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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

内容概要

北京自由艺术家群体是大陆中国在本世纪最后10年的一大人文景观。
����自本世纪下半叶起，大陆中国的艺术家被纳入由政府供养的体制──领着工资，报销
创作和医疗等等开支，等着分配住宅，直到养老送终。
����在上一个10年（本世纪80年代）里，大陆中国的一些艺术家开始尝试脱离官方轨道，
曾经从大陆的各个角落向中心城市汇整，向北京聚合。但是那时，由于大陆中国社会还未能
形成艺术市场，这些脱轨的艺术家最终没能在都市生活下去。他们或者把艺术作为一种手艺
转向直接为商业效力，或者带着他们的艺术跟着洋情人去向了海外⋯⋯
����历史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在最初的几年，在中国的北京，终于崛起一批特立独行的
艺术家。他们是最先为传媒所关注的圆明园画家、摇滚乐歌手以及从事实验戏剧、地下电影、
现代舞的自由人。他们丢掉了政府分配给的公职，丧失了生活和创作所需的经济保障，其中
许多人甚至脱离了严格的户籍管制，成为“盲流”。但是他们创作出大量前卫性艺术作品，
受到全世界同行的热切关注；他们极端艰难的生活状况，成为各类传媒的热门话题。
����北京的这些自由艺术家来自全中国以至海外，北京是大陆中国自由艺术家的大本营，当
今中国，只有北京还能蔚成如此人文景观。本书是对这一景观真实而完整的报道。
����本书涉及美术、音乐、戏剧、影视、舞蹈等各个艺术部类，是至今为止对北京自由艺术
家生存状况的最全面的写真。
����本书采用“新新闻”写作方法。作者与自由艺术家们长期交往，材料出自于作者“追踪”
日记和被报道者向作者提供的个人档案，是不加“水分”的真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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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

作者简介

简介： 汪继芳，女，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专业，分配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 1990年成
为自由撰稿人。1993年9月14日，《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记者署名文章并配发图片，首次对包括
汪继芳在内的“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作了详细报导；1994年2月21 日，《中国妇女报》又配图发表
文章专题介绍汪继芳的写作生活，由此引出了各地报刊对她以及自由撰稿人现象的报道评说之热
；1995年，中央电视台在《十二演播室》和《半边天》节目里，�又几次拍摄了汪继芳的生活情况
。1996年，汪继芳到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1999年辞职。先后出版《20世纪最后的浪漫
──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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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栗宪庭（1）
序二⋯⋯⋯⋯^宗芳斌（5）
第一章    北京是中国（北京自由艺术总览）
⋯⋯⋯⋯⋯⋯⋯⋯⋯⋯⋯⋯⋯⋯⋯⋯（1）
流浪——前卫⋯⋯⋯⋯⋯⋯⋯⋯⋯⋯⋯（2）
圈子——人物⋯⋯⋯⋯⋯⋯⋯⋯⋯⋯（7）
贫困——福地⋯⋯⋯⋯⋯⋯⋯⋯⋯⋯（10）
第二章    圆明园画家村⋯⋯⋯⋯⋯⋯（16）
挡不住的诱惑⋯⋯⋯⋯⋯⋯⋯⋯⋯⋯（17）
名士自风流——村里的“名人”⋯⋯⋯⋯（22）
瞧！这帮人——画家群像⋯⋯⋯⋯⋯⋯（37）
孤独英雄——不扎堆的画家⋯⋯⋯⋯⋯⋯（48）
众说纷纭⋯⋯⋯⋯⋯⋯⋯⋯⋯⋯⋯⋯⋯⋯（56）
栗宪庭如是说⋯⋯⋯⋯⋯⋯⋯⋯⋯⋯⋯⋯⋯（63）
第三章    京城摇滚人⋯⋯⋯⋯⋯⋯⋯⋯⋯⋯（71）
“中国摇滚日”⋯⋯⋯⋯⋯⋯⋯⋯⋯⋯⋯⋯⋯⋯（72）
何勇——后崔健群⋯⋯⋯⋯⋯⋯⋯⋯⋯⋯⋯⋯（78）
投身摇滚的女性（“眼镜蛇”、蔚华）⋯⋯⋯⋯⋯（84）
臧天朔与“1989”⋯⋯⋯⋯⋯⋯⋯⋯⋯⋯⋯⋯⋯⋯（88）
与海外签约的歌手、乐队（“唐朝”、“黑豹”、张楚、窦唯、王勇）
⋯⋯⋯⋯⋯⋯⋯⋯⋯⋯⋯⋯⋯⋯(93)
大陆实力派 摇滚儿童团（王晓京与“指南针”）⋯⋯⋯（104）
各路豪杰（高旗、“新缔”、“穴位”、“AGAIN”）⋯⋯⋯⋯（108）
崔健“出走”⋯⋯⋯⋯⋯⋯⋯⋯⋯⋯⋯⋯⋯⋯（112）
大家伙儿侃摇滚⋯⋯⋯⋯⋯⋯⋯⋯⋯⋯⋯⋯⋯⋯（114）
【附录一】北京摇滚乐队资料⋯⋯⋯⋯⋯⋯⋯⋯⋯（120）
【附录二】张炬葬礼目击记⋯⋯⋯⋯⋯⋯⋯⋯⋯⋯⋯（126）
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129）
牟森：在戏剧中寻找彼岸⋯⋯⋯⋯⋯⋯⋯⋯⋯⋯⋯⋯（130）
吴文光和他的纪录片⋯⋯⋯⋯⋯⋯⋯⋯⋯⋯⋯⋯⋯⋯（174）
张元与宁岱的故事⋯⋯⋯⋯⋯⋯⋯⋯⋯⋯⋯⋯⋯⋯⋯（200）
自己的电影（何建军、王小帅、SWYC小组）⋯⋯⋯⋯（211）
评说“个人电影”⋯⋯⋯⋯⋯⋯⋯⋯⋯⋯⋯⋯⋯⋯⋯⋯⋯⋯（221）
第五章     寻访现代舞者⋯⋯⋯⋯⋯⋯⋯⋯⋯⋯⋯⋯⋯⋯（230）
从现代舞中找到一种精神⋯⋯⋯⋯⋯⋯⋯⋯⋯⋯⋯⋯⋯⋯（232）
金星采访之一⋯⋯⋯⋯⋯⋯⋯⋯⋯⋯⋯⋯⋯⋯⋯⋯⋯⋯（234）
中国现代舞者的脚步⋯⋯⋯⋯⋯⋯⋯⋯⋯⋯⋯⋯⋯⋯⋯⋯（236）
金星采访之二⋯⋯⋯⋯⋯⋯⋯⋯⋯⋯⋯⋯⋯⋯⋯⋯⋯⋯⋯⋯（240）
欧建平——现代舞铺路人⋯⋯⋯⋯⋯⋯⋯⋯⋯⋯⋯⋯⋯⋯（243）
大陆现代舞展望⋯⋯⋯⋯⋯⋯⋯⋯⋯⋯⋯⋯⋯⋯⋯⋯⋯⋯（245）
【附录】侧记：金星变性后的首场公演⋯⋯⋯⋯⋯⋯⋯⋯⋯（248）
第六章     “北京东村”⋯⋯⋯⋯⋯⋯⋯⋯⋯⋯⋯⋯⋯⋯⋯⋯（251）
“长城”边 大山庄⋯⋯⋯⋯⋯⋯⋯⋯⋯⋯⋯⋯⋯⋯⋯⋯⋯⋯（253）
王世华：《肖像45》⋯⋯⋯⋯⋯⋯⋯⋯⋯⋯⋯⋯⋯⋯⋯⋯⋯（255）
行为艺术家马六明、张洹⋯⋯⋯⋯⋯⋯⋯⋯⋯⋯⋯⋯⋯⋯⋯⋯（256）
李国民：来自香港⋯⋯⋯⋯⋯⋯⋯⋯⋯⋯⋯⋯⋯⋯⋯⋯⋯⋯⋯⋯（259）
女画家段英梅⋯⋯⋯⋯⋯⋯⋯⋯⋯⋯⋯⋯⋯⋯⋯⋯⋯⋯⋯⋯⋯⋯（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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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乐队⋯⋯⋯⋯⋯⋯⋯⋯⋯⋯⋯⋯⋯⋯⋯⋯⋯⋯⋯⋯⋯⋯⋯⋯⋯（262）
老大哥向唯光⋯⋯⋯⋯⋯⋯⋯⋯⋯⋯⋯⋯⋯⋯⋯⋯⋯⋯⋯⋯⋯⋯⋯（264）
张炀：与孔夫子同乡同行⋯⋯⋯⋯⋯⋯⋯⋯⋯⋯⋯⋯⋯⋯⋯⋯⋯⋯（165）
【附录】到北京去⋯⋯⋯⋯⋯⋯⋯⋯⋯⋯⋯⋯⋯⋯⋯⋯⋯⋯⋯⋯⋯（168）
后记⋯⋯⋯⋯⋯⋯⋯⋯⋯⋯⋯⋯⋯⋯⋯⋯⋯⋯⋯⋯⋯⋯⋯⋯⋯⋯⋯⋯（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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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影响了很多人，书里的不少人都发财了
2、高中所读
3、纪录文学本来不便评星级。本书呈现的人群之特殊之边缘之关注度少就已经保证了它的珍贵性。
结合某一期《晓说》《科举制阻碍艺术家产生》，更加深切的体会到，我们的文化难以孕育艺术，而
我们的体制更难容艺术家的生存。无论是从事摇滚，绘画，还是电影，话剧或舞蹈的中国当代自由艺
术家，学好外语，找个外国女朋友，走向国际，曲线救国，从而墙里开花墙外香，最终达到外来的和
尚好念经的目的，看似还是现阶段最好的出路。
4、看到了奋斗着的自由艺术家，也看到了令人担忧的中国艺术氛围。。。
5、真实的生活让人绝望
6、写得很本分，也比较全面，有人类学意义，当然，对象已经够精彩了。
7、很好的史料文本，文化随笔，风格比较随意，但是提供了许多目击的事件。
8、我看的这本是南方周末报社流出来的。
9、附录很好看：http://www.bioon.com/book/yishu/artist-gb/43.htm
10、做了目录（页码没对齐请无视）。当年还是自由撰稿人的汪继芳对90年代初的一批北京艺术家生
活的“速写"，涉及画家村、摇滚乐、戏剧影视、舞蹈。大部分的文章其实就是记人散文，另外一些是
访谈录，”生活实录“的说法可能有些”浪漫化“。这本书的很多材料被当做”史料“引用，作为当
时的一手采访以及作者不可复制的交游经历，诚可作为参照。如果说荣荣等人用相机记录，汪继芳就
是用文字记录。
11、随便翻翻；文艺荒漠的主要成分--沙粒和当时作为中坚力量的60s；
12、牟森：教育的一个根本点是重视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个人自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它竭尽全力
去发掘你个人的东西，老师去帮着他发现，而且教给学生能力和方法，最后帮助学生去独立发展，最
重要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
13、“我觉得北京挺好的，因为他挺宽容的，如果换成其他地方，我们兴许早就被赶走了。”
14、作者什么都不懂，但是很真实地写了那个年代
15、15年前就略微显露出土鳖气质的书，不想在15年后极具研究潜质。记录的工作必须要有人来做，
而且不能飘，要土着做。
16、请配合《流浪北京》（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61188/）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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