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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小安

文化启蒙、心灵救赎是艺术的重要功能

和我们一起感受艺术

首先我要说，在《郑州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介绍艺术和艺术家是一
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的呼唤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媒体的直觉和良知
应是社会意识觉醒和萌动的先声。

多元的表达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不容忽视。这个社会需要更多丰富的
个人的创造力和价值的体现。我尊重每一种个人创作方式的选择与表
达。只是它应该出于真诚，并有利于精神的滋长。

由对艺术的关注所引出的对艺术未来的关注是正在兴起的文化热的一
部分。艺术的新生或艺术在未来的发展应该被看做是人的意识的拓展。艺
术未来的主要走向或者说艺术未来发展的主流，是趋向力主于大众化的艺
术。因此，作为公共艺术推广机构和主流媒体也必须学会并懂得如何使艺术
接近公众，走进公众的生活，让公众体验和享受艺术带来的愉悦和思考。

“一个艺术品和艺术现象触碰了我们的视线并不一定都会产生结果。
只有触碰了我们的心灵，才可能真正使我们被感动……我们知道，当两个
人平视的时候，才更易于沟通、理解，以至于产生灵魂间的友情。”在这个栏
目里，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将被彻底打破，人将与艺术近距离、平等地接触对
话，这里的气氛是友好与真诚的，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在这些幻想的画
面中发现自己的心声。

回首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就会知道人类要健康地活着，就必须有精神、
审美、诗意的生活，只要这种有灵性的审美活动继续一天，艺术便不会终结。
所以，对于艺术的“界定”至关重要。不把艺术外在客体化，而是把艺术看成
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生活方式，艺术朴素而伟大的意义才可体现其中。艺术品
一经诞生，便有了它的社会属性，它的一半属于艺术家本人，另一半属于这个
时代。许多人开始关注艺术，“艺术”有极丰富的内涵，给人的吸引力是长久
的。因此，可以这样说，诗歌、音乐、舞蹈、绘画……是艺术，给了生存在物质
化社会的“人”以心灵自我救赎的可能。

其实，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精神支持的。而过去那种对大
众来说，艺术是不敢奢侈的东西，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也是少数人的事……都
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改变。当然，力主于艺术大众化的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在反贵族化的同时要防止把艺术的大众化作庸俗的理解。换句话说，要展
开对庸俗化的批判，任何迎合、迁就以及讨好大众的做法都是对艺术大众化的
曲解。艺术大众化的问题与艺术本质、艺术目的问题息息相关。艺术作品除
了纯粹的审美功能和技术性，还有唤醒民众的功能，以及出自不同年代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作品产生的原因与人类文明进步之间的关系作用。

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识”所控制的，虽然没有定义如何
达到这个目标，但以艺术的形式唤起公共意识，争取获得全社会对于倡导
公平、正义，重建精神文明重要性的理解和行动是我们的责任。文化启蒙、
心灵救赎是艺术的重要功能。

艺术的最高要求是整个社会关心艺术，对艺术的挚爱。为公众提供艺
术审美空间和艺术资源，以此推动社会进步和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这还
只是一个开始，“郑州晚报”将会持续不断地在这里呈现不同艺术形式、不
同风格流派和不同主题内容的文化表达和作品展示，展开关于文化、艺术
的种种问题的讨论……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感受艺术！
作者为独立策展人、评论家、一澈艺术机构艺术总监

河南美协当代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国画研究院河南省分院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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