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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覽　　1976年，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對藝術的嚴厲審查和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都放鬆了
。
與國際藝術界隔絕十年後，蜂擁而至的西方藝術概念攪動著中國藝術界，行為藝術是其中之一。
　　自20世紀80年代中始，「行為藝術」、「行動」、「行動藝術」、「行動展現」、「藝術行動」
、「表演藝術」、「身體藝術」等術語一起出現，說明對這種身體展示形式的定義並不穩定。
然而，這些不穩定的術語，都把重點強調在行為展示的過程和藝術家的自身體驗上。
與此同時，還引發出涉及觀眾身體角色的爭議。
本書還討論作為表達和體驗媒介的藝術家身體的感知方式。
通過對行為藝術作品及其背景的研究，嘗試給行為藝術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定位。
　　過去二十年間，行為藝術的背景已經發展，本書大致勾勒出幾個行為藝術的發展階段和藝術家的
圈子，主要有北京的藝術圈，以及在杭州、上海、成都、廣州、武漢、蘭州等地的藝術家團體。
同時還研究身體在中國當代行為藝術中所起的作用，並著重討論身體在行為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
響。
研究身體與展示場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強調身體在行為藝術中的重要性。
　　在繪畫、雕塑、攝影、影視錄像等中國當代藝術中，身體一直是一個重要論題。
一些裝置藝術和表演藝術的表達形式跟行為藝術中的特定時空，以及以人物為中心的特點相似。
當與其他藝術形式比較時，究竟身體在行為藝術中的作用有多重要呢？
首先，行為藝術不像其他藝術形式有一個嚴格的劇本，雖有藝術家聲稱會事先測試一下道具或設施的
效果，但在實地創作之前很難做排練。
當行為展示進行時會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事，導致即興的臨場發揮，這與其他藝術形式有所區別；其
二，行為藝術中的身體既倚賴於場域又受限於場域，身體和場域共同構成傳達信息的因素，藝術家的
身體吸引並激起觀眾對所傳達信息的反思，身體語言述說得越清楚，行為展示過程所傳達的信息就越
有效。
　　本書研究焦點是身體在中國行為藝術史上的作用。
行為展示時，身體在真實的時空中行動，這個經歷就成為一件藝術作品，藝術不僅僅是一個最終成品
，而是一連串身體表達經驗，這在80年代的中國仍是一個新的概念。
藝術家的身體所經歷的整個創作過程，沒有人能分享他或她在創作過程的相同感受，也許正是這種身
體的獨自經驗吸引中國當代藝術家對行為藝術創作著迷，讓身體親自去體驗是行為藝術的焦點和目的
之一，筆者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中國行為藝術中處理身體的方式理論化。
第二個研究問題是，在不同時期他們在行為藝術裡處理身體的方法有何不同。
作為一個20和21世紀的流行題目，如何將中國行為藝術裡的身體作用和攝影、錄像、繪畫、雕塑等藝
術形式裡的身體作用加以區分，這是本書探討的第三個問題。
　　本書不用傅柯（Foucault）以身體為權力載體的分析理論為框架，反而從相反方向出發，對每個
藝術作品裡藝術家的身體特徵，以及觀眾的身體都做仔細研究，並將相似的身體語言或者相似的主題
進行比較，重構出一幅新的有關中國行為藝術在過去二十年間如何發展的畫面。
並討論有關身體作用的特別問題，嘗試去確定自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身體在中國行為藝術中所起的
作用。
探討身體在相關場域展示行為作品時所起的作用。
在展示過程中，身體受場域限制也在考慮之列，身體被當作與當局討價還價的工具或武器將與其他次
文化現象一起討論。
（本文為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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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書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以來的中國當代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的發展軌跡，對於藝術家們
用身體語言來表達思想的做法，最常用的術語叫「行為藝術」。
　　目的是深入研究藝術家們的身體在中國行為藝術中所起的具體作用。
探討身體與場域的關係，展示中國行為藝術的發展過程，比較相類似的行為藝術作品的內容和身體語
言，主要涉及肖魯、吳山專、舒陽、潘星磊、宋永平、艾未未、張洹、楊志超、朱發東、李暐、蒼鑫
、高氏兄弟、展望、何雲昌、李海兵、羅子丹、孔永謙、林一林、王衛、宋冬、邱志傑、尹秀珍、王
晉、楊曦、鄭連傑、王楚禹、劉瑾、肖雄、琴嘎、劉韡、石青、張慧、烏爾善及聯合現場的作品。
　　本書焦點是探討中國行為藝術家的角色與身體之間的衝突，這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文化的，甚或
是政治的，可見藝術家用身體來表達思想的形式，已與中國同時期的其他藝術形式一起發展提升，展
示了中國行為藝術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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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6年，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對藝術的嚴厲審查和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都放鬆了。
與國際藝術界隔絕十年後，蜂擁而至的西方藝術概念攪動著中國藝術界，行為藝術是其中之一。
　　自20世紀80年代中始，「行為藝術」、「行動」、「行動藝術」、「行動展現」、「藝術行動」
、「表演藝術」、「身體藝術」等術語一起出現，說明對這種身體展示形式的定義並不穩定。
然而，這些不穩定的術語，都把重點強調在行為展示的過程和藝術家的自身體驗上。
與此同時，還引發出涉及觀眾身體角色的爭議。
本書還討論作為表達和體驗媒介的藝術家身體的感知方式。
通過對行為藝術作品及其背景的研究，嘗試給行為藝術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定位。
　　過去二十年間，行為藝術的背景已經發展，本書大致勾勒出幾個行為藝術的發展階段和藝術家的
圈子，主要有北京的藝術圈，以及在杭州、上海、成都、廣州、武漢、蘭州等地的藝術家團體。
同時還研究身體在中國當代行為藝術中所起的作用，並著重討論身體在行為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
響。
研究身體與展示場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強調身體在行為藝術中的重要性。
　　在繪畫、雕塑、攝影、影視錄像等中國當代藝術中，身體一直是一個重要論題。
一些裝置藝術和表演藝術的表達形式跟行為藝術中的特定時空，以及以人物為中心的特點相似。
當與其他藝術形式比較時，究竟身體在行為藝術中的作用有多重要呢？
首先，行為藝術不像其他藝術形式有一個嚴格的劇本，雖有藝術家聲稱會事先測試一下道具或設施的
效果，但在實地創作之前很難做排練。
當行為展示進行時會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事，導致即興的臨場發揮，這與其他藝術形式有所區別；其
二，行為藝術中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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