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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周刊·圈子 
 

周松：艺术创作要置于国际语境中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玉 
 

 
    编者按：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艺术圈起起伏伏，从艺术创作到商业市场，有高峰、有低潮，
有认同、有争议。作为艺术品的创作者，艺术家作品及创作状态不可回避地处于关注的中心，与

此同时，围绕在艺术家们周围的画廊、拍卖、媒体等机构，共同勾画出当下艺术圈的生存状态。

对于这些现象，每个人角度不同、位置不同，认知也会不同。在此背景之下，我们邀请艺术行业

的长期参与者阐述他们眼中的艺术和市场。 
    面对新兴科技不断变化带来的全球化新趋势，艺术家们的创作思路也会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
进化与革新。面对这一现象，当代中国优秀艺术家周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做艺术要

有全局观，要善于解构中国文化，取之精髓与当代科技、哲学文化相融合，创造出有时代特征的

艺术作品。 
    北京商报：国外的双年展和国内有何不同？ 
    周松：这两年我经常参加国外举办的展览，从评判体系上来说，他们是用国际化的标准来评
判艺术品的学术与价值，他们对绘画、装置、影像是一种全局思考，考虑艺术作品呈现的整体脉

络。国内的艺术作品，有一部分是对传统艺术作品的继承与发展，也有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当代艺

术，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去创作，多看，多学习，多挖掘一些值得让人深思的观念意

识并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最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是不受“国内国外”这样观点约束的。 
    北京商报：您如何理解世界艺术的发展？ 
    周松：艺术的发展一定是包容和融合的。随着计算机信息、人工智能等革命时代的到来，全
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已经形成。高科技技术的不断变革以及强大的宇宙观将形成新的艺术概念。世

界艺术的发展是有脉络性的，一定要根据时代性来解释美术史，这才是深刻透彻的。整个美术史

是一个慢慢开放的潮流，艺术的发展在不一样的阶段肯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时代特征。 
    北京商报：当下的艺术创作有什么特点？该如何把握？ 
    周松：21世纪是科技的时代，整个社会、人类文明在变革，艺术自然会变革。当代艺术家的
思维很自由，艺术观念上有很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得非常好，艺术家在国际市

场上有很大的认可度。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让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有了

同步发展的空间。未来好的艺术家一定是取决于对艺术的不断探索、独立的世界观、超前的表现

形式等综合的掌控，才能做出更新颖、更学术的作品。 
    北京商报：目前的氛围中，艺术的影响力是不是和经济关联密切？ 
    周松：由于现代大众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大家对艺术品的高度关注，艺术品与市场的关系
日益密切。但优秀的艺术作品需要经得起市场与时间的考验。这五六年除了艺术创作我一直关注

历史、科学研究、哲学理念、宗教的意义。学科的多元化是服务于人类整体发展的，要有全局观。

艺术家需要对不同的领域进行深度的思考，才能激发出与时代同步的创作火花，既有时代特征又

与灵魂契合的艺术作品。艺术表现形式有不同流派，不同艺术家的想法也不同。要站在一个系统

的、客观的角度来思考。跳出艺术看艺术，可以看得更清楚。 
    北京商报：艺术家该如何思考自身的定位？如何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周松：艺术家在不同的思想释放阶段会有不同的艺术创作理念和作品出现。以自由的创作理
念去呈现对社会、对哲学理解、对生活、对自我追求的艺术境界的表现。我画油画之前一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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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能深刻领会中国“道”的哲学境界，它所追求的艺术理念是“意境”，“意之所随者，不

可以言传也”，我把这种玄妙的哲学观用艺术的形式呈现。我提倡中国文化，不落在具体形式上，

而是落在精神高度上。 
    我最近创作了一批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作品，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表现形式很具象，但是我
把它图式画，细节放得很大，远看又很抽象，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从哲学层面看，我的创作

很有中国文化的特点，但外在表达和内容上又很国际。我们做艺术需要学会变通，丰富大家的感

观，让观者感到既有中国意境又有世界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