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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的修订版。
1987到1988年，我和周彦、王小箭、舒群、王明贤、童滇一起合作完成了这本书。
1988年5月交稿，本来应该在1989年出版，但是由于当年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此书受到审查，一直拖
到1991年才得以出版。
因此，准确地说，本书的书写内容和立场实际上都来自1988年之前。
所以，本书没有包括1988年发生的历史，更没有包括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因为它还没有发
生。
“中国现代艺术展”应当是’85美术运动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持
本书的原貌，我们没有把“中国现代艺术展”补充到本书。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将把“中国现代艺术展”单独出版。
梳理“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史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夙愿。
为什么现在要出版这个修订版呢？
首先，尽管本书在1991年出版后又重印过一次，但是几年前就已售罄，不能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
。
其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初版图片资料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能和内容匹配，因此有必要补充图片并
提高图片的质量。
最后，有必要在修订版中把那些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附录的形式出版，这样可以使这段历史更丰满、
更真实。
虽然我们尽量认真客观地描述历史，但是，我们相信，这些来自群体艺术家的原始资料对我们的描述
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佐证和补充，同时还会弥补我们的描述所缺失的部分和角度。
用原始材料说话，可以避免江湖演绎带来的谬误，这些谬误在近年来一些媒体所热衷的口述历史(即到
处可见的“访谈”和“回忆”)中确实存在。
本书最初是80年代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一本，责任编委是该丛书编委之一，学
者刘东。
刘东在本书的“编后记”中，代表丛书编委会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
沸腾。
为此，今天我们还要衷心感谢甘阳、刘东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特
别是责任编辑邵敏)出版了此书。
当我读到自己当年所写的“跋”时，不禁联想到我们写书时的激动情景，真是百感交集。
过去二十年的历史验证了我们撰写之初所坚持的信念是对的。
正如我在“跋”中所说：“本书名日‘史’，实非史碑纪传之意。
常想，史籍为何只能是某一时代几个大人物的碑录？
古今多少艺术史皆是‘大师’史，而我们却写了个‘艺术老百姓’史。
不必去辨析英雄抑或群众创造历史的哲学命题，这就是1985—1986两年间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事实：
这些‘艺术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为艺术、时代、民族、文化、人类乃至历史而慷慨献身。
他们那种强烈的平民意识和甚至带点血腥味的鼓噪声淹没了‘大师’们的雅颂。
当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会随斗转星移而泯灭，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哀。
但恰恰是这理智的悲哀方为历史的原动力，我们以激情赞誉他们，甚至顾不得去批判他们身上的一些
纰缪，是为延长其动力，长存其精神。
故我们不以其泯灭而遗憾，亦不以记录泯灭者而自愧自惭。
”如果我再把刘东在“编后记”中写的类似的一段话摘录下来，读者或许会看到这段话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正是这种深沉的历史感，促使这本书的作者们去冲破美术史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
写作惯例，不去写一部‘大师史’或‘佳作史’，不去唯独告诉别人哪几位天之骄子是怎样冒出来的
，或者哪几幅价值连城的作品是怎样画出来的，而是去写一部‘艺术老百姓史’，并将此书题献给那
些与他们息息相通的为数甚众的艺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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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重视的不是这个自己曾参与其中的美术潮流过去之后会给收藏家留下哪些作为死物的珍品，而是
这个潮流之发生发展的活生生的过程；他们重视的不是长出了哪一株赏心悦目的花卉，而是孕育着一
片草原的丰厚而广阔的土壤。
因此，这本书就为我们记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丰富、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
从而，他们也就将这部美术史扩广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心态史的一个重要分册。
”今天，之所以有许多人，不论是’85美术运动的参与者，还是新一代的艺术家，仍然怀念80年代，
不只是因为这个运动创造了几个“大师”，而是因为众多艺术家(平民或者公民)的理想主义精神。
尽管某些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了那时的精神，有些“泯灭者”也可能也变得很物质主
义了，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坚持那种信念。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面临着新问题，我们不但需要复兴那种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需要建树一个
具有自己的方法论特点的21世纪的当代艺术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85美术运动是值得怀念的，但是’85美术运动又必定要被超越，在一个新的理想
主义层次上的超越。
需要向读者说明，为了更全面充分地展示’85美术运动的历史事实，修订版作了如下调整和补充：首
先，加入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并把它们按照时间和理念结构变成单独的一本资料集。
所以，修订后的《’85美术运动》共有两卷，一本是历史论述，一本是资料汇编。
将原来的书名《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改为《’85美术运动》。
新书名恢复了本书的原意。
因为，1985和1986年(还有1987年)发生的群体活动，是’85美术运动的发生和壮大期，也是典型的’85
美术运动时期。
“中国现代艺术展”将作为另一本书的内容单独出版，可以补充’85美术运动的后一段史实。
在第一章的“新时期美术”中，对“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和“四月影会”的活动加入了较为充
分的描述和讨论，并且在附录中加入了“星星画会”的史料(有关“无名画会”的史料，可参见我在此
前发表的《“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一书)。
这样，读者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的前卫艺术活动便能得到更为充分的了解。
所以，实际上这本书涵盖的范围应当为1977年至1987年十年的美术史，或者是“80年代美术史”(除了
没有包括“中国现代艺术展”)。
为了更为清晰地勾画’85美术运动的背景和80年代美术界的结构，修订版将1991年版的第二章“运动
的端绪”、第六章“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和第七章“风格与多元”合并为“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80
年代的学院与传统”，作为修订版第二章。
80年代中的中国艺术是’85前卫艺术、学院艺术和传统艺术三足鼎立的局面。
把传统艺术和学院艺术集中放在一起叙述，有利于读者更清楚明确地了解’85美术运动发生时的中国
艺术界的格局背景。
另外，把原书散落在不同章节中的建筑部分集中到第六章“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与建筑思潮”。
本书正文中常常出现“’85美术运动”、“’85新潮”、“新潮美术”以及“前卫艺术”混用的状况
，此番修订，并没有将这些概念全部统一为“’85美术运动”，因为，这种混用是80年代艺术用语的
实际状况，它们都是“’85美术运动”的同义语。
这种情形也会出现在附录的史料中。
读者可以自行辨析。
对大事记进行了补充，特别是增加了社会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的内容。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修订版，特别要感谢副总编辑刘瑞琳女士和编辑陈凌云，以及阳光
谷的王联，他们一起和我发起策划了这套当代美术史的丛书，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
感谢阳光谷朱锷等人的设计和排版工作。
衷心感谢淡勃先生的热情资助，使本书得以出版，也感谢冰逸、刘小东在这方面的协助支持。
感谢匹兹堡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支持和资助，也感谢那些在修订版制作期间热情提
供资料和信息的艺术家和朋友。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我的三位助手杜曦云、姜影和王志亮所做的大量编辑和资料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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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们的工作，这个修订版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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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85美术运动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前卫艺术运动，对过去二十年的当代艺术影响深远
。
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热持续升温，今年以来各种回顾和反思85美术运动的展览、研讨令人目不暇接。
高名潞选择用历史学家的态度对待当代艺术，力争让85美术运动的亲历者和大量资料客观地讲述当代
艺术史，在创造历史的同时记录历史，摒弃“大师史”或“佳作史”，描摹为数甚众的艺术平民，完
成“85美术运动考古”，既突出重要艺术家个人的思想和创作，也要突出群体，这才是85运动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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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名潞，1984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
后从事艺术批评及艺术史研究，发表多篇艺术史及批评论文、论著，并主持策划了1989年“首届中国
现代艺术展”。
1991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访问。
现为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现代艺术史及视觉文化批评理论。
策划在旧金山现代博物馆的“中国新艺术展”、纽约的“全球观念艺术展”以及“极多主义”等多种
大型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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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然意识与宗教情感　　第二节 从“云南、上海新具像”到“西南艺术研究群体”　　第三节 
“十一月画展”和京津新潮美术　　第四节 江苏“新野性画派”、“徐州现代艺术展”及深圳“零展
”　　第五节 西北的群体与画家　　第六节 西南的群体与画家　　第七节 中原与各地的群体和画家
　第五章 超越与回归——后’85的新潮美术　　第一节 珠海会议——对’85美术运动的第一次检阅　
　第二节 “厦门达达”系列艺术活动　　第三节 行为参与和作为文化活动的艺术　　第四节 湖南“0
艺术集团”与“湖南青年美术家集群展”　　第五节 湖北青年美术节　第六章 80年代的建筑思潮　　
第一节 中国建筑的现代性理想　　第二节 现代环境艺术观念的兴起　　第三节后现代主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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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新文化价值与现代中国美术的历史回顾　　第三节 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与新文化价值　　第四节 
文化选择与语言形态　　第五节 80年代的美术报刊  中国当代美术编年纪事：1977—1 989  外国人译名
对照表  初版跋   初版编后记 '85美术运动 VOL 02　序 高名潞　第一章 “文革”后自发的画会和展览　
　新春画会　　　　无名画会　　星星画会　　十二人画展　　北京油画研究会　第二章 ’85美术运
动的总结和检阅　　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　　’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研讨会(珠海会议)
　第三章 理性之潮　　北方艺术群体　　江苏青年艺术周与“红色·旅”　　“’85新空间”与“池
社”　　非群体的上海美术　　吴山专与“红色幽默”　　谷文达及其他个体艺术家　　其他具有理
性倾向的群体　第四章 生命之流　　“新具像”到“西南艺术研究群体”　　“十一月画展”与京津
新潮艺术　　“新野性主义”画派和“南京人”　　徐州现代艺术展　　深圳“零展”　　西北的群
体　　西南其他群体　　中原各地的群体　　湖南群体　　湖北群体　第五章 观念与行为及“反艺术
”活动　　厦门达达　　行为、观念和“反艺术”活动　第六章 《当代新潮美术》电视专题片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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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历史的意义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有了那么多的美术史书，却没
有一本当代美术史，而且任何一部美术通史也从不写当代。
难道当代美术史就那么不值得我们这许多中国美术史研究者去关注吗？
这里除了客观社会原因外，是否还有史学观念方面的原因呢？
翻开中外早期历史名著，不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均离不开当代。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描述他经历的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78年的希波战争（战争至公元
前479年基本结束）。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他生活其间的公元前431——前411年的“当代史”。
罗马人塔西佗的《历史》，记述公元69年元旦到公元96年的尼禄和多米提安时代，而他着意描写的正
是其经历的多米提安统治的时代，因为他自称史书的目的是“惩恶扬善”，乃至被人称为“鞭挞暴君
的鞭子”。
我国汉朝“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而且太史公“作景帝本纪，极言
其短及武帝过”也颇有修昔底德斗胆评说不可一世的神圣君主奥古斯都和暴君尼禄的勇气。
再看被称为画史之祖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成书于唐末大中元年（847），记述了自传说时代
至晚唐会昌元年（841）的史传，本朝画家二百零六人，而唐以前仅一百六十三人；它虽有崇古之嫌，
但内容偏重及字里行间均流露了对“当代”的着意之趣。
而后来郭若虚、邓椿继续断代，均不忘今；郭之《论古今优劣》，邓之《杂说？
论近》，都专辟章节评说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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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极具开创性的书。
所谓开创性主要指两层意思。
其一，中国当代的美术思潮，近年来虽说风涛迭起，不绝于耳，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专著述及。
而这本煌煌五十万言的大型断代史，第一次对国内美术界的这些变幻多端、令人目不暇接的现象进行
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使读者面前亮开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天地。
我相信，今后的美术史家和文化史家，如果有可能再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探掘，都不能不以这本书的框
架和观点为首要的参照系，都只能越过它而不敢绕过它。
因此，我想，仅就这本书在论题上的开拓性而言，就足以使之获得学术上的不可替代性，就足以使之
传诸当世、后世。
其二，尽管由同时代人撰写在世者的历史，史不乏例，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却一直是死人的历史
，一直是在故纸堆或者马王堆进行的考古。
史学家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帮助人们总结刚刚过去的最切近经验的历史责任，而与呼唤并缔造着中国文
化之现代形态的历史本身隔膜至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开风气之先，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凡历史均为当代史的口号，并努力从当代
人的角度去审视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经验，使得史学在作者们的笔下充满创造的活力和主动的精神。
我相信，此书一出，其他方向和专业的当代史会接踵而来，中国近些年来所走过的不平凡的路程当得
到全面的总结，从而史学也将真正走出它早已省悟到、却又迟迟拔身不出的“危机”。
缘此，这本书的治史方法本身，也将获得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正因此，这又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书。
作者主要是中国当代美术新潮中具有代表性的前卫美术理论家和前卫画家，因此，前卫潮流本身所带
有的挑战性，必然会被他们“秉笔直书”进自己的这部带有总结意味的著作中。
这段历史对于他们来说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他们先用生命写下了它，然后才用笔墨来记述它。
因此，他们无法，也不愿掩饰自己的立场、压抑自己的激情。
他们只能为新潮美术的每一步发展而衷心叫好，对陈风旧习的每一次还魂而痛心疾首。
他们只能对十年来的美术发展史给予毫不留情和毫不妥协的评判。
他们这种站在新的角度来反观旧有的一切，从中国美术的未来指向来反省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历程的
信念，源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强烈信心。
而无论这种信念和信心将会得到后人怎样的评价，它无疑已是当下美术发展的原动力。
正因此，由这样一批因介身其中而情动于衷的作者所写的美术史，本身即已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的珍
贵史料。
也就是说，后人当可因这本书而得知，这一段时间中的每一件较为重要的美术作品，在当时最富进取
热情的前卫艺术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从这一点上说，褒贬分明地写一部当代史，比起假冒公允、谁也不想开罪(因而谁也不会对之满意)地
和稀泥来，要有历史价值得多。
而与其挑战性并存的是，这又是一部很有建设性的书。
众所闻知，中国文坛上近来出现了一些名噪一时的人物。
他们同样不乏挑战的勇气，但由于那种挑战更多地体现为新闻效果，故其破坏价值要远远大于建设价
值。
与此相反，这本书绝不是只图一时之快，为挑战旧挑战，或者为破坏而破坏。
它的挑战性只是其建设性所派生出的另一面。
也就是说，人们在这本书中，更主要地还是会看到它对美术新潮每一步发展的检省、反思、分析和期
冀，看到它沉潜于前卫艺术本身的自律发展之中，而只有在这种自律发展受到他律干扰的时候，只有
当处于建设之中的当代美术文化不见容于传统文化的时候，它才会采取“岂好辩战，不得已尔”的态
度，被迫分出心来保卫自己的建设事业，要求新潮美术的生存权利。
我想，这本书的作者之所以更注意建设性，盖因其乃是事业中人：一方面，他们深知甘苦地参与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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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美术的艰辛创造，就不能像游离于运动之外的人那样不惜以使整个事业毁于一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把全部的心血投入其中，自然会对新潮美术的未来充满信心，所以他们就会对
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采取一种沉着的态度，相信“立字当头，破也就在其中了”。
进一步说，这本书之所以立足于建设，更是因为它的作者们怀有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使命感。
而这种使命感又来源于他们对东西碰撞中中国文化之命运的沉思，以及他们对变革传统之迫切性的觉
察。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力图将中国当代美术思潮中的新旧之争放到“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化
的背景之下来把握，从而在现代文化的基点上阐释了不断翻新的前卫美术的确定意义和根本价值。
也就是说，它不仅致力于帮助读者分析和解读每一幅具体的画面，还更致力于帮助读者认识这棵树或
者这个枝杈是处于哪一片森林之中的。
在做这件工作的同时，作者们本身也必然从文化的广角镜中得到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一一仿佛在他们“
自我作古”的同时，便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史册上阅读着自己了。
正因为这样，他们除了兢兢业业地去做历史要他们做完的工作之外，还敢做什么呢？
同时，也正是这种深沉的历史感，促使这本书的作者们去冲破美术史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写
作惯例，不去写一部“大师史”或“佳作史”，不去唯独告诉别人哪几位天之骄子是怎样冒出来的，
或者哪几幅价值连城的作品是怎样画出来的，而是去写一部“艺术老百姓史”，并将此书题献给那些
与他们息息相通的为数甚众的艺术平民。
他们重视的不是这个自己曾参与其中的美术潮流过去之后会给收藏家留下哪些作为死物的珍品，而是
这个潮流之发生发展的活生生的过程；他们重视的不是长出了哪一株赏心悦目的花卉，而是孕育着一
片草原的丰厚而广阔的土壤。
因此，这本书就为我们记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丰富、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
从而，他们也就将这部美术史扩广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心态史的一个重要分册。
正因为这样，我想，当我们的子孙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就不至于像读一般的美术史那样，只是
斤斤于哪一个图形哪一个色块的得失；他们会发现，不管他们欣赏不欣赏我们留下的那些作品，我们
都将面无愧色，因为我们已经在当代文化的审美维度中充分地实现了我们自己。
而与此相连，这本书就又展示了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史料极为丰富。
曾经听人这么说过——美国人是有记忆而无历史，中国人是有历史而无记忆；也许正因为此，据说就
连当我们将来有条件研究“文革”的时候，也只有到美国去查阅资料了。
不过，我想，我们真正缺乏的不是记忆——即使我们白天不去想它，噩梦也会把我们拉回“文革”的
——我们缺乏的是一种历史感。
由于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历史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他们除了愿意保留据说将
来可以升值的邮票之外就想不到再去保留什么。
但是，这本书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它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只有同时代人甚至只有志同道合者才能
知晓和得到的珍贵资料。
从艺术家们写在画展前的宣言，到他们油印或者复印出来内部交流的创作纲领，到他们和作者们本人
推心置腹的通信，再到他们应作者之请而对某次不为人知的艺术活动的追忆，这许许多多第一手材料
，有不少都是借这本书的记载才第一次披露于世的。
而如果没有作者们的有心保留和辛勤写作，它们本也极易散佚毁弃，使历史留下又一个空白点，使我
们的后人无从知道中国曾有过成百个美术团体开展了如此规模浩大的艺术创新运动。
我想，唯此一点，人们也应该感谢作者们辛勤的史笔了。
我常想，纵观中国几十年来的艺术发展，大概也只有最近这十年是可以不去只谈沉痛教训的了。
而平心论之，即使是这十年，整个的文艺界，仿佛也只有美术和诗歌这两个领域差可令人欣慰。
这也正是我和全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朋友们之所以十分兴奋地向国内和海外读者们推荐
此书的原因。
我们看重这本书，因为我们看重活跃于这本书中的整整一代的追求着人生和艺术真谛的新潮美术家。
我们希望广大读者们能通过这本书而理解和尊重他们，并且由此体会到中国现代文化之生机勃勃的崛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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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样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在现存的环境中，只能由一批青年作者在丝毫得
不到赞助的条件下，挤出自己的休息时间，经过长达七个月的彻夜不眠和坦诚争辩之后，借集体的力
量写成。
作为责任编委的我，时时为他们的献身热情所点染，而如这本书的跋中所说，以和他们“一样的激情
和责任感阅改此书”。
同样是出于热心，我一方面深为他们能在如此艰难简陋的条件下完成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断代美术史
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几乎是“吹毛求疵”地对每个章节进行苛求，要求尽量修改。
缘此，我几乎分享了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的全部苦痛和欢欣，以至于直到筋疲力尽地最终定稿时，我还
总是在想，如果不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本书本来还会写得更好一些，更对得起我们自己一些。
而且事实上，跋中的一些对此书的清醒检讨，也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也许我应该对读者们说明一句：这本书并不是足够好了，而只是我们眼下已经没有可能把它修改得
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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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批评家高名潞主编的《85美术运动(共2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厚厚两卷本包括《80年
代的人文前卫》和《历史资料汇编》，一本是历史论述，一本是资料汇编，艺术家张晓纲说这是他目
前为止看到的最全面的关于85美术运动的书，足以“延长其功力，长存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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