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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一个真正的玩家
艾未未首次北美艺术作品展

4月印城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石木 报道：4月5日起，印第安纳波利斯艺
术博物馆（IMA）将展出中国现代艺术家艾未未的首个北
美个人艺术展。二十年来的艺术经验，造就了艾未未在建
筑、文化、历史、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独到见解。他的个人
主题展览“凭什么”（According to What?）将在4月5日至
7月28日在印城展出。就此次展览，本报专访了IMA现代艺
术展负责人Sarah Green。

Sarah介绍说，她和艾未未的初识是十年前在北京的
艾未未工作室。她深深地被艾未未的艺术作品和人格魅力
吸引，从那以后就希望能有机会把他的作品带回美国。
去年，在得知艾未未的作品在华盛顿的一家博物馆展览
后，Sarah开始了和他们的接洽工作，终于促成了艾未未的
作品能在印城和观众见面。

艾未未“凭什么”主题展览最初是由日本的一家博
物馆组织并且在2009年于东京首秀。此后被引进北美，在
去年10月7日至今年2月24日在华盛顿一博物馆展出。印第
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有幸成为了它的北美第二站。据
悉，之后展览将前往多伦多，迈阿密和布鲁克林三个城
市。Sarah 说：“IMA很荣幸能请到中国现代最具争议同时
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家艾未未。在美国，很多人可能听说过
艾未未，但是很少有人有机会亲眼目睹他的作品。”

艾未未是当今中国最多产、最活跃的艺术家之一。在
艺术生涯中，他充分体验和诠释了艺术、社会和个体之间
的联系。此次回顾性展览将展出最具“艾未未特色”的代
表作品，包括雕塑、摄影、视频和馆内建筑作品。由于签
证问题，艾未未本人不能来现场，但是IMA设计了一款互
动性很强的应用软件“Aipad”来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艾未
未的生活和作品。Sarah说：“Aipad是我们IMA的独家创
意，在北美其他展点是看不见的。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还和艾未未工作室在商量，希望能在开展日当天通过视频
聊天的方式，让艾未未和观众互动。他本人虽然不能来，
但我们相信他的作品会替他说话。”

展览会将展出共计三十余件作品，将涵盖艾未未从80
年代在纽约生活的摄影作品到近期专门为北美巡展设计的
新作品。此次展览还希望通过作品，使参观者更多地通过
艺术去思考。比如，Sarah向记者透露，其中有一件摄影展
品是展示了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中，艾未未手举着一个
汉代出土的瓮；第二张照片中，瓮从他手中滑落；第三张
照片中，瓮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碎成了瓦砾。Sarah解释
说：“艾未未通过这让的作品向观众抛出问题，为什么大
家都认为古董值钱？凭什么说它值钱？谁决定这些东西是
有价值的？这样的作品非常有冲击力。”

艾未未的“凭什么”主题展览是IMA建馆以来最大规
模的展览。展区占地面积达12500平方米，部分作品还将被
巧妙地安排在IMA原有展厅内进行艺术对比。参观者一进
入主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将是3000多个陶瓷螃蟹组成的
极具冲击力的作品《河蟹》（2010）。这件作品的名称“
河蟹”和“和谐”同音，“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常用的口
号，但是已经被很多人调侃为“网络审查”和“控制言论
自由”的代名词。

此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一件艾未未的新作备受期待。
这件新作是以汶川地震为主题的雕塑。艾未未从坍塌的学
校校舍瓦砾中收集来40吨钢筋，经过重新改造而成。《汶
川钢筋》（2008-2012）这一作品有力地抨击了中国政府，
同时也是对在大地震中消失的年轻生命的祭奠。还有一部
汶川地震主题的微电影《对不起》将在展览中播出。

近年来，艾未未获得了多个国际艺术奖项，得到了国
际艺术界的认可和褒奖。同时，他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主体育馆“鸟巢”的艺术顾问。艾未未的艺术作品一直强
调关注人权和社会变革，也正因为他的坚持，2011年他在
中国被羁押近三个月。中国政府之后以偷税漏税起诉艾未
未，但是他本人强烈否认。被羁押期间，艾未未被长期严
厉监视，这种环境促使他产生更多艺术灵感，从而创作了
一系列新的作品，包括一个大理石的监控摄像设备。这件
作品也将在IMA展出。

最后，Sarah说：“IMA为这次展出做了很多努力。我
们希望能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来看看。这也是美国
中西部唯一一场展览。我们博物馆的工作就是在各个文化
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我们准备好了，欢迎大家来参观！”

（更多有关展览信息，请致电317-923-1331或者登陆
网站查询 www.imamuseum.org ）

据《亚美导报》3月8日报道，今年4
月5日至7月28日，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将在
印地安那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举办专题展
览。本次展览将展出艾未未近20年沉积的
作品，内容涉及艾未未对文化、历史、政
治和传统等话题的探索。听到艾未未要来
印地的消息后，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准备前
去捧场，表达我们对这位敢于同强权抗争
的艺术家的敬意。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
原因，艾未未至今尚未拿到有效的出国证
件，能否亲临展览，尚在未定之天。

艾未未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对于他
的艺术成就，行家自有公论，无庸赘述。
我更看重的是，他能以艺术家的身份，大
胆为弱势群体维权，勇于竖中指挑战权
威，敢于用“草泥马档中央”的艺术形式
无所畏惧地挑战专制政府，虽屡遭打压，
却不屈不挠，这就不得不令我肃然起敬。

从七十年代末北京的“星星画展”
起，艾未未同马德升、王克平等人的名
字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
而，真正让我关注艾未未的是，2008年汶
川地震发生后，他对因校舍倒塌而遇难的
大量学生家长的同情不仅仅局限于捐款救
灾，而是追踪豆腐渣工程，要求政府查明
真相，严惩贪腐势力。同年，毒奶粉事件
和杨佳案的发生，他的跟踪报道，也同样
引起我的注意。近年来，在为弱势人群维
权和抗争的公共事件中，都能发现艾未未
的身影。我认为，他同刘晓波一样，不愧
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
表。

长期以来，国人对什么是知识分子有
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认为凡是受过高等
教育有一定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其
实，“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
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是一批受过
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
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
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
立了自己的核心的人。这些人也包括了一
些官僚、地主和军官。

西方学界则将知识分子定义为那些藐
视权威，挑战传统，坚持独立人格，维护
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
的人，即所谓“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
一方面以人类的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
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
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美国社会具有反知识分子的传统。然
而，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
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美国有一
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一个稳定的知识分子
阶层。尽管知识分子在美国常常被人们涂
上贬义的色彩，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
分子，也并非易事。

艾德华·萨依德曾经指出：“知识分
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
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
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
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
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
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

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
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
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与正义
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
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
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
准的行为”。

基辛格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被视为一
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他进入尼克松政
府，充当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后，便被开除
出知识分子的行列。美国学界的观点是，
作为政府官员的基辛格不可能再坚持自己
的独立立场。

由于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二而一的
政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未能出现一个相应的知识分子阶层。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
士”阶层向知识分子阶层转化的现象，
譬如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中
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但
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
未能摆脱传统的束缚，主动投身于党派政
治斗争，企图以政治组织的力量实现个
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
像鲁迅、胡适之等始终坚守独立人格，不
依附权威的知识分子实属寥寥。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对
知识分子进行了彻底的整肃和思想改造，
效果非常显著。除了像马寅初、梁漱溟等
少数知识分子尚能保持沉默外，绝大多数
知识分子则禁不起折腾，患上了“斯德哥
尔摩综合症”，且病得不轻。在一个一个
政治运动中，像巴金、老舍等知名人士也
不能免俗，积极主动地为专制政权摇旗呐
喊，到头来却自取其辱，深受其害。好在
巴金先生晚年有条件反思，意识到知识分
子丧失独立人格的危害，呼吁建立文革博
物馆，警策后世，而老舍先生就没那么幸
运，大难临头只好选择投湖自尽。

经过文革的洗礼，中国已经不存在知
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为中国知识分子重
返社会提供了契机。然而，在政治体制尚
未变革，党文化已形成新传统的中国，知
识分子在中国形成一个独立群体的路途还
充满坎坷。尽管如
此，随着中国中产
阶级的发展壮大，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普及，知识分子在
中国已然获得了空
前的发展空间，而
刘晓波、艾未未等
人为中国知识分子
重返社会则起到了
筚路蓝缕的积极作
用。

在 中 国 知 识 分
子重返社会的过程
中，也出现了鱼龙
混杂泥沙俱下的乱
象。一些不良文人
打着“知识分子”
的 旗 号 ， 招 摇 撞

《亚美导报》专访印城艺术博物馆负责人

骗，狗苟蝇营，令人不齿。北大教授孔庆
东就是一个突出代表。薄熙来在台上时，
他大力吹捧“重庆模式”，为“唱红打
黑”站脚助威；习近平刚上台，又“大哥
大嫂”地同习套近乎儿，难怪网民将其评
为中国2012年十大恶心人物之一呢。

在绝大多数文化人都奉行犬儒主义的
中国社会，同那个在抗震救灾之际高调吟
诵“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和含泪劝
告灾民不要上访不要追究豆腐渣工程而
被“反华媒体”利用的余大师相比，刘晓
波、艾未未等少数知识分子为民请命，挑
战权威的精神就更显难能可贵。目前，借
助互联网和微博的力量，所谓“公共知识
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可以
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独立的知识分
子群体在中国出现还是大有希望的。

艾未未不仅是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同
时，他还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艺术家。他
制作的一段自己戴着手铐跳《江南Style》
的视频，刚一发布，就在YouTube上获得
了上百万点击率，足证其作品受欢迎的程
度。他的前卫艺术可能不为多数人所理
解，但其强大的震撼力则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朔的“痞子
文学”将党文化塑造的理想、崇高、神圣
的精神伊甸园加以解构并使之庸俗化，那
么艾未未的艺术作品则以毫无掩饰近乎直
白的手法将这一精神伊甸园还原成原生
态。艾未未的许多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时
代气息，给人以接地气的感觉，拥有巨大
的想象空间。

网上有人对艾未未颇具争议的摄影作
品《一虎八奶图》做过如下诠释。艾未未
手巧妙地遮住下体，代表着“党中央”（
档中央），双手置于左膝，表明坚定的左
倾立场。画面中左边的女子，戴着眼镜坐
在没有靠背的椅子上，象征知识分子有地
位、有架子，但却靠不住；而她拨弄头
发，始终侧身向着党中央，暗示知识分子
再怎么卖弄，仍被党牵着走。右边的女子
体态丰满，挂玉佩、戴手表，象征资产阶
级，她有座位也靠得住，双手右摆，代
表“右倾”立场。画面中，党中央与资产
阶级相隔较远，象征二者的表面关系，
但两人的另一张单独合影，则显示出背后
的官商勾结。照片中的短发女子，没有座
位，只能站着陪笑，但后来被党中央拉去
靠着坐，代表受控制的新闻媒体。那个从
头到尾站在椅子背后，身体被遮 住最多
的，则是没有地位、也时常被忽视的工农
阶级。无论这种解读是否靠谱儿，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艾未未利用艺术形式反党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对于艾未未这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
家，中国官方也曾尝试过对其收买招安。
然而，他视政协委员，“鸟巢”设计艺术
顾问等头衔如粪土，却热衷于为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屁民维权：他惹怒当局被投进监
狱，并处以巨额罚款，非但没低头认罪，
反而变本加厉地跟当局叫板，更激起海内
外舆论一篇哗然。

艾未未真是个玩家！玩艺术，玩政
治，他都玩得转。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了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不过这种发展
和进步还有很多令人期待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