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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多国公民

陈张源
 Chen  
 Zhangyuan

We are Citizens of Many Countries

东西方之间是没有分别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都市性

的社会里。我们是多国公民。

- - -罗伯特·斯托，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所有人都在为市场担

忧。为什么我们不能忘记买卖而真正审视艺术的内在

价值？文化与艺术如何给我们的历史与生活增值？

国际艺术在百花齐放：东京、巴黎、纽约、旧金

山、北京、上海、苏州、广州、费城……用八个字概

括：不温不火，时有暴雨。事实上，当美国金融市场

受到重创的时候，世界资产正逐步向亚洲转移。亚洲

当代艺术展览也随之像雨后春笋般浮现。

 1.  纽约  曾梵志  2009.4.2-5.15
                       纽约阿奎维拉画廊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曾梵志在纽约上城和苏州

博物馆的两个个展。收藏家从世界各地赶来纽约的

阿奎维拉画廊，齐襄盛举。

纽约的阿奎维拉是家族经营的画廊，刚开始以

尼古拉斯·阿奎维拉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

专长而著名。1960年，威廉·阿奎维拉加入画廊，将

画廊的重心扩展到了印象派和现代艺术，从而使画

廊一跃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印象派、后印象派、立

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画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画廊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从而花两年时间促成

了曾梵志的个展。

20幅油画精巧地陈列在阿奎维拉两层欧式古典

画廊里，其中包括巨大的风景和曾梵志的自画像。

空旷的空间里，布满了蜿蜒曲折的笔触，延伸到了远

处海洋一样的蓝色中。透明而又泥泞，迷幻并纠结

着。也许就是这种混乱的、迷幻的国际主义和非存

在主义吸引了收藏家的目光。真正的幕后英雄不是

曾梵志，而是比尔·阿奎维拉和他的家人，比尔和他

的三个孩子，还有画廊总监麦克·芬莱十分严谨地经

营着这个画廊。画展开幕的第二天就有九幅油画找

到了买家。在经济萧条的状况下，曾梵志的收藏家始

终非常活跃地支持他的画作，也许是尝到了他油画

高增值的甜头。  2.  费城  墨非墨  2009.4.2-5.9 
卓克赛尔大学/柏松研究中心/保罗·佩克校友会/

里奥纳多·裴斯坦画廊

在曾梵志画展的同一天，“墨非墨”也在费城的

卓克赛尔大学开幕。这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策划，

中国文化部和Drexel(卓克赛尔)大学组织承办。此前

江泽民的儿子在该校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所以

这次展出是一次政府间的文化外交活动。开幕上，

费城市长、中国文化部代表团、深圳美术馆策展人

鲁虹、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罗伯特·斯托、《美国

艺术》高级主编理查德·韦恩、亚洲艺术协会的梅丽

莎 ·周、前波艺术的创始人和总监茅为清都到场庆

祝。中国美术馆副策展人潘晴博士主持了就中国水

墨中西方发展为议题的讨论会。潘晴问了研讨会成

员有关于现当代水墨在国际上的发展和运动。罗伯

特·斯托的发言也许最非官方却又是最睿智的，体现

了美国文人式的直爽和原本的精神。他说道：“在大

师和他们的学生关系上，大师总是被学生误解。东

西方之间是没有分别的。我们活在一个都市性的社

会里。我们是多国公民。”

乔斯·穆格拉比(Jose Mugrabi)，穆格拉比的朋友, 维维·尼沃(Vivi Nevo) , 章子怡, 曾梵志, 邓文迪（Wendy Murdoch）, 威廉·阿奎维拉（William Acquavella）   阿奎维拉画廊提供

墨非墨展览图片 谷文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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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非墨”是第一次由中国政府出面在费城组

织的当代水墨画回顾展，展示了80余幅绘画、雕塑、

影像艺术和装置作品。艺术家包括谷文达、彭ā、林

天苗和一些鲜为人知的艺术家。根据官方报导，这

次展出的中心是：生活在一个高速经济增长和全球

化的世界里，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传统国画的的记

忆和想象。事实上，外界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艺

术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因此这个中心有些太宽泛

而不够学术。在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中，什么力量在

推动它？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艺术？艺术家真正想

表达什么？这种想法如何和他们经历的文化联系起

来？也许这次展出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良莠不

齐的艺术品。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谷文达的装置。谷文达是

八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概念水墨艺术家。他的

“联合国”系列从九三年延续至今，已经和徐冰、蔡

国强一样树立了自己国际艺术家的形象。其中，艺术

家谷文达庞大的装置作品《联合国——人间》是收

集世界各地区人发而创作了这堵由186面国旗组成

的100英尺高的国旗墙，悬挂于作为重要展场的由

贝聿铭设计的柏松研究中心的展览入口处，长至一

条街。

“当我还在中国时，中国的文化是主导性的。住

在纽约的好处就是多民族社会环境，联合国是作品

的名字……我想要将我的艺术观念扩展到我的作品

里，使其与所有的文化和种族息息相关。我想要人

们参与到我的作品里。”著名学者爱德华·史密斯对

谷文达的采访中解释了谷文达的联合国作品：“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谷文达的作品带有‘拥抱一切’(兼

容并包)的野心，和欧洲的浪漫主义一脉相传，也有

从十八、十九世纪的现代主义的元素。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包括他自己也提到，他的作品是为了‘培养地

域性的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

     3.  严培明年  

旧金山  “严培明 YES！”个展 

2009.2.20-5.23

华特和麦宾画廊/旧金山艺术学院

中国最受尊敬的旅法艺术家严培明今年的行程

满满当当。他可以被称为是文革之后第一代“国际

公民”：生于60年代，1980年远赴重洋在法国第戎

美术学院求学，这也是二十世纪油画大师林风眠的

母校。严培明以他大尺寸的肖像画闻名于世——毛

泽东、李小龙、教皇二世，还有他的父亲——最近奥

巴马、佛像、新生婴儿和蒙娜丽莎都成为了他绘画

对象。不夸张的说，严培明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查

克·克鲁斯的肖像画家。他写意和写实的表现和极其

克制的色彩反映出了文化大革命和20世纪西方概念

艺术的双重结合。严培明喜爱与死亡有关的肖像画，

也许通过死亡，他可以接触到永生。在纽约，是大

卫·茨威格画廊代理他的作品。

“YES!”由侯瀚如策展。侯瀚如不仅担任旧金山

艺术学校的展览和项目总监，也是国际著名策展人，

早在巴黎时他就和严培明就结识并成为好友至今。

一系列的油画和水彩作品安静地陈列在画廊

里。通过笔触的表现，严培明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极

度严谨的艺术家。侯瀚如诠释说：“似乎要故意的煽

动大众，他的笔触快速，激烈地征服了移动的画布。

严的油画不是那种将僵硬的构图，色彩和结构统统

在一张画布上，而是让人感受到对意识形态持续不

断的研磨。”严培明使用黑、红、灰为最具基本性和

表现性的色彩。他的作品体现了时间的流逝，每一

笔都是一段历史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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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表现了严培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忧虑。在

他的作品里，严培明给美国讲述了一段不属于他本

土文化的经历。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代表，他冷眼观

看美国的政治闹剧和纷争，表达了他在多文化背景下

的诠释——权力交接、历史转折和美国社会价值观

的破坏与重建。

巴黎 严培明  2009．2.12-5.18

卢浮宫  

罗浮宫的总监汉瑞·露维瑞特，在中国和巴黎与

严陪明两次邂逅，催生了邀请严培明去罗浮宫做一

个展览的想法。“蒙娜丽莎的葬礼”是罗浮宫当代艺

术项目的一部分，严培明是第一个被罗浮宫邀请的

中国艺术家，也是在“毕加索/德拉特瓦克展览”之

后，第二位有机会重新诠释卢浮宫传世珍宝”的画

家。他绘制了五幅油画置于罗浮宫的德农画廊。硕

大的展厅里，严培明版的达芬奇“蒙娜丽莎”位于中

间，左边是严培明已经死去的父亲，右边是他自己濒

临死亡状态的画像，主画面边是延长的文艺复兴时

代的新风景。“蒙娜丽莎的葬礼“大部分使用白色和

灰色，借鉴了中国葬礼中常见的颜色。父亲的死亡和

活着的儿子的对话实际在暗示着生死轮回，父子关

系和不断更新的油画的力量。

他的旅程还在继续ā�

严培明今年六月会在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一次

个展。他也许会用一段新的人生旅程和实验性的表

现手法震撼中国的观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曾梵志、谷文达、严培明均代表三位跨越三大陆的杰出当代艺术家。在不再神视不清的调整期和整合期

时代, 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在世界的各角落百花齐放。值得骄傲的是, 我们仍然在提高和进步。作为政府的文化

外交的一个手段，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主流画廊和世界最好的美术馆，艺术家的作品也从传统,、地域和社会的变

迁中走入新的非现实、非国界的非空间。危机给我们时机，去心平气和地看待世界的变化, 在万变不离其宗中, 

我们重整价值观念, 回到根本。价值可能不在数字, 而在于会给社会、历史、后代带来的后果和结果。今天我

们是多国的公民, 但真正挽救我们的是我们前世纪的危机和革命,在逆境中勤俭建国, 勤俭办一切事业。在这

种境界中, 市场的变动也不是价值确认的唯一标准。

墨非墨展览图片 谷文达作品

  曾梵志   阿奎维拉画廊提供

“严培明 YES！”个展图片  旧金山艺术学院提供

严培明 卢浮宫个展  严培明工作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