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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探索与创新的社会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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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创新受到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等社会

条件的制约。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

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宽容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展开正常的艺术批

评，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艺术创新；社会制约性；艺术批评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要发展，就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然而，人

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探索和创新，探索和创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不顾民族文化、

道德、法律的制约，热衷于展现黄色的、淫秽的主题和出格行为等等所谓的探索

和创新，既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制约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

的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艺术虽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等特点，但它必定受到社

会存在的制约。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只能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进行。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复合体，经济政治文化又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的变

化受到其它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的变动必然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文化的发展

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单刀直入，也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畸形发展。

文化是由科技、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组成文化的

各因素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因此，作为文化因素之一的艺术的探索和创新，

不能不考虑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往越来越

密切，相互碰幢越来越激烈。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艺思潮对我国文艺的影响，是

摆在我们面前而又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对待外来文化应

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艺术探索、艺术

创新中，一些人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对外来文化全盘照搬，机械模仿。近几年，

对我国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消解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

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把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作品

与非艺术作品、艺术与生活等同起来，取消艺术的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是

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下，艺术领域出现了

以消解民族文化、道德，甚至法律为时尚，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

浮躁、刺激、自我抚摩、回避是非、消解道义、逃避责任、告别崇高、低俗化、

庸俗化等有所抬头。前几年,行为艺术极端化比较突出，吃死孩子、烙印、植皮、

把人脑制成脑浆到超市去卖、男女裸体摞在一起等行为被赋予了艺术的意义。近

几年，也出现了《@41》及把自己的女性外阴特写照公开展出的事情。搞笑要有

一定的限度，超出一定度的搞笑就会走向变态。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能看到

一些搞笑走向变态的“艺术作品”。如可口可乐广告竟是在卫生巾上用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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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颜色涂上可乐瓶的图案；红艳艳的双唇张着大嘴的男性小便池；男青年戴着镶

有丰满“乳房”的围巾，女青年穿着织有逼真“男性生殖器”的裤子……。任何

事物都有它的“度”，一旦超出了它的“度”，就会走向反面。任何民族的艺术

都有其文化积淀。脱离文化的艺术是悬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有其丰

富的文化基础，有重伦理道德、重人格修养、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而极少数行

为艺术家搞的所谓“行为艺术”与我国的道德、法律相悖，实属“垃圾文化”，

丑恶行为。当某行为艺术家食死婴、喝男性生殖器泡的酒的行为公布与世时，连

外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前卫艺术的大胆堪称世界之最。康德告诫人们应该从

艺术中看到道德的责任。如果艺术没有道德的责任，就会变成社会的毒素。 

离开民族文化民族道德，以艺术的名义，进行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为了名和利。 “人们越

来越清楚地发现：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生效’。艺术的背后是金钱。金钱是酵母，

是春药，是动力，是手段，更是目的。金钱的魔力人人皆知。金钱不仅可以使艺术家变得艳

俗，同样可以使批评变得浮夸。……美元、市场才是衡量艺术家成功的标准。艺术家成功了

肯定有钱，最有钱的艺术家肯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家。于是，按照这种‘现钞主义’价值原则，

吕澎的‘90 年代艺术史’在一些人眼里，自然也就成了变相的财富论坛或者类似财富排行榜的

化名册”。“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政治波谱、玩世现实主义等品牌化艺术以及至今仍在‘倒
卖’中国古董的艺术家的的一些作品已成为西方艺术大餐不可缺少的中国‘春卷’。……它部分

地满足了中国艺术家渴望与西方交流、对话的欲望，并使一些艺术家一夜暴富或步入小康”。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国内某艺术批评家“面对当时正轰轰烈烈的中国前卫艺术用最不招人

喜欢的腔调说：中国前卫艺术家都是倒爷”。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优秀的艺术作品以美的感染力来教育人民，鼓

舞人民，号召人民，动员人民。落后的腐朽的黄色的淫秽的艺术作品是污染社会，败坏道德

的毒源，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离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所谓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是艺术发

展过程中的毒瘤，其危害性不可低估。如不坚决抵制，就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艺术探索、

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不能因为存在一些背离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甚至法律的“艺
术”行为，就全盘否定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协第七

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

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创作出更

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担当起重大的社会责任，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是党和人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

期望。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积极反映人民心声，反映时代发

展的步伐和趋势，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现，

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头和生命力所在。  
  二、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

度是错误的  
  后现代主义宣扬“当代艺术可以乱搞”、鼓吹“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
否定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鼓吹艺术创作无须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艺术作品也

无须反映事物的本质，只要反映生活的瞬间就行。离开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和法

律相悖的极端的“艺术”行为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在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的负面影

响所致。在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负面影响下，有些艺术家没有崇拜对象，没有权威，主张

艺术创作无禁区，无规则。他们敢于向优秀文化、道德、法律挑战，自认为吃死孩子、植皮、

放血、烙印等是在艺术探索，是在艺术创新。对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中存在的不良现象采取

放任自流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蔓延。  
  担心对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批评会影响艺术发展，主张不要对艺术创作进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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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让社会和观众去判断、取舍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发展就象“大浪淘沙”，
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作品终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作品终会淘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淘“沙”？
是通过争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淘汰落后的腐朽的因素，还是让极端的“前卫艺术”随心

所欲的蔓延。认为艺术创作只对艺术家的内心负责，不必背负沉重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同样

是错误的。艺术只是表现，只对自己负责的观点与发展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

道而驰。  
  担心对极端的前卫艺术的批评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认为“批评就是宣传”，因而放弃批评

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认为在极端的前卫艺术作品未公开之前，民众在未知的情况

下，最好不要报道它，批评它。如果报道它，批评它，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笔者不同意

此种观点。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  
  认为本来清楚的概念和问题，经讨论后反而变得五花八门，越来越不清晰，因而主张对

流行的某些艺术思潮不去讨论，不去争鸣的观点，实质上是逃避的表现。对文艺思潮展开讨

论，势必引起各种观点相互争鸣。通过争鸣，才能统一认识，才能防止和克服错误思潮的影

响和侵蚀，才能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认为讨论使问题越来越糊涂的观点，在于只看到

讨论的某一阶段，而没有看到讨论的全过程所致。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艺术探索中出现的有悖文化、道德、

法律的行为应展开争鸣和批评，引导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是正直的艺术批

评家、艺术评论家的责任和使命。  
  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  
  对待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不是反社会，反人类，反道德的艺

术探索，都不应该横加干涉，但正常的艺术批评，还是应该具有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只有

通过争论，通过说理斗争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待艺术探索要以冷静的态度，经过较长

时间的思考，平静地面对，切不可凭着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横加指责，粗暴干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区别。道德是多方

面多层次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道德。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各行各业又有自己

的道德。艺术领域自然也有自己遵守的道德规范。社会道德与行业道德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道德是对行业道德的抽象和概括。由于各

行各业的特殊性，其道德又有独特之处。一般来说，行业道德不能违背国家民族的道德。艺

术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道德规范。从艺术发展角度

上来看，对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应持宽容的态度。但宽容不是无原则的，无限度的，宽容

应有自己的底线。  
  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探索艺

术创新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多样

性，由于艺术的特殊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艺术探索及艺术创新不同的标准。  
  有些艺术家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这些人认为艺术具

有相对独立性，超出一般人的审美能力和道德要求。艺术探索要排除一般人的干扰，不要过

多地考虑社会道德的制约。至于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的文明，那是政府的事情，不是艺术家考

虑的问题。这种观点割裂了艺术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错误的。艺术是社会的艺术，

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艺术作品只有与社会进步社会道德相一致，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保

障和动力，才具有生命力。那些与社会进步社会道德相悖，污染社会环境，消磨人们意志，

腐蚀人们心灵的艺术，肯定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前途的。艺术家个人不

是孤立的个人，艺术家创作也不是纯个人的事情。如果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成为陶冶人

们情操，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精神力量，就会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如果创作的作品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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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社会的毒素，自然遭到社会的反对。  
  大多数艺术家从社会稳定与艺术繁荣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强调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要与

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伐。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正确处理社会道德和艺术道德的关系，正确处

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创作出鼓舞人们斗志，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不朽作品是时代赋予艺术

家的神圣使命。  
  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受社会道德的制约还是受艺术道德的制约，一些人长期以来对这个

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

要受到社会道德的制约。因此，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必须考虑到社会道德的容忍程度，考虑

到民众的接受程度。但艺术又有它的特殊性，在社会道德制约的同时，又有它的自己独特的

道德。艺术探索艺术创新不仅要遵循艺术道德，而且要考虑到社会道德。艺术家寻找社会道

德与艺术道德的结合点，是艺术探索的题中之义。 
文艺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艺术创新和探索的根本保证。一切离

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的艺术创新和艺术探索，一切背离党的文艺方针的艺术创新和艺术

探索，都是极其错误的。这样的创新和探索是没有前途的，不可避免要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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