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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本关于“艺术终结”的书。
思考的是，在“艺术终结之后”，美学和艺术走向何方？
在书的开头，得到了李泽厚先生的应允，我想援引他手稿里面的一段作为言。
这是李泽厚生在千禧五年的最新思考，里面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的恢精神：艺术的终结与历史的
终结密切相关，都由Hegel提出。
所谓“历史的终结”是指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共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建立，战争彻底消除，革
命不再发生，人类取得永久和平，由小康生活迈入大同世界。
今天，急忙干工作，平淡过日子，自我牺牲和澎湃激情都只作为例外的、特殊的情况和要求而出现。
英雄时代已经过去，散文生活无限延伸。
于是历史宣告终结。
艺术亦然。
原始时代以来迄至今日艺术所具有的鼓舞斗志、抚慰哀伤的巫术礼仪的社会功能，也从此逐渐衰亡。
艺术日益成为散文生活的装饰和娱乐。
古代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等等）由礼拜对象成为观赏对象，现代艺术则由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抗议变
为资本社会的审美装（见《关学四讲》）。
由历史产生的悲剧重量大半消失，“不可承受之轻”的爱情童话或感官享受占据中心。
E.Munch的《呐喊》是对资本社会抗议的最后一声，M.Duchamp的便壶为这种抗议划上了终结。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世界无目的，人生无意义突显出来，“荒诞”成为可与悲剧、崇高、滑稽相并
立的重要美学范畴。
古典艺术部类日趋式微，电影，rop音乐大行其道。
四星（影星、球星、歌星、节目主持星）高照，七情飞扬。
飞扬的正是声（music）色（sex）快乐。
已经不再追求fine art，但审美愉快却快速扩展，装饰、娱乐成了艺术主流，大批量地进入平淡生活和
日常趣味，渗透衣、食、住、行、性、健、寿、娱的方方面面⋯⋯但是，就今日的世界范围说，历史
并未终结。
从而艺术也不可能终结。
资本制度的全球化并不能消除灾难、剥削、压迫和战争，特别是在广大的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
人类小康、世界和平和剥削、压迫的消亡仍将是长时期至少一两个世纪的奋斗目标和艰难任务。
于是，刺激、鼓舞或颓废人心的各种非装饰性的艺术又仍将存在，并可以不时引起大小波涛。
当前各种前卫艺术、行为艺术、概念艺术有提示丑陋现实的抗议作用，但它们与美感双螺旋是否还有
关系和它们缺乏艺术对人的长久影响，从而失去美学品格，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但这两个方面——审美文化和当代艺术都已被资本社会严重商品化。
艺术和审美都被市场经济所控制，包括“反抗”的艺术也如此。
艺术作为广告炒作的对象成为被制造出来的消费，包括现代旅游“事业”使自然也成为被制造出来的
商品，成了同质性的“古碛”、寺庙和解说词。
人在“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即电脑附件和drugs幻象的生存中，歌唱如念咒，文乃哲学，不断
失去生命和情感自身。
实践美学提出“美感双螺旋”和“人的自然化”等等，正是追求在散文世界的生活无聊中如何可能保
存理想和热情。
它希冀第二次文艺复兴，在探求审美趣味和文化时尚中再次找寻自然和人性。
从这段关于“艺术终结”最新论述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面对欧美的思潮真的不能亦步亦趋，
而是要有中国学者的“心胸”、“眼光”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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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艺术终结”的研究性专著。
上篇全方位解析了关于艺术终结的诸多理论问题，对“艺术终结论”、“艺术史终结论”、“艺术家
死亡论”、“审美经验终结论”、“艺术理论终结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因后果和内在困境
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下篇是艺术实践的部分，深描了与艺术终结相关的“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
大地艺术”和“电子艺术”的美学特质，进而对“艺术终结于何处”及其美学后果进行了多元化的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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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中华美学会事秘书长，国际美学协会会员，《
美学》杂志主编助理，曾借调到中国文联《美术》杂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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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终结之后>>

书籍目录

序　导言　艺术的历史限度　上编　艺术终结论的美学沉思录　　第一章　“杜尚难题”的谜语特质
　　　一、1917年：小便器变《喷泉》事件　　　二、在“后现代”视野中重审“杜尚难题”　　　
三、杜尚的“反艺术”引发“艺术终结”　　　四、“杜尚难题”的多元衍生问题　　　五、观念、
极少、波普、行为和装置艺术的解答方式　　第二章　“艺术”两度终结了吗？
　　　一、1828年：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的宣判　　　二、1984年：丹托《艺术的终结》的宣言　
　　三、终结≠终止：“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　　　四、终结于何处：“哲学对艺术的剥夺”　　
　五、丹托与他的批评者们的交锋　　　六、反正两题：“丹托－卡罗尔之争”的美学意蕴　　第三
章　“艺术史”还有历史吗？
　　　一、1981年：菲舍尔《艺术史终结了》的宣称　　　二、1984年：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
》的反诘　　　三、1984年：丹托《艺术的终结》里的艺术史　　　四、终结≠结束：悖反“线性的
进步观念”　　　五、丹托的“艺术史叙事模式”三段论　　　六、卡里尔的“艺术史撰写原则”新
论　　第四章　“艺术家”死了吗？
　　　一、“艺术家”是如何诞生的？
　　　二、变异的“趣味美学”与“天才观念”的出场　　　三、1966年：福柯《词与物》里“人的
终结”　　　四、1968年：从福柯“何为作者”到巴特“作者之死”　　　五、博依斯的“人人都是
艺术家”的年代　　第五章　“审美经验”终结了？
　　　一、杜尚之后“康德美学”的二律背反　　　二、1964年：迪基的“审美态度的神话”　　　
三、由古至今：“传统的说明”与“寓意的说明”　　　四、1997年：舒斯特曼的“审美经验的终结
”　　　五、终结＝恢复：回到“一个经验”的审美经验　　第六章　“艺术理论”的终结？
　　　一、艺术的“解光晕化”匹配“坏的审美时代”　　　二、理论的角色切换：从“阐释者”到
“立法者”　　　三、1964年：丹托独创的“艺术界”理论　　　四、1974年及其后：迪基修正前后
的两种“惯例论”　　　五、欧美“分析美学”在当代缘何衰微？
　　　六、走向“自我解构”的今日艺术理论　　第七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康德美学的黄昏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结构性描述　　　二、交锋Ⅰ：“生活实用的审美化”对“审美非功
利性”　　　三、交锋Ⅱ：“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四、交锋Ⅲ：“日
常生活经验的连续体”对“审美经验的孤立主义”　下编　艺术趋向终结的绵延之途　　第八章　从
波普艺术到激浪派：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　　　一、达达派先驱：“现成物成为艺术”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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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　【附录】当图像“解码”成为信息：从电子艺术的美学谈
起　后记　徘徊在艺术与哲学的“交融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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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个结论的前半部分是克劳瑟的，后半部分是丹托的，前者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
但这不能让克劳瑟满意，特别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本性的理解更引起其不满。
其实，20世纪艺术逐渐将自身耗尽，这种达于极限并不能成为对艺术“创造性”和“历史发展”的约
束。
照此而论，现代主义实际上应被视为是弯路一条，从标准艺术偏见里面走出的弯路。
通过这条弯路，丹托所指出的艺术走向“逻辑极限”的事实，也只是对“艺术界限”的约束，它虽然
导出了“何谓艺术”的问题，但是，艺术的创造和发展的可能性却不能因此而耗尽。
丹托对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看法，所持的仅仅是一种“准哲学”的视角。
的确，现代派艺术运动提供了相互差异的、彼此排斥的关于何为艺术的定义，由此也体现了相互对抗
着的哲学观念的冲突。
然而，丹托却完全忽视了一种“决定性的结合”，那就是现代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因为，现代派艺术家们发现的只是一种扩张艺术疆域的愿望，而同20世纪所提出的艺术哲学理论出现
了裂痕（这些理论多为哲学家而非艺术家所为）。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涉及到艺术的传统的“假定功能”。
当丹托认定电影和摄影术的出现击败了艺术的模仿功能的时候，其实恰恰相反，这并没有使艺术陷入
到哲学质问的危机里面，反而是一种解放，模仿至今仍是具有决定性职能的。
由此推演，丹托又忽略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连贯性。
所以，丹托的理论显然是“非哲学决定性的”。
再来看关于历史的理解。
具体而言，这里克劳瑟指向的是——丹托将后现代艺术与后历史加以等同的暗指趋势。
克劳瑟通过对沃霍尔晚期现代主义、极少主义艺术和观念艺术之间延续性的解读，加之以对后现代语
境里的超现实主义和新表现主义的变化的描述，来试图证明（起码是期待）未来的后现代艺术不是断
裂，反而是延续，或者说，将更少地批判正统话语转而用新途径去印证正统话语。
那么，我们跳出来看，克劳瑟在这里所期望的后现代艺术，还是后现代的吗？
丹托的后历史的指向是明确的，但克劳瑟的后现代的未来指向却是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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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来自一个小城，还“挺有文化”的小城。
我的家，离那位80年代曾风云一时的马原，就是那个唱和着“冈底斯的诱惑”的先锋作家的家，也就
几百米远。
在我家方圆几里内，出现了好几位颇具实力的小说家、诗人、书法家和篆刻家，这也真是怪事。
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有一份对艺术的敏感。
或许，从父亲写在墙上那些未被风雨洗尽的魏体美术字标语上，懂得了“书法”；从父亲那装订了几
大册的手抄文革歌曲集里面，懂得了“音乐”；从那箱母亲用梅兰芳邮票换来的旧版小人书里面，懂
得了“美术”，从父母那本发黄的《水浒传》里毛泽东对宋江“投降”批评的言论中，懂得了“艺术
还要批评”⋯⋯所以，父亲给我起名叫“悦笛”，大概也有“美的启蒙”之意味吧。
很自然，与许多同年龄段的孩子一样，从小时候用父亲剩下的颜料涂涂抹抹，到美术启蒙课上总是要
“标新立异”地多画些什么，直至参加了美术组开始做木刻、画国画，艺术真的是为我开启了“一扇
门”。
后来，真的以为自己成为了“小画家”（可以拿着画笔在地上“画满窗子”），也连连能在地区性的
画展上获奖，现在想起真的有趣。
据说，那些富有“童趣”的画至今还为母校所藏，公正的说，这些儿童画谈不上什么技巧，但是我却
往往能以飞到“九霄云外”的想象力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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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同自然一样，都是人类本来意义上的家园⋯⋯艺术绝对不是常人认为的玩
物，而是和谐之源，从中流出的，是涌动不息的生命之泉，只要接触艺术和欣赏艺术，这富有生命活
力的甘泉便会滋润干渴的嘴唇，使心田之苗茁壮成长。
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和谐的和发展。
完美的人。
如果一个社会由这样的人组成，整个衬会也就成为和谐的社会，.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能生出
义化之子，如果与芝术离异，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会变成文化的沙漠。
”“列艺术的创造、接受和欣赏.是种高级的文化素质..而获取这种素质的重要捷径，就是艺术教育。
”“当今方兴未艾的综合艺术教育或生态式艺术教育⋯不仅注重各门艺术之间的对话、交叉和贯通.还
注重艺术精神向其他学科的渗透。
实施综合艺术教育，我国是最有优势的。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教育传统，完善和发展综合艺术教育，造就高素质的人才，正是开发这
一套《艺术教育前沿论丛》的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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