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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这个源自19世纪文学领域的单词，长期以来一直作用于中国艺术。这不仅暗示出中国社会

在某些方面所表现出的特殊地域文化属性，同样也暗示出这个曾经被现代主义消解的艺术样式，在中国

的移植过程中被艺术家们根据自己的思想坐标，拼图式地组装成新的形式手段。从现状上看，不管是现

实主义真实再现的客观特征，还是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结合的主观强调，以及批判性的责任意识或荒诞

可笑的反讽调侃，都使得现实主义在中国艺术的嫁接中不断衍生出不同于其初衷的生命力，以至于让它

游离开了西方艺术行进的模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另类需求。不过，这里面也存在着让我们感到迷惘的

悖论，就是中国艺术为什么会让现实主义这样的表现形式，不只是在艺术史的轨迹中进行，而且越来越

靠近社会学，这种有些跨学科的现实主义转型，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最近

几年，像张大力这种有着敏感社会意识的艺术家又另辟蹊径地用一种实证图像方式来否定一味的主观体

验和虚拟的客观呈现，企图用极端的媒介形式和解码的方法来进一步强调出艺术中的思想结构，强调出

对人造世界、消费文化的怀疑。

       这让我联想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以消解为内容的现实主义反讽图式，联

动文学、音乐所产生的文化结构的突变，而变换出艺术史中的新现实主义样式，进而引发了我们艺术信

念上的关键性变化，以及拉美作家马尔克思，他用魔幻现实主义成就的新文化观，其充满魔力般的语言

形态实现了现实主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转换。基于这样的背景——多个因现实主义为起点所带来的文

化转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场，当代艺术并不完全在西方艺术

逻辑的框架内，它仍有着自身隐性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态度，有责任的艺术家依然抱有关于自身艺术想象

的文化决心，正是这种差异的文化立场为我们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埋下了伏笔，来迫使艺术家必须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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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为主导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另一原因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继续的理由是我们的阅读方式还

有赖于我们的民族习惯，我们搭建的艺术基础模式已成为艺术经验被广泛认知，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普通

受众对它还存在着太多的视觉依赖，而中国的社会转型还在给这样的艺术样式提供着文化基因，这种内

在的动因，是其他欧美国家不再具备的。正因为此，中国文化的格局只能在没有参照案例的背景中探索

继续存在的理由。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天的现实主义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及自身有针对

性的文化命题实践，已经从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态度。

       这也正是我2006年在黑桥村张大力工作室与艺术家交谈时所感受到的思想动因，以及艺术家在创作

过程中对这一样式的促进，这中间明显地反映出中国社会是在怎样的状况下为艺术呈现提供着异乎寻常

的现实场景，而艺术家又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中，重拾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地为我们的现实勾勒出了极度

典型的思索案例，让艺术去掉多余的中介，并超越现实认识中的功能，使现实主义的客观性转换成二十

一世纪与人自己命运攸关的思想线索——如果说今天的艺术作品还能真正意义是在为人们的未来提供思

想栖息之地的话，那艺术家传递出的信息一定必须与艺术中的常识相区别，并重新构筑新的语汇，或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至少应该颠覆那些艺术发展基础中由来已久认识艺术的惯性。

《肉皮冻民工》

肉皮冻

26×20×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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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中国人》  

玻璃钢    

170×50×30cm（平均）

     

      而张大力正是从此出发，剥离了样式主义的艺术修辞，无论是在观念上、媒材上、语言或逻辑上，都

以特有的呈现方式，力图回到现实的原点来避开纯粹的视觉经验——不管是他的《肉皮冻民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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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个中国人》、还是《种族》，艺术家都以触及思想的“演绎”方式赋予他的作品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社

会认识和人性认识的实质，以坚决的姿态抽去了艺术过程中那些向现实生活屈服的惰性元素，以及存在

于我们现实主义艺术想象中的、政论性的、文学性的、装饰性的、引起错觉的……东西。因为艺术家发

现存在于这种形式和风格的再现在今天再也没有了意义，我们对艺术的期盼与当下艺术的存在相去甚

远，过去那些作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在现实社会自身的功能中失去了方向。他认为他只能用另一种形

式潜入，用一种社会学的、或者说历史观的切入，让艺术作品转变为直接而非间接的人性探讨。具有意

味的是：当张大力开始这一创作目标时，社会现实反过来对他做出了的强制性要求，让他不断修正他原

来的想法。也就是当下直面他所表达的对象时，也使他发现人性的弱点并不以阶层划等号。这种深入的

创作过程让他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体验，以致他不得不用一种中立、冰冷的视觉形象来挑战他自己由来

已久的思想立场，并以此来改变现实主义过去那些先入为主的主观态度。与此同时，在张大力最近的艺

术实验中：如《人与兽》、《口号》、《风马旗》、《我们》……我们再没有看到过去现实主义艺术家

居高临下似的舞台编排，以及爱憎分明的叙事场景；也没有看到艺术搅合在意识形态中成为宣传的工

具；当然，也再没有了上个世纪现实主义主流中的那些二元对立。艺术家似乎像一个药剂师那样，用改

变临床实验的手段来反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阅读，阻断大众通常的视觉经验，用直观而没有人为过渡

的视觉图像冲击来唤醒我们关于自己的想象，形成有力的追问，迫使我们赤裸裸地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存

状态和环境，并以抽样式的社会调查来重新定义现实主义的价值——让现实主义延生成思维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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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种族》

玻璃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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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野兽》   

 玻璃钢       

350X200X360cm      

       毋庸置疑，“极端现实”在这里包含着多重意义——一方面，作品的外化形式因媒材的特殊性和视觉

的冲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刺激，达到言说方式上的极致。这反映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语言方式，

来终结所谓的典型意义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艺术家从观念的层面，加强了对历史的反思，用推理判

断的理性逻辑，对社会进行具体的分析，提示出某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现实境遇来切合当下的生活；更为

重要的是，张大力作品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源自于今天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历史

节点中，作为发展中国家艺术家，你将以什么样的文化身份从事艺术的研究，这显然反映出艺术家的职

业精神。从现象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它的社会特征隐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它有着荒诞与焦躁的

极端，有着冷漠和性情的极端，有着物欲与疯狂的极端……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艺术家用什么样的责

任与态度将自己的创作纳入对现实的反思和折射，怎样让个人经验与社会生活碰撞后产生扭合力的艺术

呈现，使其暗含的思想隐喻，超越了日常现实的层面，这也成了文化现实反过来对艺术家的要求。与此

同时，如何区别于过去经验现实主义常规的形式因素，剥离艺术家有关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或价值判断

的先入为主的主观立场，并与转型的社会现实紧密衔接，纳入了随时代和技术手段而变为可能的新型媒

介和材料，以跨学科的方式直接呈现尖锐的视觉形象，来获得超越具体形式之外的平等的思考，这已成

为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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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11)

182X2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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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人体标本

人体等大

       从历史的角度讲，残存于中国的现实主义风格在逐渐脱离开它原有的外壳后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基于这样的追问，我们不得不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境遇中，与观众一起来体验那些被过去技艺“埋

葬”的思想，以及我们在文化体验中“忽略”的各种事实。在中国线性的时间脉络里，中国当代艺术从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有的“主义”和所谓的“风格”的实验仿佛都已成为过去，如过眼云

烟，那么用什么才能继续这一被现代主义消解、现实主义概念支撑的所谓上下文关系的传递，留给中国

艺术家的只能是智慧以及在文化中的不断实验。正因为这样，张大力以一种极端的思想判断来介入当下

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过去的现实主义修辞语境，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另一种被过滤的现实。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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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立场的本质，是对历史、社会、文化……抽象的推论过程。正好它与过去现实主义的功能性在对比中

产生了差异，进而形成质朴的逻辑。正因为此，这种思想方法也间接为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未来提出一

个值得深究的命题。

2010年9月11日

本文作者为批评家、《当代美术家》主编俞可

艺术家简历

张大力

1963年   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87年   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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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

2015年9月18日--2016年3月18日

 展览地点

合美术馆 （武汉市野芷湖西路16号）

开幕时间

2015年9月18日下午15：30

出品人

黄立平

艺术总监

李全武

策展人

鲁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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