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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需要有独立批评的声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沈语冰有一次在上艺术
评论课时，提到自己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拿
到了一份艺术批评参考书籍清单。他说，这就像
一张航海图。这个有趣的比喻让在现场听课的
学生庞铮豁然开朗，“这门课对于我来说，也像是
灯塔一般的存在。”数年后，她获得了第八届国际
艺术评论奖二等奖。艺术评论作为介于艺术家
和观众之间的重要存在，是将观众引入歧途，还
是成为一座通往理解艺术品的桥梁，甚至是一座
美育的灯塔？这取决于艺术评论如何写。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清晰”是评判艺术评论好坏的标准

写艺术评论犹如绘制航海图
好的评论像一座闪光的灯塔,为观众指引着方向

在决定写艺术评论前，首先
要厘清一个问题，即艺术评论究
竟是写给谁看的？看似明知故
问，实则不然，不同评论家对不同
受众的预设造就了理解偏差。比
如有的评论人忌惮艺术家本人看
到过于清晰的评论，使其产生被
一眼望穿的失落感，因此行文中
总是刻意留有余地，故弄玄虚，加
上一大堆艺术理论甚至哲学术
语，最终形成极其晦涩的文本，难
免让普通观众如坠雾中不辨方
向，无形中把观众推向了与艺术
越来越远的境地。

对此，沈语冰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艺术评论一定是写给
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看的。”这意
味着艺术评论必须是独立的，这
是艺术评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即写评论时完全不需要征得相关
艺术家的同意。此外，还要尽可
能清晰地将某位艺术家的作品或
是某位策展人的展览，进行实实
在在的独立评论，绝非巧言令色
把对方吹捧一通。在沈语冰看
来，“清晰”绝对是评判一篇艺术
评论好坏的标准。因为只有清晰
的表达，才能尽可能准确地呈现
对作品的理解深度，“深度可以分
很多层面，比如说除了对作品的
直观感受外，能否结合一定的理
论，将作品说得更加透彻。”当然，
结合理论显然需要具备深入浅出
的功底，“如果只是一个理论接着

一个理论，将批评变成理论的操
练，那肯定是不行的。”

正如庞铮在今年第九届国际
艺术评论奖征集过程中，作为往届
获奖者受访时谈到的常见疑问，

“艺术最重要的是个人感受，自己
看就好了，听导赏会不会过度解
读，反而消解了艺术的神秘和亲密
性？”她所热衷从事的艺术展览导
赏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和艺术评论
相似。她表示自己非常认同沈语
冰在其新书《图像与爱欲：马奈的
艺术》中所说，人们看画往往不局
限于“我喜欢”这样纯粹的感官层
面，多数情况下，他们还会做出“这
件作品很好，或者很差”的审美判
断。“拥有并使用增加绘画认知的

‘工具’就很有必要了，专业的艺术
导赏可以让听众学会绘画鉴赏的
基本方法，使得听众可以更好地像
沈老师说的那样‘趋近绘画’。”这
个道理也适用于从绘画延伸至更
加广泛的艺术形式。

由此可见，对艺术感兴趣的
观众可以借助艺术评论之类的

“工具”来提升个人艺术鉴赏能
力。沈语冰长期致力于西方现代
美学、现代艺术史、艺术理论、艺
术批评以及中西比较艺术与比较
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他的排序
中，艺术评论、艺术史、艺术理论、
艺术哲学是一个依次不断抽象化
的美育上升通道，“美育需要扩大
知识面，不能光讲一个方面。”

显然，艺术评论既是批评家
个人的艺术鉴赏，也是对其所感
进行反思、分析的过程。由于这
个过程的复杂性，观众读到良莠
不齐的艺术评论也就在所难
免。这是当下艺术评论中存在
的问题之一。不过，在沈语冰看
来，当下艺术评论一个更为严重
的问题是，“艺术评论并没有成
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因
此在艺术界的博弈中，它暂时处
于一个失语状态。”沈语冰表示，
在艺术场域中，政治、资本、智力
三方博弈后最终形成一个相对
平衡的创造性系统，独立的艺评
和艺术史研究等智力的缺失，会
打破艺术生态的平衡。当记者
追问能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
种失衡状态时，沈语冰说，他不
想说得过于具体，以至得罪艺术
家或艺评家，不过当下非常热闹
的一个事件，即艺术家抄袭事

件，或许与独立艺术批评的缺失
有关。

而就批评文本来说，最重
要的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批
评不是堆积形容词来炫耀自己
的写作能力，更不是以过多的
修辞来抒情。批评从本质上来
讲要在艺术家和公众之间架起
一座桥梁。”沈语冰表示，这座

“桥梁”首先至少要安全，不能
为了搭得漂亮而不顾安全，否
则公众就有可能被带进坑里
了。但如今看到很多艺术评论
都存在着过多形容词、专有名
词，以及长句子，且句式单调，
还有长篇累牍的“掉书袋”，又
辞不达意的情况。他表示，“这
是对艺术评论的认知偏差造成
的。”这种现象不仅在艺术评论
中常见，在普通写作中也屡见
不鲜，他坦言在学生论文中也
常常遇到此类问题，因此，艺术

评论最终还是要指向写作能
力。

沈语冰为记者讲述的这些
原则，也是他用来考察艺术评论
的重要指标。当谈及自己的两
名学生曾经在国际艺术评论奖
取得优异成绩，他直呼不容易，
每一届海内外几百篇艺术评论
中最终选出一名一等奖和三名
二等奖，而庞铮正是二等奖得
主。他的另一名学生也曾入围
中文前10，表现也相当不俗。截
至记者发稿，由复旦大学哲学学
院、上海久事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第九届国际艺术评论奖的征集
环节已接近尾声，问及是否有学
生参与，沈语冰笑称，“他们都不
肯告诉我。”但他同时也表示，

“获奖也许是一个类似天上掉馅
饼的小概率事件，但重在参与，
不妨把投稿视为一次锻炼的机
会。”

沈语冰在第九届国际艺术评论奖现场发言。 本版均据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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