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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6年作姐妹花 估价480,000-580,000 1,760,000北京保利 2007.5.31

22006年作梦露和女兵 520,000-620,000 1,650,000北京保利 2007.5.31

31992年作消费者图像 413,500-578,900 1,687,080NY苏富比 2006.3.30

41993年作消费形象系列之十一 636,000-848,000 1,526,400HK苏富比 2006.10.9

51998年作女子像 550,000-650,000 1,320,000北京保利 2006.11.21

62005年作中国少女系列 450,000-550,000 1,078,000匡时国际 2007.6.2

71995年作女兵 280,000-320,000 935,000北京保利 2007.6.1

82006年作偶像No.3 240,000-260,000 935,000北京诚轩 2006.6.6

91993年作消费形象,十四号 774,000-1,161,000 789,480NY苏富比 2007.3.21

101993年作消费形象,十三号 774,000-1,161,000 743,040NY苏富比 200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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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冰

政治波普、消费主义、艳俗艺术、

后波普,直到最近推崇的“消费现实

主义”,这些都是祁志龙身上的标

签。从“消费形象”到“中国姑娘”,

祁志龙作品的母题只有两个,却跨越

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部历史,与每一

个艺术潮流保持了既紧密又疏离的

暧昧关系,某种程度上他喜欢扮演预

言家的角色。如他所说：“当代艺术

史很难把我规避开,因为我始终在

场。”而说到自己蒸蒸日上的市场价

格,祁志龙表态：“我并不商业”。

短命的消费形象

1992年,祁志龙的创作开始于

圆明园画家村。后来被称为“政治波

普”跟“玩世现实”的风格是画家村

群体当时最普遍的潮流。对政治人

物的复制和改写成为主要的图示,而

绘画语言上的扁平化也成为消解严

肃性的手段。

祁志龙的消费形象看似符合所

有政治波普的元素,但艺术家认为事

实恰恰相反：

“1992到1994年,我画消费形

象。但是跟政治波普有很大区别,跟

如今仍然有人在画的消费形象也有

根本区别。消费是我对政治波普理念

的反叛。在我看来,政治波普是与意

识形态的对抗,导致了它自身成为另

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而未来肯定是

开放的社会,所有意识形态在将来都

可以被消费。在这一点上,我的消费

形象正是要消解政治波普的。”

在画了大约20张“消费形象”

之后,祁志龙决定放弃。不被理解,是

祁志龙结束短命的消费形象的原因：

“我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总有人把它

类比为政治波普。这从另一个方面说

明我的作品是全新的。陷在政治情节

中的人们没有想到 90年代中国的

变化快,政治性的东西很容易就被消

费文化吃掉了,这正验证了我的预言

和前卫性。”

体验#艳俗主义$

如祁志龙的预言,商业和消费

果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

成为最大的诱惑之源。文化曾经面

临的困惑被商业消解,而与意识形

态对抗的价值,甚至在对抗中产生

的新的意识形态都变得不再那么理

直气壮。于是,大约在1995年,圆明

园聚居的一些艺术家开始以画萝卜

白菜为主题作庸俗艺术,并且以革

命运动的形式讨论政治波普之后是

什么？这种“大白菜主义”由于其模

仿民间艺术的艳丽颜色、描绘大众

通俗易懂的庸俗现实而被定名为

“艳俗艺术”。1996年的“大众样

板”和“艳装生活”展览,确定了艳

俗艺术作为艺术现象存在的地位。

与此同时,1995年,祁志龙告别

了消费形象,开始画一系列以穿军装

的女孩形象为主题的“中国形象”。换

下泳装,被军装重新包裹起来的女孩

依旧时尚而矫情,祁志龙没有抹去女

孩脸上妩媚一笑,政治符号的中性军

帽和辫子的组合增添了画中不同于艳

俗的暧昧感。他这样描绘他当时的创

作：“不像消费形象,女孩不是使用公

共的流行符号,而是我脑海中的形象。

我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她以

当代性呈现出来。人物必须是有些暧

昧的,包括笑的样子。在这种手段下,

我的想象符号实现了这种转变,而这

恰恰暗合了艳俗的特点。”

%没有说法我画不了画&

祁志龙的“中国姑娘”和艳俗艺

术本就保持有距离。2000年之后,祁

志龙经历了一段从艳俗到浪漫主义

的回归。还是那个中国姑娘,但是收

敛了讥诮的笑容,笔触里掺杂时间的

痕迹,由反讽的姿态走入温情脉脉。

当时张晓刚也在画虚化怀旧的

人物肖像。在祁志龙看来,张晓刚是

80年代伤痕美术的集大成者,他把

伤痕的现实主义绘画转变成为观念

绘画,把伤痕转化成当代语言,使得

符号化了的老照片形象成为对中国

大时代的灾难性的总结。而祁志龙的

中国姑娘则是浪漫主义的,或者说是

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流逝的浪漫主

义的重新诠释。

祁志龙关心对于绘画风格和

“主义”的遣词造句,对于词语背后

透露的信息具有狡黠的洞察力,善于

运用微小绘画语言的转换来缔造理

论上的转型,从这方面来说,祁志龙

是一个视觉理论家。但是,他决不是

咬文嚼字,也不欣赏自命清高的文人

学术,他需要的是给自己正在做的事

情一个“说法”：“没有说法我画不

了画,找不到说法,画就不明确。”

%当代艺术越来越江湖&

随着艺术市场兴旺,商业开始独

立于学术,成为艺术家的成功的另一

个标准。祁志龙一直以未能参加威尼

斯双年展等大型国际学术展览为憾,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在市场的稳

步上升。祁志龙这样理解自己的市

场：“在商业上,我的境况还算不错。

不过学术展览参加的不多,也影响了

我的商业发展。什么是学术？当代艺

术如今没有完整的学术体系,越来越

江湖。学术跟参展没有直接关系,而

在于一个人在中国美术史上出现的

时机和影响。”

“我的中国姑娘是好卖的形象,

但要看好卖怎么理解,是什么标准？

我认为主要还在于作品传达的价值

和质量,除了技术之外,和它的人文

质量有很大关系,也跟作品产生的时

代情况有关系。比如说,现在创作的

政治符号形象就少有人文质量,或许

就仅仅因为好卖。我不再画政治符

号,这一点上我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性

存在。从学术的层面讲,我的消费形

象就是对政治符号形象的终结。”

祁志龙的成功,在于他熟练地发

掘了属于自己的符号,并且赋予符号

以强大的理论依据,他各个阶段的转

变恰如一个时代的预言家,切中当下

社会文化的脉搏,又保持了暧昧的距

离。而如今中国当代艺术正在逐渐摆

脱后现代主义的控制,尝试着揭示中

国当代存在的另一种现实以及批判

现实的可能性。这会不会再次印证祁

志龙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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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志龙!

好卖不代表就是商业艺术家

"

艺苑风景

涂志伟'

穿越宏大雄浑的历史之旅

"

当代艺坛

!

本报记者 杨琳

旅美画家涂志伟1月6日在上

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涂志伟

旅美油画展。这次展览不仅展出涂

志伟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创作的

大量肖像、人体写生作品,还有其早

期获得美国IOWA美术沙龙金奖

的哲理性观念组画《眼中黑洞》。最

令现场观众为之振奋和流连的是涂

志伟近两年来陆续完成的表现中国

重大历史事件的５幅恢弘历史大作
《肢体语言》组画,《舞乐,编钟,古

音》、《手,木筏,黄河》等,画面高两

米半,长八米,其宏大雄浑的气势和

创作手法让现场观众为之震惊。

全美油画家协会华人

主席第一人

涂志伟,1975年毕业于广州

美术学院油画系,1978年考入广

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成为中国文革

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7年到

美国德瑞克（DRAKE）大学就读

硕士研究生学位,并从此开始了长

达21年的旅美职业艺术家生涯。

1993年涂志伟加入全美油画家协

会,2000年起担任该协会常务理

事和艺术评委会主任。2004年7

月,涂志伟以全票当选为全美油画

家协会主席,成为世界上华人担任

这一油画权威组织主席的第一人。

据涂志伟介绍,全美油画家协

会是全美最大、也是规格最高的画

家协会。入会标准是必须参加过3

次大展,全国性1次,地方性的

2-3次。目前已有 4000多名会

员,其中华人艺术家不到40位,能

成为该协会成员实属不易。

自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写实油

画就遭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猛烈冲

击,在强调观念和“创意”的态势

下,写实油画一直处于微式。而涂

志伟通过中国的历史中汲取题材,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

突破,其代表作《司马迁》、《虞姬

舞剑》、《反弹琵琶》、《昭君叙

汉》、《贵妃醉酒》等在美国引起

了强烈反响和好评,并被世界著名

美术馆及私人藏家收藏。

卖画是很令人尊重的事情

涂志伟表示：“很多艺术家都

避讳说自己在靠卖画为生,认为这

不光彩,其实这只是东方人的思

维。”他告诉记者,他刚到美国的

时候也是如此想,然而生活的压力

不得不让他寻找出路,除了学习绘

画还要学习英文,于是卖画是他生

存下去的唯一本领,也是他的终生

追求。目前,他的中国历史题材绘

画、敦煌题材,还有中国人像（包

括少数民族肖像）在美国已经广

受欢迎。1993年开始,很多画廊都

开始找他买画或卖画,于是生存对

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只需

要专心创作了。

他对记者说,卖画在西方并不

可耻,相反是很正常、很普遍也是

很令人尊重的事情。正如他的美国

研究生导师所说的,一个画家靠卖

画就能生存并继续支持自己的创

作就是天堂般的生活。对于自己的

作品在美国卖多少价格,涂志伟毫

不避讳地告诉记者,其价格在美国

市场上属于较高行列（包括华人

和西方艺术家）,一般 50-60cm

大小的肖像、人体写生都卖到20

万人民币左右。

未来,涂志伟计划在十年左右

的时间里完成十件反映中国重大

历史事件的大幅油画作品,其中就

包括此次已经完成并展出的《肢

体语言》组画：《手,木筏,黄河》、

《背,长城,月亮》、《头,书卷,大

坑》、《脚,兵马,大地》和《舞乐,

编钟,古音》。此外,其余5幅目前

还在酝酿之中,涂志伟透露,创作

内容将涉及中国历史上修建皇宫、

皇陵,楚汉相争,唐代社会与佛教,

敦煌艺术宝库等宏大历史题材。

涂志伟部分作品画廊交易记录

作 品 创作年份 金额!美元"

《七步诗》 1994 10万

《反弹琵琶》 1995 15万

《虞姬舞剑》 1998 13万

《唐代乐舞》〉 1999 17.8万

《歌舞升平》 1999 13万

《昭君叙汉》 2000 16万

《贵妃醉酒》 2002 15万

《敦煌双人舞》 2003 16万

《敦煌双人舞》 2004 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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