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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中国实验艺术的社会介入与审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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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0 年代中国实验艺术与中国社会的紧密互动，不仅直接塑造了实验艺术的外部语境和内容，

也深刻影响了实验艺术内在的形式与机制。实验艺术对现实主义的反叛、对现成物的使用乃至对“物

性”的颠覆，并非是对西方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行为艺术等艺术形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将艺术家

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以不同的方式内化为讲述中国问题的本土立场。同时，社会介入带来对审美

机制的不同诉求，在“反艺术”“反美学”的标签下，实验艺术从传统的独白式观看转向主体间性的

情境现场，从独立、自足、纯净的视觉感受转向开放混合、意义交织的复杂体验。然而，由于缺乏社

会影响力，实验艺术在观看机制上对“现场性”的追求实际上处于缺席状态，并最终成为一种“档案

化”的观看。 

关键词：实验艺术；社会介入；审美转向；现场性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1672-3104(2021)01−0160−09 

                                                           
 
 

一、1990 年代的实验艺术：对“实 
验性”的追问 

 

实验艺术是一个看似明确实则有很大暧昧

性的概念。广义来讲，不论什么方面什么程度上

的创新，任何一种新的艺术在被大多数人接受和

熟悉之前都可以说是“实验性”的。而当我们在

中国 20 世纪艺术史的语境下谈实验艺术，它又

指向了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艺术范式与社会情境。

通常认为，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实验艺

术，主要是指’85 新潮美术运动以来对艺术形式

和艺术风格的更新，这种更新突出表现在对西方

现代艺术的大量引进、模仿和挪用。而 1989 年

以后，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且剧烈

变化着的现实环境，1990 年代的实验艺术也从对

西方的简单模仿和借用转向对当下经历着的中

国问题的思考和表达，从相对单纯的对艺术形式

与艺术风格的更新转向探索更广阔的当代艺术

和当下社会变革的关系，即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正是因为这种互动，我们无法把 1990 年代

的实验艺术简单地称为“前卫艺术”或“先锋艺

术”，也因此在 21 世纪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的今

天，它的“实验性”仍旧对当代语境产生意义，

值得我们回望和追问。以一些重要展览作为标志

性的节点可以勾勒这段历史的一个直观轮廓。

1989 年北京的现代艺术展作为第一次全国性的

现代艺术展览，是对’85 新潮美术运动中涌现的

种种尝试(包括北方艺术群体、西南艺术群体、杭

州“池社”、厦门达达等)的一次大总结，但它更

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开启了 1990 年代艺术面向中

国问题的新方向。此次展览上最具影响力和冲击

力的行为艺术和装置作品都与政治、经济、社会

议题密切相关，比如肖鲁的《对话》、张念的《孵》、

李山的《洗脚》、吴山专的《大生意》等。艺术

史家巫鸿指出：“90 年代实验艺术的一个新方向，

即从 80 年代的大规模吸收西方现代艺术转到‘面

向国内’，从而使实验艺术成为社会批评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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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工具。”[1](82)在巫鸿的定义中，实验艺术不取

决于艺术内部或艺术外部的任何单个因素，而是

由它和中国当代艺术当中的四种主流体系的关

系决定的，即：一、直接在政府资助和指导下的

高度政治化的官方艺术；二、与政治宣传拉开距

离而更强调技术训练，并具有较高美学标准的学

院派艺术；三、不断吸收日韩及西方时尚图像的

大众都市视觉文化；四、源于实验艺术但最终迎

合国际艺术市场的“全球”商品艺术[2]。这样一

种界定从整体的视野为实验艺术划定了一个共

时的边界，提示这个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

着实验艺术和艺术家与官方、学院派、大众文化、

商品市场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1992 年的广州双年展，就从侧面反映出在这

种动态关系之下 1990 年代前期实验艺术被商品

和市场分化的处境：在自由经济和权力管控的双

重作用下，1980 年代先锋艺术的主流样式被市场

意识形态和利益逻辑所主导，成为一种迎合意识

形态期待的商品艺术，于是其先锋性、实验性也

就不再显现，不再属于实验艺术。因此批评家易

英说：“虽然广州双年展也同样为前卫艺术家所

关注，但其效果完全不同于 89 现代艺术展，不

具备那种影响力和冲击力，但却为后来的大型美

展提供了一种商业化的操作模式。无论这些样式

化的前卫艺术是否真正推向了市场，这届展览都

标志着前卫艺术被市场的招安，亦即 85 运动的

主要艺术样式在前卫意义上的完结。而 85 运动

的另一翼，观念艺术则可能作为 85 的遗产，作

为 90 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样式，把 85 的精神和

理想继续推向前进。”[3] 

大型美展对前卫艺术的主流化和商业化，不

论是在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学院标准的主导下，

还是为了迎合西方想象，都致使实验艺术转向寻

求差异化和异质性的“私人叙事”。如果说 1990

年代前期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新生代艺

术等还活跃于大型国际展览(比如 1993 年的“后

89”中国新艺术展、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等)，那么

1990 年代中后期以观念艺术为代表的实验艺术

则更多以公开、半公开乃至地下个展的方式保持

其精神的独立性。批评家黄专指出：“从媒介上

看，它开始广泛使用诸如文字、装置、身体、影

像、网络、图片及其他图像媒介，尽其可能地发

掘这些媒介在文化、历史、心理、社会和政治方

面的意义潜能，从而有效地拓展着中国先锋艺术

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内涵……这种运动从一开始

就摆脱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宏大叙事’的特征，

而与自身具体的社会和私人课题密切相关。”[4](908)

这种倾向在 20 世纪末的实验艺术展览中愈发明

显，比如，1997 年宋冬、郭世锐等人策划的“野

生”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非展览空间、非展

览形式”的艺术实验，“非展览”包含了“去中

心”的意图，27 位艺术家以各自的原生语境进行

不同形式的艺术“展示”来重新定义与观众的关

系；1999 年吴美纯、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

异形与妄想”活动在北京芍药居 202 楼地下室举

办，他们关注视觉、心理和身体感受在艺术中的

关系，对身体材料的使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同

时也将“闭门展览”的概念推至极端。 

我们可以对 1990 年代实验艺术的“实验性”

做如下概括和总结：其一，从历时的角度来说，

相较于 1980 年代的实验艺术，1990 年代实验艺

术的“实验性”是伴随着对西方艺术范式和思想

资源的“本土化”过程而发展的，对中国经验的

发掘和表达成为其实验特质中真正具有重量和

厚度的原因。其二，从共时的角度来说，1990 年

代实验艺术的“实验性”并不取决于单个的内部

或外部因素，而是在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

大众文化和艺术自身传统等多重关系作用下动

态形塑了一个边缘空间，因此组成其“实验性”

的也是处于互动之中的多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其三，相比于当代其他艺术种类而言，实验

艺术与中国社会之间有着更加紧密而直接的互

动，因此批评家更强调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艺术，

强调实验艺术的社会考察、社会批评功能。也就

是说，更关注实验艺术“表达了什么”和“为什

么表达”，肯定实验艺术的“社会性”价值。相

对而言，在“如何表达”方面，由于实验艺术具

有“反艺术”“反美学”的先锋特性，这就造成

经典美学和传统的形式分析无法有效解释实验

艺术，其“艺术性”往往遭到质疑。由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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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在实验艺术的“能指”(表达形式)与

“所指”(观念目的)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造成

实验艺术“艺术性”和“社会性”的失衡。 

然而，这也把我们引向了对“实验性”的进

一步反思：实验艺术自我边缘化的“实验性”恰

恰在于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张力。也就

是说，用公众所不能接受和认同的表达方式来表

达社会观察和社会批评。这样一来，单纯从外部

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谈“所指”，或是单纯从艺术

内部的视觉形式、审美经验来谈“能指”，都不

能有效地解释其“实验性”。这就要求我们以一

种不只是将外部和内部简单相加的方法论视角

来重新审视实验艺术的意义潜能，即不仅仅将社

会外部因素作为问题情境，而是进入艺术内部的

语义运行机制中，探究社会因素如何参与到实验

艺术的生成与观看机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还可以对实验艺术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社会历

史的特殊时刻是如何呈现于具体作品之中的？

经验的内容如何演变为一种形式？情绪和事件

如何被表达？……借助这些具体问题，我们拟进

一步探讨“实验性”背后内在的文化逻辑与美学

逻辑。 

 

二、社会介入：“背景”如何成为 
“前景” 

 

以上追问的前提是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并非

机械地从“作品”到“意识形态”，到“社会关

系”，再到“生产力”，实验艺术也不是简单地“反

映”“挑战”或“批评”社会现实。艺术形式与

社会结构之间并不表现为简单的“反映论”和笼

统粗疏的“决定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细腻的对

话。诚如艺术社会史家 T.J.克拉克所说：“艺术形

式、视觉表现的可行方法、主流艺术理论、其他

意识形态、社会阶级，它们与更普遍的历史结构

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才是我想研究的。……我想

揭示机械的图像‘反映’背后暗藏的具体意义，

去了解‘背景’(结果)如何变成‘前景’(原因)；

揭示两者之间真实复杂的关系，而不是形式和内

容之间的类比。随着历史推进，这些解决方法它

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完善和转变；每个艺术家，每

幅作品，它们都具有历史的特殊性。”[5]换句话说，

社会的“介入”不仅成为实验艺术所思考的问题，

也成为塑造实验艺术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作   

品“背景”与“前景”的转换之中，彰显其可     

见性。 

(一) “反映”的语法重塑 

实验艺术聚焦的首个问题就是对艺术“反

映”现实的重新思考。受苏联文艺观点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的文艺准则，提倡“艺术家要从现实的   

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 

实”[6]。文学、艺术界以此为指导思想创作了一

大批各门类的艺术作品。而在美术界，艺术家们

面向生活，把握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和历史面貌

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写生”。比如以上海地区的

数据为例，“自 1955 年以来，上海画家有组织地

深入生活计 27 次，人数达 589 人次，先后到达

内蒙、闽西、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浙江渔区、

云南、江浙农村、黄山、富春江、市郊及市区工

厂”[7]。在“写生”方式指导下反映现实的作品，

在题材上直接描绘国家建设的新风貌、人民群众

的劳动场景，或将更多新生事物如长江大桥、盘

山公路、汽车等融入传统绘画中；在技法上多以

写实风格呈现；在情感表现上力求朴素、易懂。 

可以说，直到 1990 年代，现实主义仍旧是

官方艺术的指导原则。然而历史是变化的，历史

中的个人是具体的，而个体境遇是多样化的，艺

术家对创作环境的感受、回应和表达也不可能如

出一辙，尤其对于实验艺术家来说，“写生”式

的反映模式已经不能真实有效地呈现他们对现

实问题的思考。艺术家徐冰曾在访谈中表达过这

种感受：“我一直在做作品，《天书》之前就做了

很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基本上是老式社会

主义创作思路过来的，直接反映生活现象的。那

个时候的反映生活，其实我感觉是和我们的时代

生活本质没有太多关系的，到边远农村去画那些

东西回来，我发现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好像离

我们时代变革核心的部分很远：那种反映成为一

种民俗考察式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发生深

刻的变化，可是整天去农村画一些老乡的棉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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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跟现实的深刻变化越来越远，这只能是一

类，不存在好不好。”[8]而要反映“我们时代的生

活本质”和“变革核心”，并不是改变创作的内

容就能够解决的，关键在于改变创作的“语法”。

因为，“你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你是一个对人类

命运关注的人，所以你一定会有问题意识，能感

受到现实的问题，而这问题一定是表现为当下特

有的，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一种新的语法来说，这种不同才能说得

到位”[8]。也就是说，正是每个艺术家现实境遇

的不同，促使他们生发出不同的时代思考，并给

他们在创作上的不同实验提供可能性。就这一点

而言，1990 年代的实验艺术绝不是独立、自足的

“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有问题”才“有艺术”。 

“语法”的改变会使得社会历史的具体时刻

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艺术作品之中。例如，同

样是负载“文革”记忆，1980 年代的伤痕美术，

以悲情现实主义的笔法直接描写“文革”期间的

戏剧性事件，表现出沉重的历史反思和对个体生

命价值的关怀，尽管着眼于大时代命运下的普通

个体，却仍然具有某种“宏大叙事”的特征。而

1990 年代具有实验性的政治波普同样是从“文

革”衍生出的特定视觉因素出发，却解构了它们

原本具有的政治含义，与其他视觉元素碰撞出不

一样的火花，比如“商标和广告(王广义)，纺织

物图案(余友涵)，性符号(李山)以及电子游戏影像

(冯梦波)”。巫鸿指出：“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政治

符号非政治化，而不是赋予它们新的政治意 

义。”[1](91) 一方面，这些元素具有典型的时代特

征——1990 年代商品经济的兴起、大众消费的热

潮、电子游戏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

面，这些元素又表达了具有个体特殊性和偶然性

的遭遇和情绪。比如说，周宪教授在分析王广义

的《大批判——可口可乐》时就指出，王广义对

于“文革”报头图案与可口可乐商标拼贴的选择，

是一种包含时代深刻必然性的偶然。虽然艺术家

在介绍自己创造过程时说可乐是偶然摆放在画

布旁才入画的，但是“如果一个画面只有被复制

的‘文革’报头图案，就会因失去与当代语境的

关联而索然无趣，所以需要一些与‘文革’图像

具有参照性功能的当代符号，由此形成一种对照

性的当代图像结构”[9](143)。而 1980 年代后期的

对外开放使得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外国品牌成为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象，“所以可口可乐

商标标识成为当时情境中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只不过王广义作画时，正巧瞥见了一罐可口可乐

而已，这就是偶然中有必然”[9](143)。进一步说，

“与‘文革’十年相比，1990 年代的中国已经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负载痛苦记忆的‘文革’

报头图像再次进入人们的视觉时，不同的人一定

会有不同的感触。深受‘文革’迫害的艺术家会

远离甚至拒斥这些图像，因为那会唤起许多痛苦

记忆；而王广义出身于工人家庭，在‘文革’中

并没有遭受因为出身而降临的诸多灾祸，所以这

样的图像对他来说并无特别的抵制情绪”[9](144)。 

因此，当作为“背景”的历史事件与集体记

忆转化成作为“前景”的视觉样式时，我们不能

忽略的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复杂语法。而对于实

验艺术家来说，以往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

等传统的艺术样式由于人类经验的长期积淀，已

经有很成熟的程式化表达，语法自由度相对来说

就比较小，所以转向材料与媒介上的融合与创新

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二) “材料”的意义潜能 

在西方 20 世纪早期的前卫艺术运动中，“现

成品”艺术成为一种重要样式，尤其以 1917 年

杜尚将小便器命名为《泉》的艺术作品为代表。

这种艺术样式在作品中部分或全部使用现成品

作为材料，引起了巨大的质疑和争论。使用现成

品作为材料的目的通常在于：其一，打破艺术与

非艺术的边界，向艺术体制发出挑战，表达反叛

性和先锋性；其二，作为一种观念艺术，排除艺

术家“技艺”的干扰，表达纯粹的“观念”。 

在中国，’85 新潮美术运动以来追求革新的

艺术家们也开始使用现成品进行创作。吕澎指

出：“80 年代末期，更为激进的艺术家为了保持

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开始把艺术探索向反艺术的

方向推进，他们——吴山专、谷文达、黄永砯、

张培力、徐冰——开始拆卸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桥

梁，或者任意添加非表达的材料。”[4](903)这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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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现成品作为“非表达的材料”打破了艺术与

非艺术的边界。 

然而，在 1990 年代许多与现实环境密切相

关的现成品艺术中，我们却可以观察到作为现成

品的“材料”非但不是“非表达”的，反而作为

“表达”特定情感、记忆和经验的不可取代的载

体成为构成艺术品存在的关键要素，发挥出巨大

的意义潜能。在这里仅举尹秀珍的装置艺术《变

化》一例加以说明。在尹秀珍的作品里，各种最

私人又最公共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物料”成为艺

术表达的关键词，“特别是那些与女性记忆欲望

有关联的私人物件：衣服、鞋子、家具、照片，

与被拆毁建筑的残余物、水泥瓦砾对峙。在折叠

与开展、凝结与溶化的静默无声中，年轻女性的

梦想世界与急剧变异社会——即是今日的中   

国——的粗莽现实之间的交战发生……对活在每

日，发现物质改善的喜悦，又缅怀失去了安宁、

感性、简朴生活的一代人来说，这种状态普遍存

在”[10]。而《变化》的关键“物料”——“瓦片”，

则缘起于 1997 到 1998 年间她和丈夫宋冬在平安

大街沿途的建筑工地上收集各种拆迁过程中的

废弃物。这个人口密集的路段上原有的房子、街

道、胡同，在短短几个月内消失殆尽。尹秀珍把

从拆迁现场收集来的原来屋顶上的瓦片排列成

一个方阵，每片瓦上都贴着拆迁场地的一幅黑白

照片，取名《变化》，放置在工地不远处的美院

附中的院子里进行展览。 

在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对于“瓦片”的使用，

并非由于它们呈现出特殊的视觉效果，而是由于

其负载了特殊的经验与意义，并且这种经验与意

义无法通过直接的视觉性来呈现，只能依靠真实

的行为与过程，伴随解释性的图片或文字，最终

凝结在材料之中。尹秀珍出生于 1960 年代的北

京，对于她来说，旧北京城的一砖一瓦组成了生

活的安定感与记忆的连续性，然而 1990 年代大

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摧毁了原有的视觉图式，代

之以新的、现代化的景观神话。在这个过程中，

也造成了城市和它的旧有居民之间的疏离与断

裂。在巫鸿对尹秀珍的访谈中，她用一个比喻来

形容自己和北京的关系：“我的感觉就像一粒小

种子，已经发了芽，但还没有破土。我想象当这

个种子成长的时候，一定会去挤压周围的泥土，

而周围的泥土也会反过来挤压这个正在发芽的

种子。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周围环境的关系——

一种挤和压的关系。”[11]巫鸿补充道：“在现实中，

包围和‘挤压’着她的是北京各种或存在着或正

在消失的空间：低矮房屋和院落组成破烂不堪  

的街区，拆毁的民宅向大街上的过客展开自己的

内部。”[11]从拆迁现场“抢救”下来的“瓦片”

成为一种艺术意象，这既是对这些消失的空间的

一种记录，也是对随着这些空间的消失而消亡的

记忆的一种保存。艺术家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发掘

和定义了自身与空间的关系。 

在这些向现实环境敞开的材料中，积淀着真

实的本土经验，而实验艺术家所做的工作，在某

种程度上说，使得这些原本不可见的经验获得了

一种“可见性”，成为可感知的审美对象。 

(三) 作为“事件”的艺术 

上述所涉及的实验艺术尽管在观念、材料、

媒介等方面进行了实验，但总的来说，其艺术形

态仍是以“物”的姿态呈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

与作品本身相分离，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最后凝结

于作品的“物性”之中，作为一个客体对象被欣

赏。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以行为艺术为

代表的很多实验艺术不再以“物”的姿态而是以

“事件”的姿态进入观众的视野。以“事件”形

态展开意味着艺术不是作为“物品”而是作为“过

程”和“活动”而存在。举例来说，邱志杰在 1992

年创作的一项行为艺术是在一张纸上反复书写

一千遍《兰亭序》，直到整张纸被字迹覆盖成完

全的黑色，构成这件作品的不是作为“结果”的

黑色纸张，而是反复书写的“过程”，这个过程

既是艺术家创作和表演的行为，也是观众观看发

生的过程。 

以“事件性”取代“物性”意味着更关注作

品发生、发展、与外部的关系及其产生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将艺术家、观众和世界都纳入事件

的要素之中，而不是按照传统的观看模式只关注

孤立的作品本身的形式与品质。作为事件的艺术

进一步打破了艺术的边界，也将 1990 年代的许

多社会问题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置入艺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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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中。从 1989 年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

上的枪击事件开始，1990 年代的许多行为艺术以

一种新闻性质模糊了本质上是虚构的“艺术事

件”与真实发生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之

间的边界。肖鲁在展览上当众向自己的装置艺术

《对话》开了两枪之后，即因扰乱治安罪被行政

拘留，枪击事件也引起了中外媒体的争相报道，

成为名留当代艺术史的标志性事件。尽管事后艺

术家发表声明称枪击行为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

“一次纯艺术的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

行为还是以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姿态强硬地

迫使社会与艺术进行对话。再如，1994 年 5 月，

朱发东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行为艺术《此人出

售，价格面议》。他身穿背后缝有“此人出售，

价格面议”字样的中山装，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

巷，直接出售自己的身体。将商品交易行为直接

置换到艺术行为当中，现实中没有完成的社会与

个人价值的交换，索性以反讽的方式在艺术中寻

找一个象征性的补偿。在这些事件化的艺术背

后，存在着既是艺术家个人也是艺术界对自身社

会存在与文化属性的困惑与探索。必须承认的

是，大多数尝试是不成功的，既没能产生艺术价

值，也没能产生社会影响力，最后仅仅是博人眼

球的戏谑性事件。 

1990 年代的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急速的现

代化的过程，作为个体存在的实验艺术家们往往

体验到的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

不均质的社会生活状态。这种状态“介入”艺术

当中的种种尝试也往往是离散而多样化、不成

熟、不完善甚至是混乱的。这也使得我们很大程

度上是在一种破碎的视界之中勾勒实验艺术的

方向和变化。但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在这个

破碎的视界之中，实验艺术家们自身所处的历史

传统、时代情境、地域环境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又

确乎显现成一股“合力”，内化为 1990 年代实验

艺术讲述中国问题时独特的本土立场。 

 

三、审美转向：实验艺术的观看 
机制及其困境 

 

实验艺术的社会介入不可避免地带来审美

方式的转变。西方前卫艺术带来的诸多变革，如

艺术对“美”的颠覆，对“感性”的颠覆，与经

典美学观念相悖的种种实践，都打破了传统艺术

的审美方式，带来审美经验上的巨变。而在中国，

这个问题又尤为复杂。 

自康德以来的西方经典美学将审美限定为

无利害的、对艺术感性形式的静观，由此建立起

艺术的自律性观点，强调审美对象的独立性与自

足性，即审美主体与外部世界相分离，艺术本身

作为独立的、自足的、意义自我封闭的对象呈现。

与经典美学相符合的是传统画廊、博物馆、美术

馆中对于艺术作品的观看方式：作品被剥离了它

的原生语境，以“对象化”和“客体化”的姿态

被观看，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审美

距离，往往造成审美主体的独白式观看，而无法

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形成真正的对话。可以说，

艺术的博物馆化建构了一种剥离外部语境的纯

净视觉。 

而当代的种种艺术实践很显然已使得这种

静观理论之下的纯净视觉越来越无法满足艺术

创作与艺术接受的需要，甚至造成阻碍和误导。

因此当我们面对以“反艺术”“反美学”等极端

姿态登场的实验艺术时，并不代表审美需要的消

失，而是审美机制与诉求发生了变化，呼唤一种

迥异于传统的观看方式。单就 1990 年代中国实

验艺术而言，首先，很多实验艺术脱离了结构化

的、正式的展览空间，代之以地下室、工厂、私

人住宅甚至广场等开放性的公共空间。比如 1998

年冯博一策划的“生存痕迹”作为“内部观摩展”

在北京郊区一个废弃的厂房中举办，1999 年徐

震、杨振中和飞苹果策划的“超市”展使用了一

个公共商业空间(上海广场购物中心)进行展览。

实验艺术在“反博物馆化”的努力中试图进入日

常生活经验的中心，提供一种与艺术所思考的问

题紧密相连的原生“情境”。其次，在这种“情

境”中，“对象”不再清晰地凸显，不再呈现纯

净的视觉性，而是以“情境化”的方式，常常是

多感官、多维度地被体验和被思考。以“超市”

展为例，30 多个艺术家的作品被包装成有完整标

签和售价的“商品”摆放在“自选商场”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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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门的售货员，观众可以自行挑选并到收银台

结账，“超市空间”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装

置空间”，其中有录像、装置、行为、绘画、摄

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交织，共同营造出当代生活

空间的一个“情境”。在这个超市情境中，并不

只有包装定价的“商品”是体现展览意图的艺术

品，而是整个空间、整个展览行为都可以视为一

件艺术作品。同时，实验艺术也往往呼唤一种直

接的现场性，从主客体分离转变为一种主体间性

的共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寻求一种直接在场的

对话与互动，最为典型的就是行为艺术。艺术家

本人的行为与观众的回应和反馈都是艺术现场

的一部分，而像尹秀珍《变化》这样的装置作品

看似也使用展览陈列的方式，但并不是艺术家个

人独白式的展览，而是在“墓地”式的沉默中邀

请参观者共同进入艺术材料的情感记忆之中，在

参观者与消失的空间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 

首先，我们应该重新定义的就是“审美”这

个概念，而不仅仅把审美限于纯形式的感性之

中。借用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审美“指一种鉴

别、知觉、欣赏的经验”[12]。杜威认为日常经验

与审美经验之间并不存在康德式的截然二分的

界限，审美经验是更加完满、连续、具备内在整

体性的日常经验，即他所谓的“一个经验”。因

此，“审美经验的包容度很大，极具弹性，是一

种缺乏明确内涵和确定外延的心理感受，它有时

涉及感性，有时涉及理性，有时涉及自然，有时

涉及艺术，有时涉及感觉，有时涉及知识，有   

时涉及评价，有时涉及意愿，包含了无数的    

东西”[13]。 

其次，实验艺术的现场性和互动性，也要求

我们将注意力更多地从艺术创作方面转向艺术

欣赏和艺术接受的层面。20 世纪的理论大多倡导

一种和审美静观、艺术自律相对立的广泛意义上

的“介入”美学。比如美学家阿诺德·贝林特就

在杜威经验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介入”

(aesthetic engagement)的理论。他在《艺术与介入》

一书中指出欣赏当代艺术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

是：“欣赏者以参与的姿态介入艺术对象或环

境。”[14](2)他用“审美场”这个概念把“审美情境

的四个主要方面——创造性的、客观性的、欣赏

性的和表演性的——结合成一个整体”[14](13)，从

而用“审美介入”代替“审美无利害”，用参与

代替静观。 

简而言之，实验艺术的社会介入所追求的是

从传统的独白式观看转向主体间性的情境现场，

从纯粹、独立、自足、自我封闭的审美感受转向

开放、混合、意义交织的复杂经验。 

然而，由社会介入所造就的追求“现场性”

的观看机制，却因为缺乏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而陷入一种“现场性”缺席的困境。1995 年，批

评界针对 1990 年代的行为艺术举办了一场学术

性的讨论会，与会者中，冷林指出：“在没有有

效传媒对行为艺术进行传播的情况下，行为艺术

采用摄影照片和录像的形式来记录，人们对行为

艺术活动过程的了解，只是通过图像材料，那么

行为艺术现场的感染力无法让人体会到，而且图

像材料本身的真与伪也尚有待判定。”[4](925)岛子

也指出：“行为艺术的理念既然是对架上绘画的

革命，扩大视知觉的媒介和语言，那么再刻意制

作成图像材料用来传播，本身就成了问题。”[4](925)

张栩则认为：“图文资料与行为本身是一个整体

的两个部分。”[4](925)总之，“行为艺术或观念艺术

在中国的生存土壤，似乎不容许艺术家追求直接

的现场性。艺术即时的反叛和挑战特征，它的社

会性和公众性，一句话，它的当场影响力统统成

为问题”[4](925)。 

而这一针对行为艺术所指出的困境，同样也

存在于装置、录像等其他非架上绘画的艺术形

式，为了保持实验艺术的独立性，相应地往往就

要牺牲大众市场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除了上

述原因以外，大部分观众仍被传统的审美方式所

影响而无法以“介入”的方式欣赏实验艺术的情

景现场，这也是“现场性”缺席的一个客观原因。

总之，由于社会影响力有限，实验艺术实际上无

法通过在场的观看机制实现其社会性诉求，而更

多的是通过图文资料作为“当代艺术史”而非“当

代艺术”进入观者的视野，成为一种“档案化”

的观看。这种“表达机制”与“观看机制”之间

的错位关系，而非社会批评的艺术诉求，其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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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验艺术自我边缘化的真正困境。 

尽管如此，当我们时隔二三十年回望 1990

年代的实验艺术，其中的种种尝试虽然已经失 

去即时的公众效应，但仍然具有作为“社会文 

本”和“艺术文本”的双重价值与历史意义。就

像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社会’从   

来不只是一个束缚个人和社会实现的‘死的外

壳’，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构成过程。其强制

力既有 政治、经济、文化形式表现，又被内化

为个人意愿从而充分实现其‘作为一种构成要素

的性质’。”[15]本文所探讨的社会介入与审美转

向，正是在社会“作为一种构成要素的性质”上，

对实验艺术与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勾勒和

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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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experimental art and the society in the 1990s not only 

directly shaped the external context and content of experimental art, but also profoundly impacted its internal 

form mechanism. Rather than a simple imitation of western modern art such as pop art, ready-made art, 

performance art and other artistic forms, Chinese experimental art, with its rebellion against realism, its 

exploitation of existing objects, and its subversion of "objecthood", internaliz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 artists lived into a "local perspective" in telling "Chinese story" in different ways. Social 

engagement also brought about a different appeal of aesthetic mechanism. Under the labels of "anti-art" and 

"anti-aesthetics", experimental art represented different demands on the viewing ways, tur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ing in the way of monologue to inter-subjective scenario on the spot, from the self-sufficient 

and pure visual feeling to an open and mixed experience. However, limited by the narrow social influence, 

experimental art, with its pursuit for "presence" in viewing mechanism being essentially in the state of 

absence, turned out to be a kind of "archival" 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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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idea of culture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ideology by which ancient Chinese quest the 

progressing rules of society, history and lif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deal state of existence. Continuity of the 

cours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s its special property of thought, interaction of “Yin” and “Yang” is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root-clinging and innovation tell its care for the reality. Traditional view of culture and 

nature deeply involves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life and realization of values, insistently reflects and 

influences social reform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of traditional view of culture and nature helps to discover the idea trait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raditional 

view of culture and nature, and to provide essent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issolving modernity crisis of  

China. 

Key Words: essence of culture and nature; the cours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nteraction of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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