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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 AAC 艺术中国在主席郑胜天教授带领的九位国内外专

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从 2017 年 1 月至 5 月共同完成月旦评、

候选入围、提名奖以及终评的评审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和领

域中，共同研究和推动传播中国当代艺术。

作为本届轮值主席，郑胜天教授是中国当代艺术发生发展的亲历

者与见证者，也是最早在美术学院建立当代艺术教育、引进国际

交流模式、推介当代艺术信息的先行者，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有

着独立的审视与评判。他希望已有十年历史的 AAC 能继续坚持

独立、公允的学术立场，成为中国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奖

项之一。在他看来，AAC 的评选既是对当前艺术创造力成就的

肯定，也是对未来艺术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

雅昌艺术网：作为本届 AAC 艺术中国的轮值主席，您对 AAC

评选所讨论的标准有何考虑 ? 对 AAC 未来的评选又有何建议或

期待 ?

郑胜天：艺术的评选不是竞赛。因为艺术不像体育或者科技，可

以找到一种量化的标准。我觉得我们的评选不如说是一种表彰。

评选团队成员根据各自在这个领域中长期的经验和思考，共同推

选出一位本年度最值得表彰的艺术家。也可以说，评选结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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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评选人个人或集体的判断。就好像某

一个展览只是策展人个人美学价值观的选

择一样。

在评选标准方面，我想我们会参考艺术家

介入社会的程度，以及观众反映和市场等

因素。但最主要还是要看艺术创作本身：

它的原创性、内涵和深度、表现力和感染

力等。我们的评选团队包括国内外资深的

批评家、策展人、编辑、学者和美术馆长

等。他们对当代中国艺术都非常了解。他

们的艺术鉴赏和判断能力也是完全可以信

赖的。

AAC 已有十年的历史。我希望它能继续

坚持独立、公允的学术立场，成为中国最

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奖项之一。AAC 

的 评 选 既 是 对 当 前 艺 术 创 造 力 成 就 的 肯

定 ; 也是对未来艺术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

雅昌艺术网：关于中国当代艺术近些年来

的发展历程，您个人是如何看待的 ?

郑胜天：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非常活跃，

也很值得关注。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数

多。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有大量具有艺术才能的年轻人不断涌现。

这个队伍非常可观 ; 二是变化大。中国社

会在短短数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

且持续以相当的速度在改变。这样规模的

社会变动是艺术创造力萌发的合适环境。

所以，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局面是过去任

何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当然，人数多和变

化大这两个因素也会给艺术生态带来负面

影响，如浮躁、功利主义、投机性的市场

化倾向等。

雅昌艺术网：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当代艺

术奖项评选相比的异同有哪些 ? 影响是什

么 ?

郑 胜 天： 国 际 上 的 一 些 主 要 艺 术 评 选 如

Tate 和 Hugo Boss 等，有较长的历史

和比较健全的操作过程，建立了学术上一

定的权威性，所以往往可以引领艺术鉴赏

的趋势，甚至影响市场。相对来看，中国

在过去十多年间，市场成为艺术生态的主

宰力量。而操纵市场的主力又是投资者而

非收藏家。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近年来市

场走低也许会给中国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

提供新的机会。

雅昌艺术网：全球化的趋势中，中国艺术

家的“中国”标签是否还存在 ?

郑胜天：其实标签并不重要。被贴上“中

国”标签或没有“中国”标签，对一个真

正的艺术家来说没有多大区别。评论家一

般也不会因为艺术家的某种标签而加分或

减分。何况“全球化”本身现在也已陷入

某种困境。所以一个艺术家愿意自称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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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艺术家完全可以理解 ; 而另一个艺

术家希望别人看到自己仍与本土有所关联

也没有什么错。

雅昌艺术网：作为策展人，您近年的策展

思路是什么 ?

郑胜天：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当代艺术开始

在中国出现。许多人认为是由于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允许西方现当代艺

术进入中国而引发的。这是一种比较片面

的看法。近十年来我做过和正在做的几个

展览都环绕着一个题目，就是想探索当代

中国艺术的源流。我一直在试图找出那些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影响和塑造中国当代

艺术的不同因素。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在

整个艺术史中不断发生，并继续影响我们

的社会。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文化交

错是现代生活的常态。然而却很少有学者

从这样的角度去探讨上世纪集体视觉文化

的发展，尤其是发生在欧美文化领域之外

的现象。

　　在我参与策划的展览中，2004 年慕

尼黑斯托克美术馆展出的《上海摩登》，

呈现了 1930 年和 1940 年间西方现代主

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第一场对话。2009

年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与中

国革命》介绍了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影响。 目

前正在筹划、将于今年 12 月在洛杉矶亚

太博物馆展出的《风起扶桑》则要探讨在

西方现代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两大阵营之

外，对中国现当代艺术也发生影响的其他

艺术潮流和思想，例如墨西哥和拉丁美洲

的现代艺术。这几个展览从各方面试图突

破传统的历史表述，来还原中国上世纪现

代艺术发展的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