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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中国先锋艺术的颠覆性很强, 它们颠覆一些传统的观念,颠覆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差异观、历史唯物主

义和消费唯物主义不能融合的对立观等。中国先锋艺术还擅长用  可商标性!的创作策略,以简洁、易辨识的类似

形象不断地重复, 提高艺术形象的可识别性, 来推广和宣传自己的作品。先锋艺术家们还通过反讽的策略, 展现不

同社会空间的过快融合所带来的矛盾效果, 记录那些抽离了语义内容的语言危机, 以反讽和掏空  语言和话语意

义!的艺术形式,让人们重新思考语言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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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艺术为了追赶西方, 想要从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很多艺术家采取了让人震惊的策略。

所以, 在谈到中国先锋艺术时, 总让人联想到这些词

语:颠覆、否定、质疑、困惑、破坏、置换、戏谑、反讽、

调侃、批判、消解、拼贴∀∀很多人认为,经过数十年

的审查制度之后,现在的中国年轻艺术家们似乎对

试探和挑战政府及公众的容忍限度着迷。挑战传

统、不墨守成规成为先锋派的标志,很多人把世纪之

交的中国先锋艺术家们的作品解读为: 除了对政府

和公众容忍限度的试探,没有任何其它意义和作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点偏颇。直觉式的感性批判与

否定,虽然喧哗热闹,却有碍于领会艺术的潜在功能

及其本质。深入其内核,我们发现,中国先锋艺术在

当今艺术表达中所起的典型作用体现在:表达中国

所思考的、感觉到的和谈论的声音。这一典型作用

通过中国先锋艺术形象塑造的颠覆性、可商标性、反

讽性等策略传达出来。

一 � 颠覆性

中国先锋艺术的颠覆性很强,它们颠覆一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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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观念,例如颠覆艺术与  原生态自然!之间的差

异观, 颠覆话语的权威性和可理解性,颠覆历史唯物

主义和消费唯物主义不能融合的对立观∀ ∀随着艺

术市场的增长和繁荣, 如果艺术家们想要成为真正

的先锋艺术家,他们必须变得更具颠覆性和耸动性,

而中国先锋艺术家们正是如此实践的。

(一 )颠覆历史唯物主义和消费唯物主义不能

融合的对立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把地球上的物

品转化为维持人类生命的物质的历史。消费唯物主

义则是这样一个体系: 在该体系中地球上的物品转

化为资本,资本不断使自己增值。这两种唯物主义

可以融合于一个社会体系中吗? 王广义的政治波普

正是对这两种主义并存状态的一个反思。  毛形

象 !系列作品也是如此。将政治形象和消费形象、

娱乐形象并置于同一画面中,抹平他们之间的差异,

颠覆两者之间的鸿沟。这些创作都是为了颠覆人们

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些传统观念。
[ 1] 78
在王广义的

一系列油画作品中,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主题同波普

艺术融合在一起。其中一幅作品 #大批判: 可口可

乐 ∃,三个工人排成一排,和可口可乐的标志并置在

一起。第二个和第三个工人只有脑袋和抬起的左臂

可以被看到。第一个工人手中紧握红宝书, 三人共

同举着一支巨大的自来水笔,笔尖正好位于白色的

Coca�Co la标志的第二个 C上。自来水笔的长度看

起来是红旗的旗杆。书和笔代替了镰刀和榔头。红

旗和上黄下红的背景墙上写满了十位数的数字,这

些或黑或白的数字可能是指某种证件号码。革命工

人和在全球最常见的公司标志,两者并置使它们的

对立感减轻,同时也颠覆了它们在人们的信念和价

值观中的权威性。

(二 )颠覆艺术与  原生态自然!之间的差异观

中国先锋艺术家们认为,艺术与原生态自然之

间的差异应该加以颠覆,艺术即是自然,自然即是艺

术。当世界迷失,只有那些通俗易懂的、原始的、自

然本真的东西才会最终留下来。而社会和语意空间

所称道的东西,则被先锋派的艺术所破坏。
[ 2] 112
徐冰

和蔡国强等艺术家使用动物作为他们的艺术主题,

而不是描绘动物。每个生命体都会出生和死亡,在

此期间它会与其他生命进行交流, 包括人类和他们

的作品。蚕虫吐丝结茧, 蚯蚓掘洞深藏。徐冰的

#蚕系列 ∃和蔡国强的 #纽约蚯蚓房 ∃正是记录动物

的生命过程的作品。徐冰 1998年在一家画廊为#天

地之际∃的展览摆上了他的 #蚕系列∃。画廊里放置

着一个咖啡桌,桌上摆放着书和杂志,墙上挂着加了

外框的图片,一台监控电视放映着蚕的生命周期,旁

边放了一台盖子打开了的录像机。蚕蛾生下的卵会

孵化成蚕虫。在这段时间里, 蚕自然地生存、吐丝。

蚕虫结茧时会把丝吐在一切物体上, 甚至包括录像

机的内部。这个作品通过一台装置来记录飞蛾的破

茧、进食和被通电杀虫棒杀死的过程。同样为了参

加#天地之际 ∃这个展览, 蔡国强创作了 #纽约蚯蚓

房∃这个作品。蔡国强将很多泥土搬运到一家艺

廊, 但他将蚯蚓放进了土里, 因此泥土里有了生命,

也就重新引入了自然。当蚯蚓开始松土并以有机物

滋润泥土时,草开始成长。在展览中,这些泥土被放

置在一家画廊里, 一部可携式摄像机记录草的生长

情况。而邻近的一家画廊里放置着通过电缆与可携

式摄像机相连接的录像屏幕, 屏幕上可以看到蚯蚓

的行动。这两个蠕虫装置艺术作品, 里面的蠕虫从

自然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中:它们不是在自然里,

而是在艺廊里生存着。但是它们继续做出特有的贡

献: 蚕吐丝,蚯蚓松土并滋润泥土。艺术家的目的在

于颠覆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界限。

火药很久之前就在中国发明,像丝绸一样,它也

是中国的象征。蔡国强在自己的先锋艺术作品中大

量地使用火药。火药是一种强烈的毁灭性工具。

2001年 9月 11日两架飞机撞毁纽约双子大厦。徐

冰从废墟收集了一袋灰尘。后来, 他用这些灰尘在

威尔士的加迪夫国家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创作了一幅

名为 #灰尘何处来? ∃ ( 2002年 )的装置作品。他在

空中喷撒灰尘,地面上有一行预先摆放的用 PVC材

料雕刻的英文字模,经过沉降,尘埃落定。取走那些

字模后,展厅里的地板上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灰和字

模下未被尘埃覆盖的箴言, 那是一句七世纪著名的

禅宗偈语: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不管是蠕虫

还是灰尘,都可以被艺术家使用, 而不会改变作品的

属性,这些作品不是通过模仿、再现的方式, 而是通

过将世界包含在内的方式、直接呈现的方式,与这个

世界产生关联。上面所提到的艺术作品一方面使用

了活着的或曾经活着的非人类的生物,另一方面又

使用了产生爆炸的火药和由爆炸产生的粉尘: 一方

面是有生气的物质, 另一方面是简单的物质。蚯蚓

和蚕、火药和灰尘, 这些都关乎自然,也关乎艺术,艺

术即自然,自然即艺术, 两者的差异被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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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商标性

商标是经济的弄潮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

要最鲜活的因素之一。商标具有不断复制、重复出

现的特点,它简洁、容易辨识,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

有利于企业的推广和宣传。许多先锋艺术家借助这

一商业策略, 来推广自己和其作品。王广义、张晓

刚、岳敏君和余晓涵等人, 以其鲜明的  可商标性 !

艺术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占有独特的位置。

(一 )岳敏君的可商标性形象:傻笑人

岳敏君创造了一个傻笑人, 他把傻笑人不断复

制、重复出现。通过他一系列的作品,这一形象在不

断重复时,由于量的增加, 而产生巨大的力量。傻笑

人成为岳敏君的招牌形象, 傻笑人变成了一种市场

策略, 如同商标在电视、报纸等媒介中迅速传播开

来,傻笑人在艺术界迅速被大家所熟知。从精神内

涵来讲,傻笑人源于传统的老庄哲学,历史上文人雅

士在面临社会问题时,常表现出无奈的状态,大多选

择了放弃。任何问题都可一笑了之, 不往心里去,从

而能够达到内心世界的平和。放弃一切可使人满不

在乎, 超然度外避免与社会的争斗,可保持内心的平

和, 总之, 放弃一切是人生的境界。从另一方面来

讲,傻笑人也折射出在社会单一文化和思想下人的

状态, 丧失头脑, 缺乏自我意识。岳敏君以哲学思辩

的方式和历史主义态度, 以  可商标性 !的艺术形

象,以轻松、戏谑、反讽的和富有感觉活力的语言,彻

底颠覆了传统美学意义上的优美、崇高等概念。他

以艺术化的方式,对我们生活中的深刻变化,表达了

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 3 ] 132

(二 )王广义的可商标性形象:  中国政治图像

+西方商标图像 !

王广义也是如此, 他的大批判系列也是采用

 可商标性 !的策略, 以简洁的图像和不断的复制,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政治图像 +西方商标图

像 !的拼贴和复制, 这种方法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有

许多效仿者,他们前赴后继,试图并置两种不同的图

像,构成一个反讽的情境, 然后以类似形象不断地重

复,增强其作品的相似性,提高其形象的可识别性。

余友涵、李山等人的拼贴画也是用的这一策略,  伟

人形象 +某些流行符号!的拼贴, 解构所谓的神圣

与正统。他们牢牢掌握着  可商标性!的传播策略,

借助政治标本这枚符号法宝,炮制成他们自己的政

治波普,因而迅速扩大其艺术作品的可识别性。

(三 )张晓刚的可商标性形象:怀旧家庭照片

张晓刚的怀旧家庭照片系列,灵感来自于文化

大革命期间的家庭照片, 利用传统欧洲超现实主义

的创作手法。他同样施行  可商标性 !策略,让他的

艺术形象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和可识别性。其家庭

人物都是沉默、顺服的情态,  大头、小手、长鼻子 !

等相近的外貌,同样被抑制的情感,同样清冷的蓝白

灰调子,只有稍微不同的发式,为辨认不同人物提供

了一丝的线索。

三 反讽性

中国先锋艺术作品还有一类重要的主题, 那就

是对语言和符号等智能体系进行抹杀和反讽。这类

主题塑造的形象着重于讽刺  话语的权威性和可理

解性 !。这类艺术形象之所以产生, 至少基于两类

不同的原因。一是对现存的语言和艺术的可理解性

的置疑、嘲讽或绝望; 另一类表现为一种智力行为:

找出符号里有多少内容或意义可以剥离出来, 剥离

之后,除了让人愉悦的东西, 还存在着多少其它东

西。
[ 4 ] 98
这种行为是一种想象力的实验:这种抹杀活

动能否成功? 世界是否会沦为空洞的形式? 艺术家

的存在、身体及动作是否足以重造世界?

(一 )对不同语言过快融合的反讽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杭州的艺术家们在

1986年到 1987年创作了一系列称为#红色幽默∃的

装置作品,这些作品以一种波普艺术的形式出现。

例如,吴山专创作的其中一个: 一间小房子的墙面、

天花板和地板贴满了印有共产主义标语、佛经箴言、

广告词、笑话和达芬奇的  最后的晚餐!的纸张, 简

而言之,影射 1980年代中国人头脑里的内容。多数

纸张都是白纸黑字,搀杂着少数红纸,它们全都被泼

上了红油漆。在漆过的红地板上有四个白色的大字

 无说八道 !,意为无人能解。这个房间被看作是文

化的喻指,喻指人的头脑, 其潜在意义为:这些毫不

相干的话语表达不了任何意义, 因为它们没有共同

意义能被同时解读。个人同语言的关系, 是从  个
人同所存在的社会空间的关系 !而来。 #红色幽默 ∃

提出,同一屋檐下几种语言的掺杂,让人无法理解。

#大批判: 可口可乐∃也暗示,革命符号和市场符号

的并置作为能指, 本身是空洞的。黄永平的 #机洗
%中国绘画史 &和 %现代绘画简史 &两分钟 ∃ ( 1987

年 ) 要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意思: 要使中国传统艺术

和欧美现代艺术空间融合, 似乎不太可能。在这个

作品中, 两本书 ( #中国绘画史 ∃和 #现代绘画简

史∃ )在洗衣机中洗了两分钟之后, 只剩下一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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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这两本书被从各自的中国和西方语境中剥离,

来和对方的空间融合,各自的意义被洗刷殆尽。在

剩下的纸浆中, 各自的物质身份及意义不复存在。

先锋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精确地展现了不同社

会空间的过快融合所带来的矛盾效果, 这些作品涤

尽了语言的语意维度。其作品通过反讽的策略,让

人们意识到情境的荒谬和空虚。

(二 )对话语意义的剥离和反讽

语言使用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他与语言关

系的不确定性。语言使用者在其中找不到自己。行

为艺术家们对此的反应是: 记录那些抽离了语义内

容的语言危机,然后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
[ 4] 102
还

有一个作品也是这一主题 ∋ ∋ ∋ 邱志杰的 #书写 %兰

亭序&一千遍 ∃ ( 1986 /1997年 )。在这个作品中,邱

志杰象任何一个书法学习者一样, 一遍又一遍地临

摹著名的#兰亭序 ∃这一 14世纪的文本。与前者不

同的是,邱的书法练习是临摹在同一张纸上的,最终

这张纸变得一片漆黑,无法阅读。艺术家重复的运

用语言,使原本空白的纸上完全被符号所覆盖,其行

为的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是晦涩和愚钝的。是因为人

们不能通过它进行阅读,读不懂符号里隐藏的含义。

这样看来,语言掩盖了整个世界,人们不能通过构成

世界的晦涩符号来解读世界, 世界似乎迷失了。

#书写%兰亭序&一千遍 ∃中的书法辨认不清,其书写

是零度的。

世界的缺失、语言意义的缺失及语言所指代的

事物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人们是孤单的。实际上,世

界的缺失是因为世界上每种物体都是用语言指代

的,语言贯穿在人们的生活中, 或者可以说看上去像

贯穿在人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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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吴山专的 #红色幽

默 ∃一样, 徐冰的装裱作品 #天书 ∃ ( 1998年 ), 展现

给观众的是书法, 而不是语意。墙上贴的是旧报纸

的卷轴,屋顶垂下来的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古代宗教

经书, 地面上铺的是以中国传统方式装订的书籍。

这些卷轴是用徐冰手工刻制的 4000多个活字版编

排印刷而成,而这些活字是参照 11世纪宋朝的风格

制造的。#天书∃中没有 #书写 %兰亭序 &一千遍 ∃中
的重复行为。徐冰不是通过反复书写来解读中国汉

字,也不是通过反复印刷来掌握汉字。徐冰的艺术

品的价值存在于这项工程本身。这项工程大约花费

了 3年,雕制了 4000个模板活字。活字雕刻、印刷、

装订、精巧的设计等,使作品每一处都十分精美。然

而几乎所有的字都是徐冰用汉字的部件重新制造的

 假汉字!,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观众会发现他们置身

于数以百计难以辨认的卷轴和无法阅读的文字中。

当个人世界里符号的意义被剥离, 留下的仅仅

是一个物质的世界。零度书写观点产生了零度创作

的观念,体现了艺术家关于社会空间及其语言的观

点。当符号的意义被掏空, 语言使用者要做的就是

 装装样子 !, 这些语言的说写听读活动都是零度

的。当书法者  手和笔的运动 !, 是为运动而运动,

写就是零度的;当一个人背诵一首诗,他不能理解其

意义而只能读出来时, 说就是零度的。在很多情境

下,我们将生活中语言的意义剥离,使语言成为一种

形式,使之沦为一种零度的符号。这种反讽和掏空

 语言和话语意义!的行为,目的是让人们重新思考和

设想语言的存在价值。

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基本上跳过了现代形式主义

的阶段。现代形式主义着重于对纯粹形式美的探讨

和发掘,这一过程的跨越, 影响了整个艺术史的进

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 现代形

式主义在西方盛极一时,而中国却跳过了这个阶段。

现代形式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它把观众的

注意力从其内容分离开来, 只注重造型形式价值。

形式主义者创造了独立于内容、信息和各种意义的

形式,这种形式仅从视觉上看就让人愉悦。然而,中

国先锋艺术家从传统的水墨画、社会现实主义直接

跳到后现代的折衷主义, 以便于尽快追赶西方艺术

发展的步伐。正是通过颠覆性、商标性、反讽性策

略, 中国先锋艺术作品在世界艺术市场上迅速蹿红,

艺术市场上先锋艺术作品拍卖的数量和金额逐年上

升, 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余晓涵、徐冰、宋冬、邱

志杰等人成为国内和国际艺术市场中备受关注的当

代前卫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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