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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在中国遭受拒斥原因之分析

作者：孙兰花 简圣宇  来源：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

摘要：行为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本该在艺术史上处于重要地位，然而当它登

陆中国之后，却遭到了高雅艺术审美和通俗大众审美的双重拒斥。这一现象，与其“表

现的失当”和“过度的解构”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将对此进行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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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艺术是西方于60年代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态。在传统艺术中，作者

几乎只能构造出由绘画、雕塑之类艺术作品组成的静态的、单一的艺术表现空间，而且

进入消费主义社会后，艺术品还被纳入资本消费机制，庸俗功利地在市场上贩卖。出于

对此的强烈不满，行为艺术发起者们把各种现代主义艺术传达方式加以整合、移置和转

化，力图以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实现对传统艺术样式、表现手法的扩展乃至颠覆，

以及以具有“不可留存性”的“行为”这种艺术形态，来坚决反抗艺术被以“艺术商

品”形式典当为美元的资本机制，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本该由于自身的艺术品质

而在艺术史上取得重要地位，然而现实却是它陷入艺术分类、界定的困惑争议之中，对

于它究竟是一种先锋艺术还是徒具艺术称谓的“伪艺术”，人们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当

它于20世纪80年代末登陆中国之后，更是在华夏大地上引起了虽不定期却影响巨大的喧

哗和“哄动”，成为艺术界及社会大众激烈讨论的话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以

“先锋”、“前卫”姿态登场，其它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至少还能够毁誉相参、褒贬各

半，然而行为艺术却几乎受到了来自艺术理论界和普通社会大众“一边倒”的不屑以及

责难。可以说，在现代主义艺术各流派中，得到压倒性多数的负面评价的，而且是遭到

高雅艺术审美和通俗大众审美双重拒斥的，目前只有行为艺术。 

 

  对于这种拒斥事实本身，理论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做出了可贵的探讨，不过在探讨

过程中，时常有清醒的理性分析让位给情绪化的道德判断的倾向，使得尽管批评声势浩

大，但最终没有做出学理上的细致阐析。那么行为艺术面临接受危机的深层原因究竟是

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两方面找到答案： 

 

一、艺术表现的失当 

 

  就表现形式层面上看，行为艺术在进行意图传达时，其所选择的传达机制首先便出

现了严重偏差。它不切实际地试图以常态模式来表现自己的异质内核，这就导致它的艺

术意蕴的指向发生混乱，让审美者（特别是普通大众）在欣赏时不自觉地被误导，往往

没能用适当的评价标准对其进行审视。 

  如曾经在南京举行的《人·动物：唯美与暧昧》行为艺术展中，有一个艺术展作品

叫作“五月二十八日诞生”，内容是一名裸体男子钻到一头已被杀死并被开膛破腹的牛

肚子里，再由另一个人把该男子缝在牛肚子里，然后裸男再持刀用力割破牛皮跳出，最

后将大把的玫瑰花瓣撒向空中。 

 

  假如这个行为是以现代绘画或雕塑的形式表现的话，审美者至少还能在进行审美接

受之前做好相应的心理预期：我将要见到的作品是与现实生活存在着距离的一种现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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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是行为艺术却是以介入审美者日常生活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从大众的视角看去，

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行为艺术似乎是一种传统街头话剧的现代变种而不是现代主义艺

术。结果此类旧有的经验积存自动做出的反应，直接致使大众的审美判断发生误置，引

起公众的误解和不满。如当时公园里的老人的抱怨就很典型：“这也是艺术呀，真是看

不懂，简直是荒唐！”。(1) 

 

  须知，在大众的固有认知模式中，现代主义艺术是“异己”的，而传统才是“亲

和”的。看不懂本来就“看不懂”的现代主义艺术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大不了，然而看

不懂行为艺术这种具有“传统艺术”幻象的艺术，那就是对他们审美自信的一记钝击，

因为这种审美过程非但没能成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肯定性应答，反而是对自己的蛮横否

定，大众要当然拒绝相信他们竟然无法理解行为艺术这种“传统艺术”。于是行为艺术

在无形中就站到了大众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它的艺术言说体系对他们而言成为一种恶意

的愚弄和挑衅——它居然不遵循“传统艺术”的言说规则来进行表达，而是作为一个陌

生的所指，让大众无法真正抵达。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自然很快不仅使行为艺术的优势

在受众的误判中化为乌有，并且使大众在深感遭愚弄的震怒情绪里给予它强烈的拒斥。 

 

二、艺术的狂欢或葬礼：过度解构之后的价值迷茫 

 

  如前所述，行为艺术由于自身传达机制的严重偏差，致使它在注重感性体验的大众

审美中丧失民众的认同，而它在强调理性分析的艺术界也饱受排斥、唾弃，则是因由其

内在的致命缺陷所致——对“生命的尊严感”的恣意亵渎。 

 

  “艺术”一词，其实所蕴涵的潜在指向就是“尊严”与“崇高”，即艺术必须直接

或间接地彰显出自己作为伟大生命创造物的耀眼光辉，投射出“此在”的存在结构中

“人性的深度”。由于受到自身能动力量的局限性和个体生命有限性的制约，人在现实

世界里的实存状态很难达到真正完满的程度，而与此同时，人类心灵对完美生活的欲求

却又指向着无限大的领域，这导致两者之间的意向性所指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有时甚至

会变得不可调和。此时，艺术世界就正好为自认为卑微而匮乏的生活着的人们，提供了

一个能够“悬置”现世矛盾和不快感情，寄托自身丰富审美理想和精神追求，以及从中

获得健康、积极的精神动力的场所。所以人们需要在这一审美维度上寻找到自己现世存

在的思想和感情支点，让内心膨胀的私欲在神圣的艺术殿堂中得到化解，从而得到摆脱

及超越灰暗人生的勇气和力量，并最终在审美活动中卸下压抑身心的现实重负。这样一

来，在艺术理论家的期待预设中，尽管现代艺术可以表现情感判断的零度状态，也可以

展现人生的平庸、虚无与荒诞，甚至可以尽情嘲弄既往历史和社会现状，但无论如何，

底线始终不容置疑地存在着，即艺术绝不能解构、否定作为艺术根基的审美尊严感和高

贵性。一旦根基被毁，艺术就必然坍塌。 

 

  达达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荒诞剧等现代艺术，尽管灌注着激烈的反叛精神，然而

它们的言说基质始终是不变的，那就是要呼喊出作为一个怀有高贵生命的人，在异化社

会中的愤懑和痛苦。可中国的行为艺术实施者们却偏偏多以亵渎“生命的尊严感”来起

家，直接挑战事关自身合法性的底线，如此一来，他们艺术自杀的宿命怎么能不在一开

始时就注定了。 

 

  如同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南京举行的“人·动物：唯美与暧昧”行为艺术展中，有一

个叫“尤物之吻”的参展作品，其内容就是由一名裸体男子在玻璃缸内疯狂地把活生生

的小鸡一只只折磨致死。此外，在另一些行为艺术表演中，更有把死婴炖熟了放在盘子

里啃吃的，以及把“人油”灌进死婴嘴里的种种恐怖表演。(2) 

  在这里，艺术和非艺术（甚至的反艺术）的界线被抹杀，行为艺术执行者不是把艺

术激情而是把感官刺激推向最大化，结果鉴赏者非但没有生发出对审美对象，以及创造

   



审美对象的艺术家的崇敬之情，相反，这种表演者神经质的病态举止和对鲜活生命的残

酷蹂躏和毁灭，反倒深深地被惊吓，被激怒。更何况这还导致以“追求艺术本真的崇高

美，反抗资本腐蚀机制”为初衷的行为艺术，可悲且可耻地沦为庸俗猎奇者玩赏的对

象，堕落为资本消费的同谋（据报导，有许多西方猎奇者以上千美元的收购价格，鼓励

中国的“行为艺术家”把自己的龌龊表演摄录下来出售给他们(3) P14-15），这怎么能

不让中国艺术界的理论家和艺术家寒心。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艺术的真正使命不在于满足大众一时的好奇与娱乐目的，

而在于通过它使人认识到真正的人性真相，使人通过艺术倾听到超越存在的声音。(4) 

P71 也就是说，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可以千变万化，但对生命的尊严感的敬畏与对现

实的哲理观照却不可失却。艺术如果从精神的高尚中缺席、后撤，那么其高贵的批判气

质就将无所依托，只能在“看”与“被看”的病态狂欢里丧失殆尽，沦为艺术的叛徒，

从此遭到审美者的无情拒斥。 

 

  因此，国内的行为艺术者若真的打算获得艺术界以及社会大众的认同，而不只是在

短暂喧哗之后草草退场,那就确实需要认真地进行一番反省，仔细考虑艺术作为人类时代

精神和审美理想代表，究竟潜在地指涉着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只有复归其发轫时的庄

严批判立场和诗性精神关怀，行为艺术才有可能挣脱现有困境，并最终重新获得坚实的

价值依托，真正以反抗存在异化的艺术先锋派别立足于中国艺术界。否则，恐怕他们最

终只能被当作反面典型载入华夏艺术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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