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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

内容概要

《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由两代学人共同倾力完成。在撰写过
程中，为了最大程度地占有资料，使调查报告的内容真实丰富，作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收集和田野
调查工作，先后走访了798、宋庄、环铁等多个艺术区，并深入到各个知名的画廊、美术馆，得到了很
多一手材料。同时，还在图书馆查阅了内容丰富的与当代艺术相关的文献。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克服
了很多困难，特别是数量庞杂的各类数据和现场参访资料，尤为耗费时日。作者的大量工作为《消费
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的文献价值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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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凌 1956年10月生，安徽阜南人，中共党员。1979年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艺术系。1988年毕业
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学者王朝闻、刘纲纪。曾任中国艺
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中国原始艺术精神》（获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博士论文奖”）、《中国原始雕塑》、《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服饰卷》（获“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等奖）、《观念艺术：解构与重建的诗学》、《抽象
艺术：另一个世界》、《中国肖像?十年精神史》（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评论一等奖）等；
译著有《中国神话根源之谜》等。曾策划“中国油画双年展”（1993）、“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
术50家展”（2002）、“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国展”（2001）、“东方即景――中国艺术家赴巴黎展
”（2004）等。策划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乡土到现代》。主编《王朝闻思想论集》
、《中国绘画发展史》、《中国当代美术现象批评文丛》（获文化部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奖二等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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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

书籍目录

上篇　一、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及“走红”　　进入国际当代艺术的核心体系　　后冷战文化
、后殖民主义及其中国崛起的背景　　中国当代艺术概念以及西方眼中的当代艺术　　符号化和西方
艺术史观的偏见　二、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争议　　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文化战略　　自我伤害及血
腥暴力主题　　对“文革”、毛泽东像等政治符号的使用　　当代艺术中的模仿和恶俗化倾向　　当
代艺术与流行文化的关系　　当代艺术活动中的学理与法律之争　　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的地位及评
价　　“当代艺术”能否代表未来中国新文化的走向　三、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神话与泡沫　　中国
当代艺术品价格飙升的原因　　价格分析图　　国外基金会的收藏与操作　　金融风暴与当代艺术市
场神话的幻灭　四、中国当代艺术民间体制的形成　　览　　艺术区　　画廊　　民营美术馆　　收
藏　　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节　　民间的国际渠道　五、中国当代艺术与主流体制　　主流体制
对当代艺术监管模式的转变　　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　　文化机构策划的外展　　国内官方双年展：
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性平台　　中国当代艺术与主流媒体　　中国当代艺术对学院的进入和当代艺术
家在主流体制中的位置　六、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现状反省及战略构想　　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与
后殖民状态　　自我失语与自我后殖民化　　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中篇　一、中国当代艺
术与西方当代艺术之关系　　西方模版与中国当代艺术　　对西方模版的超越　二、中国当代艺术主
题　　玩世现实主义　　政治符号　　自我伤害和挑战伦理　　东方风情　　艳俗　　生态·环保　
　对传统的借用　　女性主义　　关注草根阶层　　身体·欲望　　残酷青春　　“卡通”　三、装
置艺术　　装置艺术的概念与特征　　装置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装置艺术的主题　　装置艺术的生
存现状和市场状况　　中国装置艺术年表　四、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的多样化探索　　极端行为的
泛滥　　行为艺术与当代艺术市场　　行为艺术关注的主题　五、录像与多媒体艺术　　释义　　中
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发展进程　　成熟期：1996—2000　　2001年至今—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新格局　
　艺术机构对影像艺术的关注　　录像与多媒体艺术的市场与收藏　六、观念摄影　　摄影作为当代
艺术方式：观念与新美学风格　　“新影像”和“影像志异”——“观念摄影”的命名　　“观念摄
影”的表现主题　　2000年以后的新变化：当代艺术市场的到来　七、新绘画　　新绘画释义　　新
绘画兴起的原因及重要的艺术家　　新绘画创作群体的生存状态和作品的市场现状　八、实验雕塑　
　实验雕塑的发展历程　　实验雕塑的类型　　实验雕塑所关注的现实问题　　实验雕塑与当代艺术
市场下篇　中国当代艺术历程（1989—2009）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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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

章节摘录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性的研究群体也开始形成，人员来自欧美、韩国、日本
、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艺术史学者和独立作家。一些外籍艺术史学者、自由撰稿人、艺术批评家
纷纷撰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通史著作和专题著作，这些学者和作者不仅来自欧美，还包括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在出版数量上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写的同类著作。一些欧美大学
的艺术史学科开始设立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献中心，收集中国当代艺术30年的文献资料，在大学美术馆
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案研究展和小型群展。　　2008年，由英籍华人收藏家林明珠的中国艺术基
金会赞助，在英国伦敦召开了英美重要美术馆负责人和艺术史学者与中国学者、批评家和艺术家的对
话，全面分析和展望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以及未来15年对世界艺术的可能影响，并讨论建立对中国当
代艺术的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国际机制。　　从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后的15年时间，中国当代艺术几乎
在欧美所有重要的美术馆登台亮相，西方美术馆和双年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示也带动其他非西方国家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墨西哥、土耳其等国的双年展和国家美术馆也都举办过
中国当代艺术展。　　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的走红，实际上是一个由欧美带动其他国家跟进的国际化
现象。由此，从国际展览、艺术评论、新闻报道、市场收藏到西方学院化的学术研究，中国当代艺术
在20年时间几乎渗透到上述所有领域的核心层面和群体，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上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
走红”的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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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

精彩短评

1、虽然只是挑着看自己需要的，可是写得真的很好啊，资料给力
2、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全面盘点，很好！
3、挺不错的，随便读读
4、这么好的书，你懂的~
5、作为入门书，不错。
6、图文比例不太合适，有图片充文字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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