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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长征计划：为什么去那里” 
 
邱志杰、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总体艺术工作室学生 
 
2007.8.18 - 9.16 
长征空间，北京 
 
2002年，《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在长征原路上进行时，我们即

产生了在藏区针对藏民进行西藏题材绘画调查的构想。 
 
2006年4月到5月，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总体艺术工作室学生四十多人

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颠覆香格里拉---关于西藏题材绘画的调查》。整个调
查项目由指导教师邱志杰设计和实地主持，参加者以总体艺术工作室2、3年级
学生为主体。另有毕业班学生2人、留学生1人出于个人兴趣自愿参加。 
 
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文献调查：以图书馆图书资料为主要对

象，搜集和研究自三十年代以来各种以藏族生活、藏区风情和文化为表现对象
的绘画作品。媒介主要涉及大量油画、水墨画、版画和部分雕塑与壁画。涉及
的画家不计其数，从早期的张大千、董希文开始，到50年代的叶浅予、60代后
的潘世勋、阿鸽、牛文等、70、80年代的陈丹青、艾轩、史国良、韩书力等人
到九十年代以后的风情画，覆盖了现代中国美术史上所有时期的重要代表作。
同时也特别兼顾了从安多强巴到尼玛泽仁等藏族画家的作品，乃至当前藏族地
区批量生产的作为旅游文化商品的廉价行画。通过研究，整理了多年来关于西
藏题材绘画的源流、风格和类型。并从中翻拍了近400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以电脑喷绘的方式作为下一阶段携带到藏区进行实地考察的道具。 
 
同时课堂讲授和网络文献调查内容包括：西藏的历史文化知识、历年来西

藏题材绘画的风格取向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批
判现实主义的概念和历史源流；西藏题材绘画与全国美展这类展示体制的联系
，等等。 
 
历年来的西藏题材绘画，以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名义进行，实际上不断地

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再现”始终是有条件和有目的的。西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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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不断地出于不同的目的被使用：用于新旧时代的对比；用于民族国家的表述
；用于反文化的原始生命崇拜；用于反现代性的香格里拉叙事。它交替地受到
革命文化、民族国家文化和今天的旅游文化的渗透。并与当地人的生活现实形
成明显的断层，进行了明显的取舍。 
 
调查的第二阶段，主要的参与师生40人来到四川甘孜州炉霍县、德格县、

石渠县、青海玉树、西宁等地，西藏拉萨、日喀则、聂拉木等地进行了现场调
查。使用所携带的电脑喷绘绘画复制品，先后在喇嘛庙、中学、露天集市和灯
光球场等处举办了露天画展，调查方法主要依赖田野观察、访问，并在这些基
础上形成了问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了解和搜集当地人群对于这些西藏题材
绘画的意见。并在最后一次画展中将展品赠送给当地群众，以检测当地人群的
取舍标准。部分学生使用了实验调查法，直接组织与当地人群的互动，形成视
觉材料。此外，师生在藏区与当地活佛、僧俗群众和政府进行了广泛接触与交
流。在感性接触的基础上，调查要求参与者进行适当的理性提炼，在旅途中每
人撰写了相关经验的总结，并强调经过实地调查之后自身认识的转化。要求每
个参与者提出一个关键词，并以“本来以为，现在发现”的句式造三个句子，
形象地叙述自身认识状况的变化。  
 
调查的最后阶段，参与者回到杭州，对调查问卷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综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每个参与者并就各自关心的问题
进行理性论述。这些资料以文献展的形式呈现。同时，一个藏区旅行之后的艺
术创作计划也随后展开。部分师生为此再赴藏区进行实地创作。长征空间的本
次展览所呈现的，就是调查的文献及相关的创作成果。 
 
基于西藏现实生活和文化资源的总体艺术创作，以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为

方法论，挪用和改造藏区资源作为反思主流文化的契机，同时力求批判性地解
释和使用藏区资源，力求瓦解人们对于藏文化的成见`，激活不同的观念体系之
间的良性互动。可以说，“互动”取代“再现”成为了新的关键词，文化资源
的使用者自身的视界的改造和反思成为这种新的创作模式下的重要任务。超越
个人视界，矫正香格里拉想象所导致的猎奇心态，从现实的观念系统中建立和
寻找反思性的基础，并力求作用于现实的观念系统，这样一种基于社会调查的
总体艺术创作方法，则成为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新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