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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南溟是当前中国美术批评界最具批判力的批评家，“更前卫艺术”（Metavant-gard）的理论主张者
。
本书就是他这一理论的核心著作，也是用“艺术是一种“舆论”这一命题和“批评性艺术”这一关键
词重构前卫艺术意义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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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南溟，上海独立批评家。
著作有《理解现代书法：书法向现代和前卫的艺术型》、《艺术必须死亡：从中国画到现代水墨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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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从创造到意义：艺术与知识分子　　艺术与知识分子　　还从来没有一种形态的艺术会像观
念艺术那样成为乌托邦的梦呓：它宣　　布艺术是社会的异在，并直言不讳地声称如果艺术不再是潜
在的，那他宁可　　放弃艺术。
在观念艺术的时代，黑格尔的预言──艺术被哲学所替代，毋宁　　要颠倒过来，即哲学被艺术所替
代。
哲学依托视觉实体，这种实体会使哲学　　更直接、更刺激、更冲突、更对立表达出知识分子的潜在
行为。
只要视觉这　　道防著一直防卫着心理经验的固有性，就有艺术推倒这道防的企图，所以艺　　术是
冲击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艺术与哲学不是谁来替代谁，而是艺术与哲　　学的双重死亡。
这是一个艺术被知识分子重新给定的时代，即艺术被抽掉了　　画家性，强行嵌入了知识分子性。
　　　　　　当把艺术归入中国艺术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链环中，艺术就会抵制知识　　分子的入侵
。
在这里所讲的中国艺术就是占主导地位的文人艺术（文人书法　　和文人画）。
原因是知识分子才是它的掘墓人。
视觉意义上的中国艺术还没　　有一个独立的概念。
从艺术种类上来看，它是从属于文学的（文人艺术的文　　学化），并在文化结构上，它是归依于道
家文化的（调节占主导地位的儒家　　文化）。
中国艺术家的特征是文人的、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文人的逃　　避所，以消除行为上的介入，
艺术与社会之间不再有精神性联系，他（文人　　）被认为是依附性的，也把这种依附性带给了艺术
。
唯有如此，一旦社会有　　了知识分子，在接受知识分子法庭的审判中，文人成为这种奴性人格的最
有　　力的艺术人证，而其艺术理论文献也是其最充分的供词。
　　　　这种对中国艺术审判的范围还远不止这些，近代以来西方画种的引入就　　增加了考察艺术
时的复杂，但这种复杂性很快在对艺术的深层考察中一如烟　　雾的消散。
西画的材料同样钳制在文人艺术的无意识文化系统中，在这里，　　“文人的”价值判断仍然被认为
行之有效──艺术决不是精神性的，艺术成　　为适应的手段即艺术就是依附的。
　　　　　　我们不难想像依附性艺术的堕落，因为它放弃了艺术家的潜在权利。
当　　然有一点是更为棘手的，即在的是自古即有，从天而降。
潜在权利诞生于知　　识分子墓碑的周围──在否定主义的情境中，他埋葬了过去，也希望埋葬他　
　的下一代。
这是一部被重新撰写的艺术史，它只是空间的碎片，因为它割断　　了时间链，每一个碎片都在抗议
时间流程中的精神流失，艺术史就是瞬间的　　抗议组合史。
　　　　　　“形式”的艺术（ “形式主义”的 “形式”）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语境　　中获得了一
次伟大的际遇──艺术的否定性使艺术终结了它的历史，而委任　　为 “否定库”的设计师。
投入社会的 “否定性”不但是思想的，而且是视　　觉的，即思想和视觉有了它共同的精神性指向，
艺术的深浅显示在精神性刻　　度上，唯有 “深”的才是 “艺术”的。
　　　　　　否定主义艺术存在依据为艺术面对的历史是压抑史这一事实，人（全部　　意义上的人
）创造了物（秩序）和环境（文化），同时也压抑着自己，而人　　从意义上来说是 “爱欲的”。
如果艺术没有承担起 “否定性”，那仍然会　　在压抑状态中观望、沉默和麻木。
艺术就是病弱的收容所，艺术与社会的关　　系赖于存在的精神性已死于艺术的自杀倾向中，而不想
让艺术通过它的形式　　使精神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样，艺术就成了压抑的总体手段而让艺术家成为
　　精神性的可耻叛徒。
　　　　　　只有观念否定主义最终剥掉了文人和文人艺术的伪装──通常认为文人　　和文人艺术
是精神性的（理论上往往这样描述），但它根本经不起知识分子　　的检验，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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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定主义。
习惯上所理解的精神性类　　同于理解传统艺术中的 “意”论，因此很自然地希望在 “意”与 “象
”　　关系的 “意”中寻找精神性的答案，（而且竭力模仿这种语言模式）。
这　　样 “精神性”就成了古已有之的伟大传统，而全然不知 “精神性”正被　　“意”所羞辱。
我这样说的宗旨当然要挑明 “意”与 “精神性”的差异，　　所有传统范畴的价值都在我们怀疑之
列， “意” ──文人艺术的牌坊，仅　　仅负载着没有精神性的艺术史。
　　　　现状还是这样：当艺术摆开了新古典主义的筵席，新古典主义所维系的　　“意”复活为神
仙并被请入上座，人们唤呼精神性的来临而同时又纵容了对　　精神性的吞噬。
这是我们时代一次古怪的筵席， “意”的文化性被追认为　　精英性，新文人画一跃而为寻求 “意
”的艺术，新古典主义的 “天书”也　　被制造为一块人造乌云，想遮掉当代艺术的精神性曙光。
　　　　如果是真正的精神性，那它必定是批判的而不是描述的，精神性存在于　　特定的关系中，
并强制性地要求它在这种关系中作出别无选择的回答：愿意　　或者不愿意，这样， “意” ──新
古典主义已经成了这关系中的精神性所　　否定的对象，如果认同了这个对象，就没有了 “精神性”
，人们不愿割裂　　“意”与精神性两个根本对立的概念，是由于错认了 “意”即为 “精神性　　
”。
这样， “精神性”就不再是 “否定的”这样一个概念，没有普遍而抽　　象的 “意”，今天为我们
所描述的 “意”只存在于固有的文化磁场中──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信了 “意”即相信了 
“意”中的文化。
　　　　艺术被强行认定为 “观念的”，艺术就不会再游离于固有艺术概念中　　，它以它最破坏的
形式媒体表达了观念艺术的精神性，像博依斯当众烧毁象　　征权威的皇冠那样，这种烧毁需一而再
、再而三地永无休止，这样，艺术就　　从 “表现”的艺术变成 “观念”的艺术，其中的逻辑转替
关键是艺术不但　　需要主观性（主观性往往是 “表现”的艺术的宗旨），而且它要被置于观　　念
的否定主义之中。
这样，艺术不再解决传统艺术理论中持久争论的主观与　　物的关系（偏于物为模仿论，偏于主观为
表现论），观念艺术作为一个观念　　形式成（观念与材料形式不能分离的）实体，反对对既定的观
念的升华，在　　“艺术即表现”的阶段，艺术经历了从物象到 “简化”的转变过程，简化　　最终
摆脱物象而为元素，艺术成为感性与元素之间的关系。
而观念艺术存在　　于观念与观念之间，即艺术的否定性观念，如何切入被否定的观念对象，这　　
样 “精神性”就成了观念艺术潜在之道的武器，而艺术的本体被解放，就　　我们经常说的只要赋予
形式（可以被用于艺术的一切资源）以观念，什么都　　可以成为艺术。
　　　　没有哪一种形态的艺术能像观念艺术那样与知识分子真正结成了联盟，　　当然，艺术家的
名称并非自古就有的，在 “艺术即模仿”的最初时代，他　　只能是画工而不是艺术家，只有到了 
“艺术即表现”的时代，艺术家才是　　天才与激情的象性，当然，艺术在天才与激情下被感性化，
即成了 “感性　　”的艺术，感性召唤已被作为艺术家的代名词，仿佛任何领域的感性都要让　　位
于它。
尽管艺术形态在今天已有了更替而感性依然留存于艺术。
以观念艺　　术中，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就认为艺术放弃了感性，而毋　　宁说感
性被观念精神化，它突破了纯粹感性，而使艺术家成为社会文化批评　　家，即超越 “艺术即表现”
的那种感性。
只有同时具有 “精神性”的感性　　才使艺术成为观念艺术实体，所以观念艺术成了在一切材料（形
式）王国中　　的观念演绎，因为艺术一旦成了精神性的，它的否定主义──异在性、批判　　性、
超越性就是艺术的主题，即艺术离肯定的、描述的越远，艺术就会更有　　价值，所以观念艺术的实
体存在并观念的设置和观念的推导中并被精神性所　　验明。
　　　　连接知识分子与观念艺术的是精神性，否定主义是其观念的根本保证。
　　在这里，艺术成了 “拒绝的艺术”，即艺术家通过精神性的感性赋予特定　　材料成为视觉实体
，以这种实体拒绝履行为既定观念所强行规定的义务，新　　观念很快会变为旧观念，而精神性意味
永远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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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时代的理想主义虽　　然是那般地诗意化，但它高高在上，脱离了（或基本脱离了）艺术与社会
的　　直接关系，观念艺术有意让艺术回到它欲否定的社会之中，从而艺术是知识　　分子的艺术，
而不是画家的艺术。
　　　　只有观念艺术才把艺术倒置过来认识，艺术需要知识分子是因为艺术需　　要精神性而不仅
仅是感性，但这像是对文人的一种无与伦比的苛求。
为了知　　识分子而要文人牺牲无疑让人感到残酷，因为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正陷于文人　　化的危险
中。
我们已被移入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危机，如马尔库塞所批判　　的失去革命主体的那种社会，除非
我们重新培养怀疑的能力和获得否定的能　　力，但这对我们来说总是一种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增值─
─当知识分子危机移　　入文人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被夹于中西文化危机的中间，精神性──否定主　　义不但没有市场而且会受到嘲笑，
因为文人社会从来没有诞生过否定主义，　　而且有否定主义的恐惧症，这是观念艺术的悲哀。
但文化最终会从危机中惊　　醒，文化的未来即赖于革命的主体；否定派知识分子，当知识分子走向
他的　　前面──地狱的时候，观念艺术就成为知识分子走下地狱的阶梯。
　　　　从创造到意义　　　　在观念艺术中（这一形态的艺术总称而不只指概念艺术），检验艺术
的　　是形式文化，艺术已从创造到意义，艺术被意义化，艺术即受到观念的检验　　，这种检验会
让中国当代美术思潮的阴暗面全部曝光，即当下艺术无论在实　　践上还是认知上都有背于这种观念
性。
　　　　观念艺术已经改变了我们对艺术的看法，从世界范围艺术来看，使艺术　　家丧失信心的是
──视觉的相似，艺术作品的视觉已无法避免它的相似性，　　这给信奉创造的艺术家无疑是个致命
的打击。
也许被视为创造的时代的现代　　主义已经到了它的终结，艺术家也改变了他那雄心勃勃的创造狂，
代之以无　　个性和无创造。
所以，今天有谁仍以创造来宣扬艺术方向的话，那只能被嘲　　笑而不是被敬佩，因为对这种观点的
信赖已成了对艺术的无知，艺术已经不　　可能没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导致了艺术家宗旨的改变，
艺术成了一种扩张　　运动，即冲出创造的包围，让艺术找到它新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艺术在扩张中招来了它的灾祸──艺术离开了创造的宝座，消融到生活　　的每个角落。
在以前，艺术家总是受英雄的，浪漫主义风格论的诱惑（从根　　本上说现代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
或者说是 “超人”的浪漫主义）使艺术　　不但从艺术的限制中突围了出来，而且企图利用一切艺术
资源，让这些资源　　作为艺术家创造性的代码。
这是艺术史上一个熵的故事，即当艺术家贪婪地　　缴获这些战利品之后，也像是缴获了全部的敌人
，从而使艺术家不可能再占　　有新的战利品。
　　　　有了这一艺术事件，感性的艺术（我仍然将这段艺术史看成是 “表现　　”的艺术和 “观
念”的艺术，以替代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　　艺术史形态划分）的全面凯旋。
艺术完成了它的职责，艺术与创造像是一个　　同意反复，这使它真正尝到了它的恶果──创造的枯
竭。
这使艺术没有退路　　也没有进路，除非艺术被引入形态转型。
　　　　“新达达派，有人叫做新现实主义，波普艺术、集成艺术等等，是一条　　容易走的路，那
就是靠达达派搞过的东西过活。
当我发明 ‘现成品’艺术　　时，我原是想要揶揄美学的，而新达达派的人都拣起我的 ‘现成品’
艺术　　，还从中发现了美学价值。
我把瓶架和屎门向他们的脸上扔过去表示挑战，　　而如今他们竟会以为这些东西就是 ‘美’而赞赏
不己”。
杜尚对新达达主　　义的嘲笑意味着这种艺术史转型的标志──艺术从创造的艺术（指原创性）　　
开始步入意义的艺术（但仍然是形式主义的）是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的来临。
　　这个时代总是以抵触某种创造信仰为开端的。
安迪·沃霍尔的梦露肖像、可　　口可乐空瓶作品等于向艺术即创造的例题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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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和个性毫无意义　　，连接艺术家与艺术关系的是观念，波依斯的 “人人都是艺术家”、 “社
　　会是雕刻”已使创造和非创造没有了界限，即今天的观念艺术恰恰是对 “　　表现的”艺术时代
的反动，它荣耀的正是感性时代艺术的羞愧，艺术不再是　　创造了什么而是获得了什么意义，艺术
成为艺术作品的不再是形式和材料媒　　介的创造性，这已在那一时代艺术家的信仰中被实现，艺术
形式与观念结合　　，使形式的差异在意义之间，是意义区分了形式的独特性，它对作品的认定　　
深入到对意义的认定。
就是这种历史──在浪漫主义时代（或 “艺术即表　　现”的时代）艺术家凭藉着他的感性和风格，
而且唯有他的感性和风格方使　　他的艺术至高无上。
因为艺术（所指）与艺术形式（能指）的关系是任意的　　，即能指是被创造的，它完全突破了艺术
模仿论的形式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以　　及形式总是被现实所限制的教条。
但这又不同于观念的艺术，感性、风格以　　来的艺术实验即是能指的实验，艺术所指自然被认为是
超级的，即艺术最终　　要归于固定的所指，艺术仍然是艺术。
所以，达达主义并不承认达达的行为　　是艺术或只是反艺术，达达的企图是对艺术能指独断的抗议
，而不是反对艺　　术的所指。
这是导致达达反对新达达的根本原因，即新达达以达达的反艺术　　为艺术，从而消解了艺术的超级
所指。
　　　　　　完全可以以他们为代表，由于安迪·沃霍尔和波依斯的艺术经验，才打　　破了艺术的
自足系统，这系统被认定为是创造的。
观念艺术正是抽掉了能指　　的创造所赖以建立的超级所指，艺术所指和形式能指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它　　得不到一个本身不是能指的最终所指，艺术仅仅被能指所给予。
 “使一件　　作品成为艺术的是艺术家的意图，而不是他的创作手段和方法。
” 劳申伯　　格就是这种能指的无限差异性的艺术家，这种差异性存在于能指之中，而不　　在能指
和所指的和谐中。
所以，艺术成了一种能指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把　　所指消解。
　　　　艺术从创造到意义，即以能指的差异性为原则，当能指的差异性被认为　　是艺术的视角，
形式即为文本而不是作品。
文本的意义系于它的社会、文化　　背景下，并与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发生关联下获得意义。
艺术文本之间没　　有它的相似性，那怕是极其相似的文本，能指总是有一种意义可能，艺术家　　
抛出他的艺术能指本身即表示了与 “他者”的一种间隔。
　　　　检验能指的不是艺术所指，艺术就失去了它的唯一标准──创造性，而　　成为文本的 “互
文”，因为它没有什么第一件的作品。
我们习惯于区分某　　某作品为某某人作早有，意义的艺术否认这种艺术认知，它打破作品的自足　
　意义系统和单一意义，因为文本总是被差异的，它没有固定的意义和固定的　　所指。
艺术有了能指差异性──就是说艺术形式存在于意义之中，相似形式　　被赋予不同观念也即产生了
不同的艺术。
当然，这与其说是艺术家卸掉了创　　造的职责，还不如说是对艺术家职责的加码，艺术家从创造到
意义（不是说　　绝对无创造，往往在强者艺术家中仍然没有停止创造），艺术被要求脱离艺　　术
的金字塔而将艺术扩张到人文学科的思潮中，艺术即形式的人文学科。
　　　　这样，艺术的形式能指在观念下获得了意义，艺术家的艺术成为观念的　　证明，是它区分
着这一艺术作品和那一艺术作品，这给艺术形式以复杂性。
　　一个形式的意义依赖于形式的观念场，艺术形式往往是观念分析的结果，从　　中获得该观念的
形式意义，这决不是艺术家的举手之劳。
在观念艺术范式中　　，艺术家参与了人文学科也要求他成为文化先锋，因为当代文化的特征即视　
　觉文化（区别于印刷文化）是视觉更多唤起人的冲动，艺术在能指的经验实　　体中的这种经验是
印刷文化所不可企及的，艺术展示它的观念比一般认识渠　　道更有效，所以，艺术传迅观念。
但随之也产生了新问题，在观念艺术范式　　中，如何体现其观念的价值，索尔·莱维特说 “只有好
的观念，概念艺术　　才是好的”，换句话说，艺术不总是表达了好的观念，观念化趋向的中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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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艺术很少有好的观念，往往在观念性艺术中赞扬了旧观念，这是一个观念　　赝品的时代，观念
被矫揉造作地使用，剩下的是哗众取宠。
　　　　那么，观念艺术的观念就应该受到审查，由于观念艺术的性质已经改变　　了艺术家的创作
方式，在 “表现”的时代，艺术家创作凭借的是天赋，是　　天赋造就了艺术家，从而造就了艺术家
的艺术风格，这是一个艺术与人文学　　科相互排斥的时代，人文学科掌管理性，而艺术掌管感性。
在这种感性狂热　　中，理论无法干预艺术家，艺术家从不听从理论对艺术家的教诲，因为理论　　
对艺术所总结的某种艺术规则（而且那种理论的任务就要为艺术家概括出某　　种条条框框），只能
让艺术家一无所获。
所以，有一种说法，只有低手庸才　　会以理论作为他的金科玉律。
但这种艺术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理论的身份　　，即理论总是冲击着艺术而不尾随艺术。
由此，艺术和理论已经改变了原先　　的关系，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的无法确定，理论总是伸入到它
的可能性之中　　。
所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品同样重要或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正是某一时期　　的某种理论给定了非艺
术的事实为艺术，而且艺术随着这种给定的变化而变　　化。
　　　　当理论已不再是一种艺术的障碍，艺术家凭借理论来设计自己的艺术，　　艺术能指的差异
性就在理论与理论之间，这已经是对艺术家的一种苛求，没　　有什么时候会象今天那样让艺术家伤
透脑筋，即绘画技艺已不作为衡量艺术　　家的条件，至少不是唯一的条件，他要求艺术家另外增补
更至关重要的能力　　，即对艺术的理论分析。
这样，艺术家一身兼两职──艺术家和批评家。
他　　要让艺术存在于对自己作品的观念解释之中，这种解释是艺术家的艺术实体　　──思想、观
念、精神的视觉形式。
这种难度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照示，艺　　术家决不再是画工。
当然我们现在的侥幸艺术家（因为成功于无逻辑推导的　　混乱中），宁可做画工也不敢在这种观念
的检验下显出无知的原形，这种抵　　制观念的做法是观念贫乏下的耍赖。
　　　　有了视觉文化和视觉观念，即有了艺术的观念价值。
在社会──文化之　　中，艺术已经完全摆脱了既定的艺术范式，这是一个可以充分预设的 “意　　
义”空间，它是对某种观念的分析。
在观念艺术中对观念的分析是观念赖以　　建立的基础，缺乏分析，其观念就不成其为观念。
对此，考劳斯已有典型的　　论述： “艺术主张的合法性并不依赖于对事物的属性进行经验主义的预
想　　，更不取决于对事物属性的美学预想。
艺术家就像分析家一样，并不直接关　　心事物的真实特征。
因此他只关心与方法有关的两点。
其一哪一种艺术有助　　于观念的发展；其二怎样才能使他的主张与上述发展合乎逻辑地契合，换句
　　话说艺术主张从特征上讲不是事实，而是语言表达──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描　　述实在物体和精
神物体行为；它们是表达艺术的观念或者艺术观念所产生的　　正式结果。
”画家们与其喋喋不休地谈论艺术还不如把这段话熟读一百遍。
　　　　困难在于分析，中国当代美术思潮在分析中绕道而行，其一系列观念，　　都是柏格森、尼
采、弗洛伊德、禅宗，即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直觉和非理　　性判断，而没有分析和理性。
在缺乏分析和理性情况下，柏格森、尼采、弗　　洛伊德这些新潮观念早已被禅宗这种旧文化所吞没
。
　　我就在这一基点上展开了对中国新潮美术一系列思潮（融合论、生命论　　、观念论等）的批判
。
这是一个虚幻的新潮，起因在于中国文化偏食症，他　　选食的总是与无意识文化中能沟通的文化，
即中国的无理性文化类同予西方　　反理性主义，从而把现代文化移到传统文化之中，这给文化先锋
又增加了一　　个工作，即在观念分析的时候，一种理性分析，将西方反理性主义重新移位　　到现
代文化范式中，然后割断反理性与神秘直觉的虚假同构。
所以，分析和　　理性是保证观念的途径，从这途径而入，才能获得真正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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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充分　　认识的思想是要向一切的人（包括自己）及一切的群体的无意识文化进行挑　　战的
，它的方法就是批判理性── 一种非理性主义现代性的真正保证。
　　P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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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集中了一个当代艺术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我的当代艺术及艺术制度的诸多具体评论都是从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中派生出来的，否则，艺术就不会产生出这么多的新问题需要我去批评。
本书是王南溟“更前卫艺术”的核心著作，也是用“艺术是一种舆论”这一命题和“批评性艺术”这
一关键词重构前卫艺术意义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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