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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艺术批评应该何去何从？在查常平看来，不拒斥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视角，丰富批评家内在的个体文化心理结构，以正确认识何为真正的个体

生命存在；另外，夯实人类文化精神结构，从精神最高层面以推进人类共同体

的形成，这就是当代中国艺术应该追寻人文维度的重要价值取向。那么，论及

人文批评在当代艺术中的具体体现，查常平论及了当代人文学的种种维度，不

过，若以哲学家祈克果的哲学视角审视之，不妨可将之精炼为美学的、哲学的、

宗教的三个维度。在艺术中强调人文维度，其目的就是要在俗世化的艺术现象

中开掘出神圣的、超越的向度，使之杜绝肉身主义而迎向重生。  

《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一书的主体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有 6 篇文章，

编排的内在逻辑为展现什么是人文批评。在此部分，著者首先痛陈当代艺术的

几种危机，其次论及以社会学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的五种路径以及人文批评的个

体、社会、历史三种价值指向。再次，在论及人文批评的思想资源时，著者重

在拓展批评实践中人与世界的关系维度，不同于既往批评，著者却显著地拓展

了世界的定义，不再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而是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人

跟世界存有人言、人时、人我、人物、人人、人史、人神等七种关系，而人神

关系显然是此世界图景逻辑的重中之重。顺此推理，如果人文艺术批评缺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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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向度，显然其理论就缺乏了某种厚重感，这显然就成了著者极力推崇的精

神价值取向。由此，当人文批评面对诸种事件美学时，十架受难事件也就顺理

成章地兼具了最高的美学、哲学和宗教批评含义。 

第二章收录有 11 篇文章，重在呈现当代中国艺术的种种现状。透过对艺

术家张念代表作品的呈现，著作认为，任何不是基于个体生命情感和生存经验

的艺术图式，其结果都是非艺术的，接着，问题就来了，围绕生活世界众多的

艺术事件，什么应该是当代艺术中的知识人立场？论及艺术家、策展人、批评

家等角色，著者极力呼吁，处于“混现代”处境中的任何知识人，都只可基于

自己的信仰生存且必须独立于权力而工作。就艺术传播人来说，要坚守当代艺

术界的正义秩序，著者以《人文艺术》作为印证，展示了艺术家、批评家、出

版人的精神操守，也就当代艺术中的批评家、策展人的职责和素质，提出了自

己的期待，那就是在众声喧哗中，希望大家要坚守有思有想的艺术阵营底线。

接着，著者以“未来总动员”、“改造历史”、“第二届今日文献展”为例，

评析了当代艺术的主客观表达问题，当代艺术如何在追求所谓合法性上规避奴

性问题。在此部分，引人侧目的当属《一个人的博物馆“神话”》，“生命学

园”的学子在导师引领下深入田野的艺术考察活动，叫人不由得对当前建制性

学校的教育目标设定和实现程度，多了几分何谓整全性人格教育的深度思考。 

第三章由 4 篇访谈文章构成，它生动地记录了艺术家评论家之间的精神对

话。相较于抽象、理性、深奥的理论性论文，这 4 篇叙事体性质的文章，让人

读起来更为晓畅、明白和形象，不止如此，艺术评论家们的言谈举止和思想个

性，不经意间跃然纸上，平添许多亲近感和生活气息。具体说来，查常平与岛

子、夏可君、杨斌的对话，牵涉到艺术批评范式、民族主义、文化身份、强权、

灵性、生死等问题，话语往来之间，闻之如露入心，共语如醍醐灌顶，让人感

受到思想的冲击与魅力。另外，有关《人文艺术》10 周年的座谈会，则展现了

艺术评论家们为了操守和梦想，如何发挥日拱一卒的坚持不懈精神，读来令人

由衷赞叹。至于《批评的伦理》一文，内中针砭现实气息浓郁，无外乎体现了

以人文砥砺艺术、因艺术敞现人生的知识情怀。至于查常平与王林在 2018 年

就“中国人的历史信仰与祖先崇拜”所展开的对话，虽略涉及艺术议题，不过

主题更多是围绕历史与宗教的对话。由于双方审视和看待宗教的视角不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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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现为如何看待复活节与清明节之分歧，可惜谈话未能详尽展开，最终戛然

而止，殊为遗憾。 

第四章收录了过往《人文艺术》合共 8 期的“编者后记”文章，多为一些

编后感言和理论总结。著者将这 8 篇文章一一陈列开来，名之为“理论溯源”，

其意在展现艺术——形上——宗教的人文批评维度，他重在突出编者如何数年

如一日，坚持不懈，最终才使得这一系列纯学术的艺术批评刊物生存下来并得

以发展。 

总体说来，《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一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向读者展示了

中国艺术批评亟需的人文向度，并对“人文”进行了内涵的扩展与丰富；其次，

该书呼吁的是严肃的、严谨的艺术创作和有深度的、厚重的艺术批评，反对流

俗和浅薄，更期待有超越性的宗教向度可以贯穿其中；再次，该书生动地向读

者呈现了一批有操守、有情怀、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批评家群像，对于有志

成为批评家的人来说，可读性极高。不过，该书在许多地方流露出来的宗教情

怀和目标导向，还缺乏一种在社会层面如何达成共识的逻辑理论前设，当然，

这跟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的整体大环境氛围阙如有关，虽无必要苛责著者，但

其艰难性、复杂性和挑战性，始终是横亘在前的一大难题。另外，该书收录的

文章较多，由于时空跨度较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就理论衔接和逻辑过渡而

言，未免存在断裂之感，有心读者就必须停顿下来以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若有简要文字指引或者注释说明，肯定更为周全一些。最后，就单纯论及当代

艺术的人文批评主题而言，西方有哪些艺术作品呈现出了显著的人文价值关怀，

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家们又是如何展现他们的人文批评向度的，遗憾的是，可能

限于篇幅，该书并未涉及和阐述之，也未有对此等议题的指引和介绍，期待著

者今后可以在其他地方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