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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顾问·岳敏君

岳敏君

1962年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

1985年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

专家顾问

岳敏君在创作中以其鲜明的形象和风格特征在中国当代艺术界里占

有独特的位置。这一位置不仅是一个“自我形象”放大的位置；同时

也清晰地显示出某种市场化的商标性的特征。在岳敏君的艺术中，“自

我形象”放大变成了一种市场策略。在这里，“自我形象”也就不仅

仅是文化上的指涉物，而且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最重要的鲜活的

因素。这是理解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通道，岳敏

君的艺术正好站在了这个通道口上。

岳敏君从 90 年代初就在画布上着意一个有夸张意味的“自我形象”

的塑造，这一形象蔓延到其雕塑和版画领域里。“它”有时独立出

现；有时又以集体的面目亮相。“它”开口大笑，紧闭双眼；动作

夸张，但却充满自信。“它”总出现在某种场合中。这些场合是可

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与争斗的空间与背景，其中有关于生存状态

的、有关于成长历史的、有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有关于男女性

别的、有关于全球化下的经济与政治 ( 暴力 ) 事件的。但所有这些场

合都在这种“自我形象”的放大夸张下变成了一场场的游戏，“我”

好像不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而是恰巧出现在这里。在“自

我形象”里，眼睛总是紧闭的，外界发生的事对于“我”来说并不

重要。某种自恋、自信、熟识一切而无睹的“我”占据着世界的中

心。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它不是个人价值的发现和

尊重，而是带有某种专制主义特点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在

某种市场条件下由个人物质迅速满足后而产生的一种身体舞台感。

“自我”成了自我的放大，成了“英雄”，成了需要在舞台上表演

出来的东西。“自我”没有具体的社会身份，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

形成具体的社会身份；“自我”是最普通化的，同时也是最自我崇

拜化的。它带有很强烈的后专制主义特征。岳敏君本人将之称为“新

——“自我形象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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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并把他的工作解释为制造“新偶像”。最直接的自我定位 

偶像化的“自我”，以一种具体的放大了的形象在全球化的舞台里找

到了某种类和文化的属性，这既可以看作是中国艺术家在全球化过程

中最初和最直接的自我定位，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

定义。但“新偶像”很难被具体化，它更像一个商标的设计，是为了

更快、更易、更直接的辨认。

在这点上，和当代西方艺术家 Udomsak Krisanamis 的比较也许是

很有意思的。Krisanamis 把自己设计成了高尔夫球手的模样，穿着

优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一派中产阶级的举止。他不同于现代主义

时期的流浪和造反艺术家的形象，而把自己看成是高度商业化社会的

一分子。作为这一分子，他在告诉人们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秩序的维

护者，正在享受着作为这一分子的乐趣。Krisanamis 有明确的身份

定位，这一定位是针对对现代艺术家传统定位和理解的。而在中国艺

术家岳敏君的自我定位里，更多的还是某种辨认和自我崇拜。在当代

对艺术家的位置的反思和清理中，岳敏君和 Krisanamis 都带有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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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Krisanamis 对职业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有着清醒地认识；而

岳敏君始终纠结于特定文化中人的状态的展露。岳敏君虽然是以艺术

家自我形象的个别特征来描绘，但不断数量的“自我形象”的积累却

反向的产生了需要用作品来定义艺术家个人的形象。这里，艺术家个

人变得无比重要，是需要崇拜的偶像。艺术家的作品就像宣传品一样，

不是某种精神的归宿，而是现实艺术家的陪衬。而现实艺术家又是一

个已经被偶像化了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一个公共性的期待。

与其说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对“自我形象”的自恋式描绘

是社会对个人性的需要，毋宁认为是个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对权威的

新的变了种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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