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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荐序 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过去几年，我在世界各地重要的时尚活动中见过几次村上隆，并见证了
他在美国、日本、法国等地轰动的个展。
他的作品风格之强烈，可以压得住凡尔赛皇家的辉煌，可以征服最挑剔的眼光和评论。
我非常喜爱他，因为直觉，也因为他，一个谦逊的日本人，却掌握着在艺术、时尚和商业上同时获得
成功的秘密。
 2011年，当我创办中国第一本国际化艺术杂志《芭莎艺术》时，我就决定：一定要把他介绍到中国，
因为他创作的成功，对中国当代艺术家有着最实用的实践意义。
 作为一本发行量近 40万册的杂志，《芭莎艺术》肩负着对中国时尚精英群体普及当代艺术观念的使命
，当我们决定邀请村上隆作为第一位国外艺术家登上《芭莎艺术》封面时，我们不能仅欣赏他的成就
，更应该去深入了解他的方法、思想和实现途径。
因此， 2011年初，我和艺术家曾梵志先生一起拜访了村上隆在日本的三芳工作室、画廊、办公室，第
一次去了解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村上隆，了解他强大的创意中心，以及现代工厂式的运作模式，让我
们知道他为何能保持持续的创造力； 3月，《芭莎艺术》主编徐宁和他的团队再次前往村上隆工作室
，对他进行封面采访和拍摄。
拍摄当天，他们经历了日本大地震，村上隆工作室受到损毁，他和团队抢修工作室到深夜，之后又赶
回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通过《芭莎艺术》的采访我了解到，村上隆出生并成长于日本经济崛起的上世纪 60年代，也就是日本
文化受到西方冲击、产生巨大变革的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创造一种根植于日本文化，又能通达全球的语言，这本
身意味着冒险，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村上隆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他去了美国，第一次意识到了市场的残酷、资本
的无情，他决定去正视这些挑战，在有限的生命里，做一个掌握并利用规则的艺术家。
 他在《艺术战斗论》中也明确提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艺术家的价值是在死后视作品而定的。
正所谓 “人生短暂，艺术永久 ”。
就算我死了，艺术也会存活下去，为此我要继续奋斗下去，做出随时死不足惜的作品。
因为那就是我作为艺术家的使命 ⋯⋯如果这要花的时间比自己的生命还长，我就输了，但就算是这样
，我还是想要为 “美 ”活下去。
 这就是艺术家在这个社会不可取代的价值呀。
如果不是村上隆十余年的专业美术教育，不是日复一日地辛苦创作，不是始终怀着改变和影响世界的
野心，不是时刻保持 “战斗 ”状态，村上隆也不会取得今日的成就与成功。
正因为发现了这么多秘密，《芭莎艺术》在 2011年 5月邀请村上隆首次正式来到中国，与中央美术学
院和四川美术学院的青年学生对话交流，与他们分享成为一个成功艺术家需要经历的艰辛、挑战以及
寂寞。
 今天，特别高兴《芭莎艺术》能将村上隆先生的新作《艺术战斗论》引入中国大陆。
请允许我再次向村上隆先生表示敬意，谢谢他无私地分享他的艺术理论和人生哲学。
 苏芒时尚传媒集团副总裁 /《芭莎艺术》执行出版人 2011年 8月 自序 中国的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
村上隆。
本次《艺术战斗论》在中国翻译出版，我感到十分开心。
 我投身艺术界大约有二十年了，心中一直抱着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在东方开展艺术革命。
 面对艺术界中存在的东西方差距，我们应该如何搭建桥梁，以摆脱表面上的误解，摆脱西方国家在艺
术上的压倒性优势？
这是我一直在摸索的。
所以，我从扎实地学习西洋美术的历史、脉络做起，通过实践得出了一些想法，今天能在此与各位分
享，我觉得很高兴。
 另一方面，现今的艺术界也被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巨大台风席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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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价值时常被错误地画上等号，在拍卖会上的数字被当做是艺术真正的价值。
同时，这种错误的解读也不断地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日本发生泡沫经济时，毫无操守的画商在日本国内进行价格操作，有逃税，有
恐吓 ⋯⋯他们狂热地专注于眼前的利益，以至于泡沫经济瓦解后，艺术成为了泡沫的象征。
在日本国内，艺术完全失去了信用。
 即使已经过了二十年，但日本人对于艺术市场依旧抱着强烈的质疑。
 中国目前对艺术的态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狂热，我希望中国不要再犯跟日本同样的错误，不要重蹈
覆辙。
无论是艺术家、画商或者收藏家，都不要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要寻找自己在历史中的定位，以及自
己所处的位置，具备挖掘真实问题的意识，或是去探索西洋美术与自身价值的差异，抱着诚意去面对
历史。
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样的艺术界人士。
 在四川美术学院，我获得了荣誉教授的头衔。
我希望能将我跟我的伙伴们花了二十年创立的模式，以各种形式传授给大家。
 希望与您有机会在某处相见。
 谢谢您购买此书。
 村上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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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上隆：艺术战斗论—你也可以成为艺术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点儿谈资就会被鄙视的时代，社交
、泡妞、打入上流社会的圈子，不懂点艺术简直没法张嘴。
想要不被抛弃，想要不落伍，想要不被叫“土包子”，想要在别人谈论毕加索、梵高时插两句话⋯⋯
那你真该看看《艺术战斗论》。
如何看懂当代艺术？
什么样的创作才能称为艺术品？
西方艺术和东方艺术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梵高、毕加索、杜尚、达明安.赫斯特⋯⋯他们到底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地方？
拍卖天价，竟然是因为有钱人小老婆的一句话？
通过《艺术战斗论》，你将在有着"日本艺术界的李开复"、“成功艺术家”之称的村上隆的带领下，
循序渐进地进入当代艺术的世界，懂得如何欣赏艺术，艺术品为何能够卖出天价；懂得如何欣赏一个
艺术家，如何对“梵高”“毕加索”说三道四。
同样地，你也会赢得你想要得到的尊重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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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上隆是谁？

　　如果说谁是当今“最有名气”的日本艺术家，那必然是村上隆。
村上隆和LV跨界合作的手袋让他声名大噪。
村上隆一件作品能拍卖上亿日元。
他在凡尔赛宫里展出卡通作品，把爆乳的漫画女主角搬进博物馆，让御宅族和萝莉控成为fine
art。
村上隆说：“艺术是发挥想象力的生意”，并强烈质疑“以求为优先，是做不出好作品的”⋯⋯他的
作品惊世骇俗，他的理念耸人听闻。
村上隆，Kaikai
Kiki有限公司创始人，同时也运营GEISAI艺术活动，投注许多心力在发掘与培养艺术家及从事艺术家
经纪。
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研究所，担任UCLA艺术学院新领域科客座教授。
村上隆曾为法国品牌路易?威登设计手袋等产品，包括限量珍藏版的“樱花”系列。
2008年，他的一座公仔作品，标价5亿日圆，创下同商品的天价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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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_当代美术作品为什么昂贵
 04_为艺术而艺术
 05_艺术的贫困
 06_梵高是贫穷艺术的象征
 07_所谓 “艺术是贫穷的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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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_流通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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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_没时间等着被说明
 16_自由的不自由
 17_艺术家要行动
 18_历史怎么学
第二章 鉴赏篇
 01_ “美术大学在校学生当代美展 ”的实践
 02_ 解除洗脑
 03_ 艺术难吗
 04_ 最先进的当代美术
 05_ 鉴赏的四要素
 06_ 当代美术的归零点
 07_ “不画的画作 ”的发明
 08_ “马桶也是艺术 ”“什么都不画也是艺术 ”
 09_ 《食梦者》与当代美术
 10_ 视线的诱导
 11_ 村上隆看自己
 12_ 形式的发现
 13_ 日本抽象艺术的黎明
 14_ 最民主的艺术
 15_ 脉络的不同
 16_ MAD是艺术吗
 17_ 个性可以塑造
 18_日本艺术家为什么不多
第三章 实作篇
 01_ 作画
 02_ 脉络与个性
 03_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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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

 04_ 天国的花圃
 05_ 727
 06_ 高度的绘画、幼稚的绘画
 07_ 何谓真正的艺术
 08_ 纯艺术存在吗
 09_ 不花钱就做不出好作品吗
 10_ 作品该送到哪里
 11_ 尺寸很重要
 12_ 心的救赎
 13_ 该创作什么
 14_逼近作品
第四章 未来篇 ——迈向艺术家之路
 01_ 日本的通俗艺术市场
 02_ 艺术的地政学
 03_ 如何成为艺术家
 04_ 日本与海外的优劣
 05_ 艺术家之志
 06_ 美术大学入学考的现状
 07_ 补习班教育的罪与罚
 08_ GOTOChelsea!(去切尔西区吧！
)
 09_ 日本不行就去海外
 10_ 就读国外的美术大学
 11_ 学校与教育
 12_ 成为专业
 13_ 选择画廊的理由
 14_ 画商的工作
 15_ 通过画廊出道
 16_ 作为职业的画廊
 17_经纪人的必要性
 18_ KaikaiKiki哲学
 19_ 艺术家的原创性
 20_ 深耕自我
 21_ 需要学历吗
 22_ 年龄与艺术家
 23_ 成为 A级艺术家
 24_ 安迪 ?沃霍尔的战略
 25_ 密室的评价方式
 26_ 展览会的画
 27_ 胜负的分歧点
 28_ 找到理解者并非难事
 29_ 能否说服双亲
 30_ 预算无上限
 31_ 日本画的不幸
 32_人生短暂、艺术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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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艺术创业论 ”之后的艺术景观
 “艺术创业论 ”→“艺术实践论 ”→“艺术战斗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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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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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生命终结前，追逐尽头 ” 最近，我常想： “在生命终结前，追逐尽头。
 ” 不管做什么，都完全赶不上整体的构想。
想做的事、思考的事、希望实现的事、全新的创意、出其不意的作品，一切都停滞不前。
解决种种企划问题耗费的时间，如果比生命的时间还长，那我就输了。
所以生命的时间啊，请一定要追上！
 这本《艺术战斗论》以 2010年 6月 19日起通过 NICONICO动画现场播放的内容为素材，是耗时六年写
成的《艺术创业论》的续篇。
 《艺术创业论》获得极大的好评，在盛况空前地对下一本著作的期待下，我也顺势为第二本书开始接
受访问。
可是看了做好的原稿之后，却发现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版，于是我开始任性地坚持己见。
 理由是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只充斥着相较于《艺术创业论》更琐碎的抱怨而已。
我自己身为艺术家的经验尚且不足，不仅我本身一点成长都没有，连介绍的逸事也都是重复的。
我讨厌炒冷饭。
这让我切身体会到写续篇有多不简单。
在那之后，胶着状态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2010年的春天，我接触到个人传播平台的网络电视Ustream和推特，马上陷在这些社群媒体中不可自拔
。
头脑一下子活络了起来，种种未经整理的想法通过一百四十个文字与影像信息，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
不穷。
 同时，我感到我可以跟日本面对面。
写《艺术创业论》时，我只能对着编辑谈过去的体验，却根本看不见读者。
但通过 Ustream的回应，日本读者跃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确实看清了该谈些什么样的方向性的东
西。
 在那之后，我决定进行经过彻底思考的 “NICINICO动画讲义 ”，这也得到莫大的反响。
于是在仔细推敲并汇总社群媒体的发言与长期以来的采访内容之后，取其精华，总结成这次的新书。
 “艺术创业论 ”之后的艺术景观 伴随着 2008年的经济危机，泡沫艺术也发生冲击。
现代美术界的角色因此变换，势力图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狂风巨浪不断冲击，我航行在巨大变革期的惊涛骇浪中，好不容易存活了下来，今天还能站在这里，
并获得了足以继续完成《艺术创业论》续篇的题材。
 然而，就在我准备展开新航程而整装待发时，环视周遭却赫然发现，日本现代美术界面对泡沫瓦解的
波澜，竟一点都不为所动地完全处于锁国状态。
整个走向与世界 经济截然不同。
日本年轻的艺术家依附着地方自治团体的都市、城乡建设经费，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相当乐在其中。
迎合这股风潮，艺术家的作风也仿佛追随天真应景的社会风潮似的，让胆小而不深刻的东西蔚为主流
。
 市场紧缩且矮化，却未受到泡沫经济瓦解的覆盖。
海啸没有席卷日本的艺术界，也因此日本艺术界频繁地发生模仿海外或类似次文化的应景作品，完全
遮蔽了放眼国外的视野。
 地方自治团体举办的双年展、三年展，邀请国外艺术家前来，支付不受法规限制的酬劳，却没在日本
造成什么影响。
日本的艺术家和艺术界也好像走马观花一样，看完就不了了之。
 观察到这些现象的年轻人，开始见风转舵地展开运动。
他们配合公家预算磨炼技能，导致一时之间日本跟荷兰一样，整个艺术景观看似沸沸扬扬，内容却明
显地空洞化。
这也让我的立场与他们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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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活络，揭开了亚洲经济圈与香港艺术市场的序幕，日本
艺术市场的方向也随之瞬间转换。
正如处于泡沫艺术时期的日本画和西画，在亚洲特别受到青睐的现代美术作品不断问世，消长之间，
也有被称为大师的艺术家登上舞台。
 日本现代美术界追逐 “一切向钱看 ”，这种形势越来越严重，长此以往，必定会变成缺乏主张、核
心和思想的行业。
他们无视建构日本市场，只知道让日本艺术家打进亚洲圈，导致现在连信用都荡然无存。
 我冷眼旁观这一切，认为唯有身体力行才能够重击这个行业，因此我自己经营画廊，直接涉足现代美
术行业。
通过东京两家、台湾一家画廊，致力发掘与培育艺术家，同时也创造客户群。
 “艺术创业论 ”→“艺术实践论 ”→“艺术战斗论 ” 首先，必须先创造世界。
为此我要贡献过去的经验与所学，隐藏自己的所长去延续艺术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去改变现今不独立自主的状况。
得到这个结论后，为了好好地从头开始教导年轻人，我先以 “艺术实践论 ”为题，通过 
“NICONICO动画 ”播放讲座内容，因此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关于在凡尔赛宫的展览，虽然有很多缺乏理解，只有令人绝望的响应，但这些批评每每都让我鼓起勇
气，每晚汗流浃背地在推特上激辩，不断引爆火花。
 艺术家能做的就只有创作。
发生在我身边这些对我的不理解与小悲剧，都有如鸡毛蒜皮，最后我总是这么想。
每天夜里，我都带着这个想法关上电脑，丧气地回到创作的现场。
唯有战斗才能够活下去。
改变现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的战斗论。
 以下是谢辞。
感谢幻冬舍的穗原俊二先生，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
他用男性编辑特有的执著和坚韧完成了这本书。
还有编辑河村信先生，感谢他将我在 NICINICO动画进行的论述写成文字，并且每周两次送来我有兴
趣看的书，充实我的思考。
 还有 NICINICO动画的小岛健太郎先生，整个企划多亏他的协助，才能够看见新的指标。
 还有 NEW WAVE CHANNEL的助田彻臣先生。
他真是时下年轻人的典型，也因此我们有很多的摩擦，不过相对的，缺了他，我也无法就现实提出对
年轻人的建议，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真是我的负面教材，有绝对的存在意义。
尤其是他也身兼节目导演，真是辛苦了。
 同时我还要感谢 Kaikai Kiki的工作人员，宫崎真衣、小嶋裕士、西浦悠佑以及三嶋义秀，还有节目工
作人员平野拓哉先生、中尾崇志先生、川合良辅先生。
谢谢你们。
 最后，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针对历史事件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查证，但或许仍有错误，加上我记
忆中认定的事情，也可能因我的艺术思维而相当扭曲，若有相关情形，也请不吝赐教。
 若本书能够引发新的议论，带动一个又一个人搏命参与艺术的革命，那我六年来的坚持与投入便可获
得回报，现实的艺术世界，也会因此得以改变。
 村上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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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对村上隆的作品十分着迷，除了他异想天开的创意和不受拘束的用色，我也喜欢他作品欢乐下的黑
暗面。
——LV创意总监 Marc Jacobs2008年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时代》村上隆艺术作品展是凡尔赛宫2010年最重要的展览，也是受到争议最大的展览。
——《南方周末》村上隆作品融合了东方传统与西方文明，打通了高雅艺术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
保留了作品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是结合了日本当代流行卡通艺术与传统日本绘画风格特点的时代产物
。
——《东方早报》村上隆是日本现代艺术的绝对宠儿！
——毛丹青如果说谁是当今“最有名气”的日本艺术家，那必然是他。
——腾讯时尚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战斗论>>

编辑推荐

《艺术战斗论:你也可以成为艺术家》★艺术是发挥想象力的生意！
★艺术作品本身不重要，介入社会才有意义。
与社会契合是当代艺术的出路。
★艺术家只有在死后通过作品在后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只要活着我就要受到世界的各种束缚，但
我一直与这世界上的束缚斗争！
★就算我死了，艺术也会存活下去。
为此我要继续准备下去。
只不过，唯有作品，为了将作品传给后世，我要投注所有生命灵魂去战斗，做出随时死不足惜的作品
。
★艺术的顾客是极奢华的有钱人。
所以，艺术家首先必须接受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才是客户的这个现实，必须去思考原本无法互相了解
的人，要怎么样去更深刻、更缜密地交流。
★对艺术家来说，建构独自的经营哲学，跟作品一样重要。
作品拍卖价屡创新高。
为LV设计商品、直率的言行，这些常常让人误解了村上隆的艺术家身份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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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村上隆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对生命有着非凡的诠释。
我喜欢他对流行文化敏锐的触感，对颜色肆无忌惮的使用；在看似欢乐的表面却隐喻着黑暗。
——LV艺术总监Marc Jacobs《艺术战斗论,你也可以成为艺术家》编辑推荐：大s最爱“樱桃包”设计
者、世界顶级艺术大师村上隆首度写给大众的艺术启蒙读本，告诉你“假装的艺术”没告诉你的艺术
。
不读村上隆，还敢说你懂时尚？
不读村上隆，还敢说你懂流行？
不读村上隆，还敢投资艺术品？
不读村上隆，还敢说你会欣赏LV？
不读村上隆，还敢说你懂当代艺术？
读完《艺术战斗论,你也可以成为艺术家》，梵高、毕加索、杜尚⋯⋯都不再是“听过说不出”；读完
《艺术战斗论——你也可以成为艺术家》，从此不害怕进画廊；读完《艺术战斗论,你也可以成为艺术
家》，从此社交不再无话题。
跟随“日本艺术界的李开复”、“成功艺术家”村上隆一起领略艺术的魅力，窥知村上隆的“成功学
”，体味村上隆的“艺术人生”。
——时尚传媒集团副总裁、《芭莎艺术》执行出版人 苏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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