蒙的责任，这对于艺术家的要求是相当严格且苛刻的，它
需要艺术家本⾝身同时具备审美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双重⾃自觉。

当代艺术，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高⼤大的形象，⼀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个体进⾏行思辨的哲学历程，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对于艺术家创作的关注绝不能停留在切⽚片式，⽽而必需是持续性，且线性的，这是由于当代艺术家创作⽅方式
和思维⽅方式区别以往发⽣生了根本上改变。这⼀一改变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迂回的，运动的，也是
⽣生⻓长的，我们只有保持严肃，理性，持续和深⼊入的关注，才能区别同时期艺术家们⾝身上所不同营养价值，才能
清楚到认知当代艺术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艺术家浦捷便是我⼀一直关注的艺术家之⼀一，在其早期的创作中，浦捷被公众所接受和认可的主要是他作为⼀一个
画家的⾝身份，其作品强烈的⽤用⾊色，醒⺫⽬目的图形与基础的标志，令观看者⼀一眼就想到了安迪.沃霍尔和罗伊·⾥里奇
特斯坦，⽽而其作品内在所呈现的“双重视焦”这⼀一个⼈人语⾔言也是其为什么会被艺术界所肯定的原因，在先前所属
的语境下，“双重视焦”是寄予对过去与当下的⾮非同性的重合，表现了不同时间线之间的对抗性和突变性。可令
⼈人遗憾的是，艺术家本⼈人所⼀一直试图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试图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自觉却在那个年代从来没有被
⼈人提及，直⾄至今⽇日由于国内对于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的分界线的认知越发的清晰，这⼀一最为重要的品质才得到
了其应有的重视。

在浦捷的创作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不断收集属于集体的记忆碎⽚片，以及他本⼈人的个⼈人经历，试图构建
符合⾃自⾝身的当代叙述⽅方式。集体和个⼈人这两个词本⾝身是⽭矛盾的，但却是从⼋八⼗十年代出现在公众视野的艺术家们
都普遍带有的烙印。这种烙印在不少年轻⼈人看来是那代艺术家的局限性，其依据则是这些⼈人通常认为那些艺术
家们普遍被⾃自⾝身经历所绑架，从⽽而失去了个⼈人的独特性，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认知错误了。艾未未就曾坦⾔言其
本⾝身的局限性，⽤用他的话来说，⼈人都是⾮非常有局限性，为什么他会始终对某些事情有兴趣，这就说明他的局限
性，⽽而且局限性很⼤大。如果仔细去了解⼆二战后所涌现的⼀一批国外艺术家（主要集中于欧美州和亚洲的⽇日韩两国）
其本⾝身成⻓长过程，就已经明确了这种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必需坚信的是如果抛开这些⽆无法替代的个
⼈人经验，或者就是个⼈人局限性的话，闪烁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这些艺术家，⼀一定将会变得⾯面⺫⽬目全⾮非。

因此，当需要去解读⺫⽬目前正在发⽣生的中国当代艺术时，我们就⼀一定要去了解中国的过去。⾃自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的艺术发展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和⽂文⾰革影响，在⼋八⼗十年代前基本是出于⼀一种停滞的，甚⾄至是退步的状态，在官
⽅方的艺术权威下，艺术只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其他的艺术形式是很难被接受的，在这样的背景家艺术家的任
务只是服务于政治宣传，官⽅方也并不允许艺术家越俎代庖。⼋八个样板戏的形象深⼊入每⼀一个中国百姓的内⼼心，这
种艺术权威信奉的是它本⾝身的绝对正确性和其⽂文化地位⾼高于⼀一切其他⽂文化的排他性。在极权专制的社会制度下，
体制要求艺术要么为权⼒力服务，要么被消灭，被清除，中间没有任何可与之协商的余地。列宁曾⽤用雷鸣般的声
⾳音判处了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文艺评论家，著有剧本《奥⾥里维•克伦威尔》等）和⻢马雅科夫斯基戏剧作品的死
亡。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在当时中国的前卫艺术⼏几乎完全被边缘化，处于⼀一个⼗十分
艰难的环境，⽽而某些艺术作品尽管不在正式场合展出，却常常被“封杀”，作为那⼀一代的艺术家浦捷有着切⾝身的
体会。⽽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体现了浦捷对艺术的坚持。陈丹⻘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
⼀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

区别于同时期已经慢慢⾛走出公众视野，和那些还在重复过去经验的艺术家，浦捷⼀一直在⼒力图寻找⼀一种新的叙述
⽅方式。这种尝试不仅体现在媒介上，同时也体现在作品本⾝身的公共意义上。近年来的装置鞭炮纸系列，是浦捷
持续数年，由从社会各处收集燃放过的鞭炮纸屑制作⽽而成。相信有不少的观众有着这样⼀一种体验，当第⼀一眼看
到这件作品时，仿佛听到了昔⽇日燃放烟花爆⽵竹时的喧闹声⾳音，同时看到了凝结着可⻅见可触摸的历历往事。显然，
这些作品在⽆无声中承载着⼀一段段陈旧时光⾥里的欢乐记忆，它们是活⽣生⽣生的⽣生活纪事。但如果仅仅是将这件作品
理解为对旧时记忆的唤醒，则明显是舍本逐末的。表⾯面上，这些作品是对声⾳音和记忆的物化，它们被艺术家郑
重地陈列在⽼老旧⽊木柜上，装裱在古典⾦金⾊色的画框内，展⽰示在现代感的有机玻璃框内，或铺展在展厅的地上，这
不难看出艺术家对于⼯工业材料和消费材料的重建，和将物质或材料的⾃自治体现在装置结构中的尝试。



烟花爆⽵竹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唐朝时期，爆⽵竹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生活的重要内容。爆⽵竹⼀一开始主要⽤用于
驱魔辟邪。在今天，它主要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喜庆之事发⽣生关系。例如，结婚、搬新房、新店开张，这⼏几年
尤其⼤大年三⼗十晚上，⼏几乎家家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是⼀一种质朴的本⼟土⽂文化，它与喜庆和财富联在⼀一起，寄
托了⼈人们真诚的祈福，并早已演化为⽣生活传统，反映了⼈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而燃放过后的鞭炮纸则是被剔除
功能性的废弃物，已经失去了其本⾝身做为⼀一个消费品本⾝身所应当具备的功能价值。为什么选择这种废弃材料来
创作装置作品，我相信浦捷⼼心⾥里有着⾃自⼰己的答案。

当我看到这件作品时就不由⾃自主的想起英国YBA成员加⽂文.图尔克的⼀一系列装置作品。在加⽂文.图尔克的创作
中，伪装是其常⽤用的个⼈人语⾔言，他曾⽤用钢铁模仿塑料袋的质感做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视觉
效果。⽽而浦捷的这件装置作品在局部形象上也带有这样的视觉体检，因为观众如果不仔细的感知，触摸，同样
很难辨别材料。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工作者，对于艺术作品分析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我们这代⼈人的底⾊色。当我
们静下⼼心来，再去揣摩艺术家的意图时，我反⽽而觉得浦捷其实是在继承德国艺术汉斯.汉克对于当代艺术的启
⽰示，因为这⼀一系列作品所侧重的正是艺术家对于社会现状的思考，⽽而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视觉效果的好坏。在材
料的准备过程中，浦捷对于使⽤用过的鞭炮纸的每⼀一次收集都记录在案，并表明这些纸屑来⾃自何处，⼜又因何事⽽而
燃放这些烟花爆⽵竹。这⼀一⾏行为，使这件作品本⾝身有了社会的纪实性，这也同时体现了艺术家对这⼀一作品的社会
性思考，以及作品本⾝身的公共性，正如他⾃自⼰己说的“烟花爆⽵竹纸屑来历的⽂文字档案，应该也是作品的⼀一个部
分”。也正是如此，浦捷才意外的发现，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燃放烟花爆⽵竹这⼀一传统的传
承，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一改变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财富观念的变化。今天，普遍的急速
膨胀的社会财富欲望，早已形成了各种社会问题，“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拜⾦金观念和扭曲了的社会⼼心理”。因
此，烟花爆⽵竹纸屑作品更多地影射了当代社会的敏感性问题，它是对“亢奋”的⼀一种“沉思”。⽽而这些作品既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探讨，⼜又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的反思。

相较与之前的作品，如“柠檬⻩黄系列”甚⾄至⼗十多年前的“地球游戏”装置，浦捷对其个⼈人语⾔言的拿捏显得更加的得
⼼心应⼿手，但对所处时代的关注和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思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作品。这种思考主要集中于
艺术家本⼈人对于城市建设过程中，⼤大批普通百姓，或者就是⼤大批农民⼯工涌⼊入新城市，⼤大量摩天⼤大厦突然拔地⽽而
起的城市现状。⽽而这种思考便是浦捷所⼀一直在承担的责任，城乡割裂是中国⺫⽬目前城市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有
留守⼉儿童、农村养⽼老、婚丧嫁娶等⽼老问题，也有民间借贷纠纷、企业倒闭打⼯工难等新问题。⽼老问题累积愈发严
重，新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新旧叠加，令很多农村不堪重负。⽽而城市的问题也并不⻅见得⼀一定就⽐比农村少。
在浦捷的这⼀一系列装置作品中，鞭炮纸通过胶⽔水的揉捏，使其变成了冰冷的形体，就如同农村由于政治决策，
摇⾝身变成了冰冷的钢筋混泥⼟土森林。农村是我们的过去，城市是我们的现在，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浦捷给我
们的答案是城市是历史的积累，你不能只有现在⽽而没有过去。如今浦捷的“双重对焦”也不同与早期时间线之间
的重合，即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单⼀一对抗，这种对抗由于艺术家本⾝身的成熟，显的愈发的多层次和晦涩。这直接
导致了作品本⾝身既平⾯面⼜又空间，既暧昧⼜又准确，既理性⼜又感性，既现代⼜又乡⼟土，既物质⼜又⽂文化，既抽象⼜又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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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鞭炮纸，丙烯，胶⽔水及⽊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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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彼得.⽐比德尔认为，实物材料进⼊入绘画，其关键意义在于为前卫艺术批判体制和将艺术融⼊入⽣生活实践
这⼀一理念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材料之于绘画，不仅仅是形式语⾔言的拓展，⽤用本雅民.布赫洛的话来
说，这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认知论的转型，因为它直接改变来传统艺术的定义。然尔本⽂文并不打算从材料之于
装置艺术的意义上出发去讨论这件作品，也并不想区别⽐比较毕加索，哈特菲尔德和杜尚之间使⽤用材料进⾏行艺术
创作的意义，更不想评价以劳申博格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前卫艺术家使⽤用材料的局限性。

我相信有些⼈人会从作品意义⽣生成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浦捷的这⼀一系列作品，确实前卫艺术使⽤用材料的⺫⽬目的在于强
调作品各要素的差异性，拒绝作品以完整的结构提供明确的意义，从⽽而给受众造成震惊。材料之于前卫艺术的
意义⾸首先是结构性的，其次才是作品中各要素在⽭矛盾关系基础上构成的整体意义。当要求材料服从于某种主题
创作的观点，恰恰⼜又让材料退回传统绘画的意义构成模式，材料再⼀一次承担了描绘性任务，作品各部分⼜又和谐
地指向唯⼀一的主题思想。然⽽而浦捷从来不是⼀一个宏⼤大叙事的艺术家，并且对于⾃自我的认知也⼗十分清醒，当我们
再回头观察下浦捷对这⼀一系列作品的命名⽅方式，⼀一个形体，⼀一⼑刀纸，⼀一本书，举重若轻正是他近年来的成熟之
处。

从近代以来，名为艺术的东⻄西⼀一直扮演了社会改变和社会意识发展的⾓角⾊色，这⼀一点⽆无需争辩，⽽而是需要将它付
诸于实践。当代的艺术已经有了⾃自⼰己的知觉⽅方式，如果继续⽤用传统的经验去看它，绝对是雾⾥里看花。同时我们
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代艺术最终解决的不是美学问题，⽽而是当代⼈人的⽣生存问题，艺术家通过创作去解答这个问
题，这便是⼀一种责任。

⻄西⽅方艺术理论系统的完善性和社会系统的完善性并不是我们短时间内就能追上的。当下，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
间都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然⽽而许多当代艺术家们却⼀一直默默⽆无闻的在扮演这样⼀一个费⼒力不讨
好的⾓角⾊色，这便是⼀一种⾃自觉。

 陈思学
2016.11.26

⼀一个形体 No.5 
2013

62*40*5cm (24"*16"*2")
装置

鞭炮纸，丙烯及胶⽔水

http://www.shanghartgallery.com/galleryarchive/work.htm?workId=18476
http://www.shanghartgallery.com/galleryarchive/work.htm?workId=1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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