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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在对艺术的研究中"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就是艺术研究往
往紧随文学研究" 且往往滞后于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
问题$ 新范式" 在艺术研究领域却得不到关注" 这一定程度上严重
影响了艺术的发展# 比较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样# 自 !""# 年" 波
斯奈特以$%&’()(*+,-.+*-)(*/)-%比较文学& 命名其专著以来" 比
较文学先后经历了影响研究$ 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个阶段# 在
这个过程中虽然无数次地宣布比较文学的 ’灭亡(" 但比较文学总
能克服自我研究范式的危机" 成为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面对比较文学的成长" 比较艺术学学科的建设问题也被提上议
事日程# 首先"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文明交流的频繁与广泛" 相
互之间文化交流传递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不再仅仅以文学为主" 因
此" 比较的视野也应该超越文学" 而走向更为广阔的艺术领域# 这
是比较艺术学成立的当代文化背景# 其次" 从文学与艺术领域涵盖
来说" 文学是艺术世界的一个门类" 比较文学仅仅以文学作为研究
对象" 而比较艺术是以整个艺术世界为研究对象的# 在以往" 我们
国家文学和艺术理论" 艺术学与文学学界限十分模糊" 往往只用
’文艺学( 将二者笼统地加以概括# 随着学科划分的精细" 不少学
者将艺术理论等同于对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研究的总称# 目前
高校学科将 ’广义文艺学( 划分为文学$ 文艺学和艺术学三个门
类" 其中前两者分别有比较文学$ 比较诗学等新的学科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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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艺术学还没有 ’比较艺术学( 门类# 这对艺术学研究来说
并不公平# 最后" 从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 不少学者认为比较
文学发展的必然是向比较文化和比较诗学这两个方向拓展# 如果说
比较文化昭示了比较文学在领域上拓展的广度" 那么" 比较诗学就
是在理论上呈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度# 比较艺术学的崛起正是适
应了比较文学自身发展的两个维度" 是时代潮流的必然# 艺术领
域" 如建筑$ 戏剧$ 音乐$ 美术$ 舞蹈$ 电影等更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时刻加强与海外的对话和交流" 将眼光转向海外" 从 ’他者文
化($ ’他者艺术( 与 ’他者审美观( 中获取对自我的认识" 加强
自我建设#

比较文学的发展为比较艺术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
验和教训# 比较艺术学也必将继比较文学之后" 作为另一门新兴学
科出现# 但目前" 不论是比较文学" 还是比较艺术学" 都在一个问
题上存在严重误区" 即比较的目的是什么#

有不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响应歌德的说法" 认为比较文
学的最终目的是构建 ’世界文学( %也有学者称为 ’总体文
学( &# ’世界文学( 是与 ’民族文学( 相对的一种超越民族$ 国
家界限的" 全世界共有的文学理念# 它是阐释各国文学的共同发展
问题" 是对许多国家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进行探讨" 揭示文学的
普遍规律# 虽然" 世界文学 %或总体文学& 并没有完全否定各民
族文学的差异性" 但在概念上" ’总体文学( 与 ’中心主义文学(
在实际操作与分析中却很难区别" 很容易陷入以某种类型标准为尺
度的 ’总体文学( 观点# 目前来看" ’世界文学( 或 ’总体文学(
的口号就给人一种重建 ’中心主义( 的感觉" 很容易联想到西方
中心主义$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等一系列听之令人发指的概念# 笔者
认为" 比较文学的最终走向不应该是走向 ’世界文学( %或总体文
学&" 而是在比较中突出其 ’差异性(" 在差异性中相互借鉴" 突
出各自民族文化的特色" 形成 ’百家争鸣($ ’和实生物( 的局面#
特别是在当代" 中国文学$ 艺术逐渐丧失自身美学特色" 被西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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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完全同化的情况下" 我们更不能提 ’总体文学($ ’总体诗
学($ ’总体艺术学( 等口号#

中国目前不能提 ’总体文学($ ’总体艺术学( 是有深刻的现
实原因的# 中国文化从新文化运动以来" 一直受西方文化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后又受苏俄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 在还没来得及开展传
统文化固本工作的时候" 欧美文化又洪水般汹涌而至# 整个百年"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特别在所谓的 ’后现代( 时
期" 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盛行" 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更深的冲击#
在文学$ 艺术领域也不可避免#

中国文学$ 艺术受外来冲击是从 ’新文化( 运动开始# 从清
末以来" 中国政治$ 思想$ 学术等各个方面陷入 ’万马齐喑究可
哀( 的局面# 中国思想$ 学术等各个方面都急需开拓新的范式#
一般来说" 思想$ 学术范式的更新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文化体系自
身内部的更新# 以中国为例" 文学方面" 唐代时期诗歌艺术发展到
巅峰" 至唐末五代开始嬗变为词" 而至元代又为曲" 明清时期又是
小说的繁荣期" 正所谓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 儒学方面" 儒家
学说先后经历了汉代的经学$ 魏晋的玄学$ 宋代的程朱理学$ 明代
的陆王心学" 到清代时朴学等# 西方也和中国一样" 以西方文论为
例" 西方文论对文学研究经历了以作者$ 文本$ 读者为中心的几个
过程" 先后出现了社会历史批评$ 俄国形式主义$ 英美新批评$ 结
构主义$ 解构主义$ 阐释+接受理论等# 这些都是文化体系内自身
范式的嬗变# 另一种是借鉴外来文化促使文化新质的产生" 从而引
起学术范式的更新" 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就是这样#

!0!1年" ’新文化运动( 爆发" 以陈独秀创办 ,新青年- 为
标志" 著名学人如李大钊$ 鲁迅$ 胡适等纷纷发文" 举起 ’民主(
与 ’科学( 的大旗" 对专制$ 落后的封建思想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革命" 也象征着
中国文化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转型# 在新文化运动中" 陈独秀在
,新青年- 上发文" 宣扬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 对孔孟儒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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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及一系列封建旧思想做出了讨伐# 毋庸置疑" ’新文化运动( 具
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传播了社会主
义先进思想" 使 ’民主( 和 ’科学( 精神深入人心" 涌现出了一
大批独立思考$ 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 创造了一种多元化的思想文
化氛围" 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然
而" 从文化层面来看" ’新文化运动( 及 ’五四运动( 的局限性也
绝不容忽视" 需要辩证地看待# 其主要的局限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全面否定" 而对西方文化持一种全盘肯定的态度# 在 23 世纪
23年代" 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 ’科玄之争(# 张君劢认
为" 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的价值观问题" 丁文江$ 胡适则持相反的观
点" 而陈独秀则主张在正确的唯物史观的引导之下" 可以建立科学
的人生观# 这场论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在摸索之中追寻一种
能够契合中西文化的转机# 核心问题依然是中学与西学之争的延
续# 这场 ’科玄之争(" 最终是唯科学主义占了上风" 以西方科学
主义来衡量一切" 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金科玉律" 这对中国文化研
究和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极大" 是导致了中国文化 ’失语(! 的最根
本原因之一" 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医学冲击尤为巨大#

’科学主义" 亦称唯科学主义" 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
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 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
价值归宿" 因此" 在具体运作上" 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
括哲学$ 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 特别是近代哲
学" 它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将哲学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系统
化" 并作为指导一切人文学科的标准推广开来" 因此实证性和可操
作性成为当今人文学科的一大特色# 中国本来有自己的人文学科体
系" 但 ’自 .五四/ 以来" 科学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 不仅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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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文人反传统$ 建立新文化$ 新创学术借以依赖的观念$ 工
具和方法" 而且逐渐演变成为统领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
威(#!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在评论中国绘画时指出!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 首先要革王画的命# 因为要改良
中国画" 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这是什么理由
呢0 譬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 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 发
挥自己的天才" 作自己的文章" 不是抄古人的文章# 画家
也必须用写实主义" 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 画自己的
画" 不落古人的窠臼# 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 那描
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
自从学士派鄙薄院画" 专重写意" 不尚肖物* 这种风气"
一倡于元末的倪黄" 再倡于明代的文沈" 到了清朝的三王
更是变本加厉* 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 我
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 !!倒
是后来的扬州八怪" 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 社会上却看不
起他们" 却要把王画当作画学正宗# 说起描写的技能来"
王派画不但远不及宋元" 并赶不上同时的吴墨井 %吴是
天主教徒" 他画法的布景写物" 颇受了洋画的影响&# 像
这样的画学正宗" 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 若不打
倒" 实是输入写实主义" 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这些鲜明的观点集中表达了两个思想! %!& 只有西画的写实
手法才能改造中国旧文人画* %2& 倡写实是手段" 目的是要艺术
家 ’发挥自己的天才" 画自己的画" 不落古人的窠臼(# 在陈独秀
看来" 艺术家一旦摆脱了那种卧躺于过往名家名作之上的病态" 转
为走向外部世界面对活生生的现实" 他就能获得真正的创作灵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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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厚西薄中的看法" 正是立足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对中国艺术审视
的结果# 了解中国美学的人都知道" 中国美学的特色是讲究 ’言
外之意($ ’象外之象(" 讲究 ’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 讲究 ’韵
外之致(#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美学不喜欢用逻辑性的分析和推理方
式" 而喜欢用形象化的词语对事物进行整体的概括和描述# ’例如
用 .清新/$ .俊逸/$ .雄放/$ .沉郁/ 等形容词或者用 .芙蓉出
水/$ .错采缕金/$ .翡翠兰苕/$ .碧海掣鲸/ 之类比喻语来评论
作家的风格" 用 .采采流水" 蓬蓬远春/$ .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
这样的生动画面来摹写不同的艺术境界" 用 .横云断岭/$ .曲径
通幽/$ .剥茧抽丝/$ .草蛇灰线/ 这类成语来说明写作的方法和
技巧" 而不再加以更多的解释# 即使是一些专门性的文学术语" 如
.风骨/$ .滋味/$ .气象/$ .神韵/ 之类" 也大多是从日常生活
的用语引申$ 移用到文艺评论上来的" 所以常带有某种程度的具象
性和朦胧性#(! 这种对艺术的评论话语与科学话语根本不同# 中
国艺术本应在其中展示这种 ’大美不言($ ’韵外之致( 的" 但受
唯科学主义的影响" 不仅我们的艺术评论话语走向 ’科学化($
’明晰化(" 而且我们的美学精神也 ’科学化($ ’明晰化( 了" 并
向 ’真( 迈进# 就这样" 我们的艺术中缺少了值得体验品味的
’神韵(" 缺少了一见即难离舍的 ’意境(" 也没有了让人期待想象
的 ’飞白(" 充斥我们视觉的是奇特的 ’物象( 和浓墨重彩的画
面# 发展至今日" 虽然传统艺术如绘画$ 戏剧等还得以继承" 但对
其评论的话语却多被西方取代" 甚至在美学精神上也不见了传统的
’意境($ ’神韵( 等#

因此" 唯科学主义对中国美学的冲击是中国艺术 ’失语( 的
第一个原因#

时至今日" 中国美学又进一步陷入更深的 ’失语(" 那就是
’泛艺术( 化对艺术的侵袭# 丹托提出的 ’艺术终结( 理论" 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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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解放( 的同时" 也可以说是一种 ’灾变(" 那就是泛艺术化对
艺术界限的模糊" 从而成为什么都是艺术的时代# 它追求形式的怪
异和新奇" 对天才$ 杰作和审美的价值进行嘲笑" 没有方向和意
义# 人们不再把艺术制度看作衡量艺术地位的尺度" 而是受艺术界
或者是专家系统控制的隐蔽权利游戏" ’什么都行( 成为艺术的一
个指令#

当然" 产生泛艺术的背后动力是消费主义和大众艺术的盛行#
市场经济的发达$ 物质的丰富" 消费时代的到来" 使得人们从
’物( 的需求逐渐转向 ’精神( 的需求$ ’意义( 的需求和 ’感
受( 的需求# 商品的功能性因素相当的情况下" 商品的个性$ 外
观$ 款式等 ’感受性( 内容在影响消费者购买心理时所起的作用
则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文化产业顺应时代潮流而勃然兴
起# 本来" 文化作为继科学技术之后的新的生产力是没有错的" 但
文化一旦产业化后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那就是文化产业
的媚俗倾向和娱乐倾向" 甚至艺术的 ’价值( 也由产业给以赋予#

消费主义下艺术的媚俗倾向我们可以影视艺术为例# 当代影视
艺术深受商业化的影响" 制作人在拍摄前将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作为
首要考虑" 而产出多少的决定权掌握在观众手中" 因此能不能受到
广大观众的欢迎成为决定其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金钱契约
关系之下" 影视制作者首先考虑的不是美学效果" 而是观众的趣味
和爱好# 资本盈利和观众的趣味成为主体" 导演反倒成为客体" 一
切以观众的趣味为标准" 形成了影视艺术的媚俗倾向# 作为经典的
四大名著" 在改编中也被媚俗化了# 最突出的是形象设计的媚俗#
新版 ,西游记- 中很多 ’雷人( 的颠覆性形象# 如在 ’大闹天
宫( 中" 四大天王畏畏缩缩" 临阵胆怯" 不但自己不上阵" 而且
还对上阵的九耀星君和二郎神说很多风凉话# 甚至为了保护自家的
宝贝连总统兵托塔李天王的命令都当耳旁风# 还有 ’取经女儿国(
一段" ’如意真仙( 嘴流口水" 鼻涕不断" 邋里邋遢" 让人恶心#
在 ’夺宝莲花洞( 一段中" 悟空竟捂嘴笑$ 扭屁股" 甚至为了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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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妖怪还翘着兰花指装娘娘腔# 这一切让大家想起周星驰版的
,大话西游-" 没有一点 ’经典( 的范儿# 再如新 ,红楼梦- 中人
物的 ’铜钱头( 造型很让人不可思议" 最后黛玉裸死也大大颠覆
了观众对林妹妹 ’高洁( 的印象" 等等# 这些都是媚俗倾向损害
了经典的真美#

消费赋予艺术价值的现象我们可以 ’刘令华( 事件为例# 这
个事件简单来说就是一位极有眼光的文化商人" 经过深思熟虑" 把
一位青年画家及其作品" 用千万元巨资在未来多少年内全部买断"
并且要求画家按照他设计好了的 ’创意( 和 ’选题( 进行制作*
再经过精心的策划$ 包装$ 炒作" 然后推向市场# 这个文化商人就
是 ’刘令华现象( 的总导演# 他 ’包养着($ 设计着刘令华" 设计
着刘令华的作品! 在这一 ’导演设计( 中" 画家本人也是一件
’作品(# 于是刘令华所制作的作品连同他本人" 在本质上就成为
一种 ’文化期货(# 因此" 在现代社会" 我们对什么是艺术就如当
初面对柏拉图之问 ’什么是美( 一样" 陷入了迷茫" 艺术看似不
可避免地陷入 ’终结(#

在对艺术的反叛方面" 西方艺术家走得更远# 先锋艺术家向传
统的艺术观念挑战" 首先就表现在向美挑战#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
家巴尼特)纽曼 %7()8-**9-:&(8& 说! ’在美国" 我们这些想从
欧洲文化重负下获得自由的人" 正在通过完全否认艺术和美具有任
何关系" 否认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美这类问题去寻找答案#(! 当
然" 他们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 艺术和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并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寻找到美#

先锋派艺术家最不满的还不是传达传统艺术本身" 而是传统审
美静观的概念# 认为正是这个概念使艺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从而危
及了艺术最重要的功能! 干预生活# 正由于一些先锋派的艺术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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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理论家强调在知觉意义上" 艺术与非艺术是没有区别可言的" 人们
并不要一种不同的知觉状态" 也无需用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心态
去看待艺术" 这样" 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模糊" 在他们看来正是一
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这种界限的最终消失" 也正是他们的目标# 约
翰)凯奇曾作钢琴曲 ,5644-" 他规定其演奏过程是! 钢琴家出
场" 在钢琴前翻开乐谱" 把手放在琴键上达 5 分 44 秒" 然后合上
乐谱退场# 这就是所谓 5644" 整个音乐演出过程是寂静无声的#
试问! 我们能听到什么呢0 凯奇的目的并不在于用 ,5644- 来愚
弄观众的耳朵" 而在于他企图对传统的西方艺术观来一次哥白尼式
的革命# 他不但取消乐音和沉静的区别" 认为发声的音响是有意识
的" 它处于意识的表层" 往往是浅薄的" 而寂静中的音响是无意识
的" 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类似印度佛教中的神圣境界# 凯奇说!
’艺术" 如果你想为它下一个定义的话" 那简直就是犯罪" 因为它
是和一切规则格格不入的#(! 戏剧也同样如此# 塞缪尔)贝克特
%<(&/-=7->?-**& 的戏剧 ,呼吸- %7)-(*@& 仅 43 秒" 仅有的表演
就是舞台帷幕拉开达 43 秒" 台上空无一人" 帷幕拉上时" 演出就
结束# 但仔细思考这种 ’无声(" 仿佛又和佛道的静悟有所不同"
是解释才使这种行为成为艺术#

赵毅衡教授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 ’艺术的非正常性" 是以社
会常态为必要背景" 是与正常秩序正成对比的# 有文化主流的
.正常表意/ 为背景" 艺术才能作为一种特殊表意方式出现" 这是
现代艺术 .标出性倾斜/ 的先决条件#( 他又进一步指出" ’正是
文化常态 .非艺术/" 才保证艺术作为艺术存在" 不然这个文化自
身就不能存在#(" 而泛艺术时代" 文化的常态是 ’艺术(" 那么艺
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也即死亡# 中国艺术在还没摆脱唯科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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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侵袭的同时" 又被泛艺术裹挟进更深的失语泥潭中#
如何拯救中国艺术的 ’失语(0 如何才能避免中国在唯科学主

义及泛艺术化时代中国艺术自身特色泯灭的悲剧0 这些都是我们亟
待解决的问题# 但就目前社会发展及国际文化交流的现状来看" 我
们不能像 ’民粹派( 那样固执坚守传统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 这
样不利于中国艺术的发展" 也不利于中国文化新质的产生# 同时"
我们也不能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那样完全投入西方的怀抱" 完全
抛弃自己的根底# 客观来说" 中西文化是各有所长的" 它们作为
’异质文明( 里的不同文化" 有各自产生的土壤和原因# 文化没有
高低优劣之分" 作为人类优秀成果" 我们只能相互借鉴$ 吸收" 为
我所用" 形成百花齐放的艺术争鸣局面#

基于以上论述" 本书尝试选取建筑$ 戏剧$ 书法等几种艺术进
行比较研究" 从中分析中国当下艺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探寻
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书正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 喧嚣中靓丽的返璞# 本章重点讲述西方 ’艺术终结(
论之后艺术理论界的混乱及中国当代艺术失语的原因# 最后在对比
中西艺术观念" 特别是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与西方当下艺术观念之后
提出拯救中国艺术 ’失语( 的方法" 即在艺术话语 ’杂语共生(
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美学传统# 本章从宏观上论述了本书著者的核心
观点#

第二章! 动荡中失语的典范# 本章对中西传统建筑及园林美学
特色进行比较" 分析产生其美学差异的原因# 并结合中西建筑交流
史" 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来探讨我国当下建筑艺术的 ’失
语(" 并对目前建筑失语的现状开出拯救的良方#

第三章! 碰撞中渐失的双赢# 本章重点探讨了中西戏剧的异
同" 分析其差异产生的原因# 本章在介绍中西戏剧交流时" 也重点
探讨了中国传统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影响" 是中国传统美学对当代艺
术建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客观 ’显例(# 最后" 又指出中国传统戏
剧艺术的失语" 及拯救失语的办法" 即回归中国传统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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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第四章! 风雨中最后的宁静# 本章对我国独有的书法艺术进行
探讨# 虽然" 本章没有采用比较的方法" 但通过考察书法艺术在我
国当代的美学嬗变可以发现当下书法美学所存在的问题" 即当下书
法艺术作品普遍追求奇$ 怪" 追求张力" 已不再具有传统美学的韵
味和意境# 本章最后又以书法中印章的边款艺术为例" 谈论中国书
法独特的美学特色#

本书作如此安排是有深刻原因的# 第一章" 是对中国艺术发展
做纲领性指导# 从第二掌开始" 本书每章选取一种艺术来探讨中国
当下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经验# 从当代艺术 ’失语(
的程度来说" 建筑无疑是最严重的# 现代各大都市" 除了少数边隅
之外" 几乎都看不见传统建筑的美学风格# 要么是千篇一律的包豪
斯式" 要么是奇形怪状的 ’大裤衩( 与 ’铜钱楼(# 现代建筑美学
被 ’陌生化($ 怪诞化所代替" 中国传统 ’神韵( 差不多完全丧
失# 因此" 第二章选择建筑艺术作为中国当下艺术 ’失语( 的典
范来进行探讨#

与建筑艺术不同" 中国传统戏剧虽然也经历了西方戏剧侵袭"
造成一定程度上的 ’失语(" 但在中西戏剧交流过程中" 中国戏剧
交流的文化逆差比中国建筑文化交流的逆差要小得多# 在中国戏剧
的影响下" 西方出现了布莱希特戏剧体系" 而我国也在融合西方戏
剧的基础上革新了传统戏剧" 出现了现代戏曲# 因此" 在一定程度
上" 我们可以说中西戏剧艺术在文化交流中实现了 ’双赢(# 这种
成功现象我们必须分析" 总结概括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 当然" 也
不否认" 在当代" 这种双赢局面正逐渐消失" 我们戏剧文化交流
’赤字( 在一步步扩大#

最后" 本书探讨的是书法艺术# 这是中国所独有的艺术" 是西
方所没有的# 按道理来说" 它不存在交流中的 ’失语( 现象" 是
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 ’最宁静的一隅(# 我们通过分析书法艺术在
当下的继承和发展" 来探讨传统美学的魅力" 来为传统艺术寻找民
族美学的栖居# 但也不得不承认" 随着当下西方一些美学思想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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