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抵抗
【定义】

王璜生认为，青年艺术家对问题不认同
时，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或沉默或调侃。
【作品】

四楼展厅内一群青年人正在视频内大唱
着《爱情买卖》的旋律，这是双飞艺术中心带来
的影像作品《当代买卖》。他们的作品被日本
森美术馆馆长南条史生评为最喜欢的作品。
因为那么无厘头的创作只有在青年人那儿才
能爆发。

宅空间
【定义】

王璜生说，宅空间正好与当下热词宅男、
宅女对应。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似乎构成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旨，不断衍生着碎片化感官
体验，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又呈现多种价值取
向，但最能让年轻人安然的也许是“宅空间”的
状态。
【作品】

黄燕的《物质精神粮食》现成品艺术中，不
同的环状圈内放着筷子、奶嘴、光碟，为我们营
造了宅空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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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青年艺术的六张面孔

蔓生长

自媒体

1992 年，广
州 美 院 发 起 了

“卡通一代”艺术
运动。此后，“青
春残酷”、“独生
一代”、“新卡通
一代”、“果冻时
代”等相继成为
青年艺术的代名
词。事实上，当
今的青年艺术家
更 注 重 自 我 表
达，而且他们的
表达方式也更多
元。

相比其他艺
术机构所推的青
年艺术展，中央
美院推出的“未
来展”试图呈现
一份“亚现象·中
国青年艺术生态
报告”，由此也让
我们看到了青年
艺术创作现象的
六张面孔。

中央美院美
术馆学术部副主
任王春辰说，尽
管在展览中 这
六 张 面 孔 有 一
定的排序，但事
实 上 它 们 之 间
并 没 有 逻 辑 先
后关系，除了第
六张面孔“未知
数”理应排在最
后。

【定义】
在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看来，蔓生

长是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青年艺术家这一代
人的成长经历经验和记忆，伴随着中国社会转
型的混杂和速度，他们作品反映出与过去不同
的、多样化的实现自我认同、自我放逐的“蔓生
长”方式。
【作品】

迟鹏的摄影作品《麦田：守望》、《麦田：孩
子》便展现了这第一张面孔的面貌。

【定义】
王璜生指出，现代生活越来越多地在网络

上展开，如何利用媒体方式进行创作、思考便是
青年艺术家要面临的问题。
【作品】

闫冰布面油彩《五头牛5》和装置《麦子的故
事》是第二张面孔的代表。其中《麦子的故事》
是闫冰延续其善用日常物件类似谷物、皮毛等
为主要创作材料的路子，流露出对自然的虔诚
和诚恳。在自媒体时代，新型的社会化媒体和
社交方式下，闫冰以此思考个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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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生活
【定义】

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碎片化时代出生
的青年人注重感官的、即刻的、平面的浅生活
体验，这是一类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势。
【作品】

梁远苇去年曾获邀参加第54届威尼斯双
年展中国馆展出。此次她带来用铁丝构成的

《一件绘画》和亚麻布油彩作品《生活的片段之
一》。梁远苇诠释了年轻一代注重感官性、趣
味性、平面性的品位。

未知数
【定义】

不管这些艺术评论家再绞尽脑汁归纳，总
有一些“未知数”青年艺术面孔呈现。这些难
以归类的或在艺术语言上具有突破力的创作，
让公众看到了中国艺术的未来。
【作品】

今年春拍在香港苏富比上备受关注的贾蔼
力用油画作品《弃之荒野》和《无题》展现了未知
数面貌。贾蔼力在表现一个混沌、荒芜的世界
时，力图揭露很多年轻人在面对文化、社会极端
商业化时亲身感受到的一种精神上的空虚。

2 6

5（上接C03版）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