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记载过去20年艺术思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呢？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一个具有写实功力的传统艺术家， 王风华远离了批判现实主义通常的对人物肖像精神性的刻画以及对写实技法

的炫耀，而是执着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个可以把复杂混沌的文化潮流，被空心化的大众心态，以及资本化的社会改

造结构性地构建在一起的视觉交叉点，从而尝试建立起一个系统而多层叠加的当代社会文献。

由此，艺术家将自己的工作专注于对呈现在城市文化客体表面的景观研究，这种工业化破碎的景观经过写实主义的

手法概括，再以单色摄影---- 这种介于真实和非真实的手法对现实情景提纯后，强调了过去20年里文化思潮和社会心
态在高度物质化社会表面的巨大结合运动。绘画中对玻璃幕墙中的风景和以及隔板褶皱的光影效果时所采用的统一

的概括性处理，也暗示了今天千差万别的文化思潮之间所具有一种相似性，及他们和所处的社会情绪与物质变化之

间的潜在依附关系。

资本形成之初就注定成为一种无根的扩散系统。他为满足自身延展的需要，就必须制造出相应的文化润滑剂。这种

富于渗透性的，浮浅, 易散，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文化在外延系统（EXTENSION)上制造混乱而在内部建立起某种统一
的共存秩序。他在放大文化内涵（CONNOTATION）系统的同时，也最终要把全部的个体和社会景观都吸引进来。

现代主义丢弃了抒情部分在今天依然延续。王风华始终冷静地借用自身的体验和概念，把目光对准社会巨变的核心

，还原这个现实状况，以激起人们和生存处境之间的思考。就如同在蓝色隔离系列中，同样模糊的现实景观和隔板被

并列在画面内部，似乎不断地重复一个事实：满怀留恋的抒情年代已经逝去，我们该如何接入到一个无根的，流光溢

彩的现实世界？(文：苏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