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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

艺术家，他的现成品游走于绘画与雕塑、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之

间，将西方艺术引向艺术之外，彻底摒弃了架上艺术的传统观念，为视觉

艺术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目前我国国内对杜尚的研究只处于

起步阶段，对于杜尚的艺术与思想关注得不够；国外关于杜尚的学术研究

具有点面结合、深度广度兼具的特征，但在对杜尚艺术风格的整体把握上

还存在不足，后现代艺术家、艺术理论家、评论家认为杜尚不可解释，无

法归纳。

杜尚作品无法定义、无法归纳是因为其作品风格差异大，尤其是杜

尚最后一件作品《给予》的面世。在此之前，杜尚的代表作有《泉》

《L.H.O.O.Q》《下楼梯的裸女2号》和《新娘被单身汉剥光了衣服，甚

至》（简称《大玻璃》）。从创作手法和创作思想来说，杜尚的《泉》和

《L.H.O.O.Q》有颠覆艺术的形式美和神圣性、亵渎艺术、质疑艺术标准的

用意。《下楼梯的裸女2号》和《大玻璃》可归为一类，二者有两点相同之

处，其一，都用的是机器造型，虽然前者是在画布上做的，后者是在玻璃

上画的；其二，二者都是杜尚用手画出来的，这与《泉》和《L.H.O.O.Q》

不同，《下楼梯的裸女2号》是初出茅庐的杜尚杂糅立体派和未来派画法而

创作的现代绘画，《新娘被单身汉剥光了衣服，甚至》里的发动机、国际

象棋、滑翔机、咖啡磨、漏斗都是杜尚创造出来的机器隐喻形象，玻璃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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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让观众的每一次观看都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是他五件代表作里最艺

术的一件作品。虽然标题和创作笔记都有通过抽象、晦涩的机器来激发观

众情欲之意，但视觉上却是具有机器美感的一件艺术品。

《给予》在造型上既非机械，在创作手法上它也不是画出来的，主要是

做出来的：捡来的破门上凿了个洞，用实物堆出青山，用灯光制造出“瀑

布”假象，用猪皮翻模裸女，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装置艺术”。《给

予》无法归入前4幅作品的理由不是因为其创作手法的不同，而在于《给

予》不像前4幅作品那样隐晦地表现情欲，而是让裸女下体直接对准观众的

视线，公然赤裸地展示情欲，在艺术观念上回到杜尚一生都反对的、吸引

人眼球的“视网膜艺术”。

其实《给予》在题材上与前几件作品一样同样是涉及 “情欲”，同样体

现了表象与事实的对照，体现了艺术家（反讽者）对观众（被反讽者）的嘲

弄，体现了杜尚艺术一贯的嘲弄、戏谑特点。偷窥的门洞和裸女下体的张开

表面上激发、满足了观众的情欲，实际上是艺术家偷窥了观众的情欲。标题

的诗意和视觉造型的赤裸相对照，观众对艺术品的偷窥和艺术家对观众的偷

窥相对照，构成了喜剧戏谑效果。杜尚从未坚持某一绝对不变的艺术理念，

在杜尚这里，绝对的、恒久不变的观念就是不重复自己，哪怕回到自己以前

所反对的立场。对于善变的、自由的、虚无的、喜欢讽刺的矛盾统一体杜尚

来说，用包容的反讽一词力求更准确地归纳杜尚艺术的特征。

反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它既可以用于悲剧，也可用于喜剧。广义的

反讽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原则，即所陈述的与陈述的语境之间的对照；

狭义的反讽是指在语言表述或文学描写上所表达或描述的对象在本质（事

实）和形式（表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和对立，即表达出来的意思与

想要表达的意识之间的错位，这种差异、对立或错位，所产生的情感效应

是轻微的讽刺和讥笑、戏弄、揶揄、戏谑。杜尚的作品表面迎合观众的色

情欲望，实际上使观众的这种本能欲望处于悬置状态；当真正去满足观众

的欲望时，却又潜藏着讥讽观众低级欲望的深意。从表象上看，杜尚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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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作为工具去否定理性，质疑人类文明进化的一切成果和价值，但他的每

一件作品（包括他伤风败俗的情欲作品）、他制造的艺术丑闻，他对情欲

克制的潇洒做派都是他深入思索的结果。杜尚艺术中表象与事实相对照，

言在此而意在彼，外在表现与内在真实含义的相互对照、相互抵牾产生了

喜剧效果，属于狭义的反讽。反讽是杜尚的保护色，是艺术家为了在苛刻

观众的包围圈中继续发挥影响的生存方式。

本论文在论述时联系艺术史和美学理论从纵横两方面阐发，以杜尚作

品为主要证据，辅以他的相关言论做佐证，试图通过归纳杜尚艺术的反讽

风格来正确理解和深入理解杜尚的艺术思想。杜尚的恶作剧式的艺术只是

表达他对艺术圈、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权威、体制压抑艺术家个体创造

性和自由的抗议，还原生活本身的真实。作为彻底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

者，艺术的神圣、艺术家、艺术形式美、观众、婚姻、爱情、科学、理性

连同杜尚自己都成为他嘲讽的对象。

论文基本篇章结构安排如下：

导论简介杜尚生平与作品及其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的地位、杜尚的反讽

艺术风格。

第1章梳理反讽概念的历史分期、基本定义和类型，并概述杜尚的反讽

对象、类型和效果。从反讽的发展时期来说，反讽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

代时期。反讽的基本含义是本质（事实）和形式（表象）之间出现了明显

的差异和对立，即表达出来的意思与想要表达的意识之间的错位。按照反

讽在言辞表达和行为过程中的体现可分为言语反讽和事件反讽（情境）；

按照反讽在艺术和生活中的表现可分为艺术反讽和总体反讽。艺术与观众

是杜尚反讽的主要对象，对前者的反讽是明显的，对后者则是隐而不显

的。杜尚作品标题与画面形象之间的张力、迎合与揶揄观众之间的对照，

营造出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

第2章至第6章具体陈述杜尚艺术中的反讽内容。艺术、观众、科学、宗

教、政治、婚姻、爱情，连同杜尚自己都成为他反讽的对象。杜尚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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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讽表现在极力剔除艺术的神圣光环，借助艺术这个词的最初含义，杜

尚还原艺术家的工匠身份，认为艺术家并不比别的职业更具创造性。在视

觉造型上杜尚把丑的因素引入作品，目的是反对纯粹悦人耳目的、没有思

想的艺术形式美，扔出现成品、复制品，引人深思。

西方艺术史上恐怕没有哪个画家像杜尚那样对观众的思考如此深入，其

深度可以与理论家相媲美。正是他悟到了观众和艺术家共同创造艺术品的

实质，他让自己变成了掌控观众、嘲讽观众的上帝。他表面上迎合观众的

情欲本能，实际上成为偷窥观众低级情欲的始作俑者和超然洞察者，这些

“低俗”的作品最后都被博物馆收藏，形成了对博物馆神圣地位和功能的

讽刺，杜尚反对、嘲讽艺术权威的初衷在宽容的艺术评价体系下使自己变

成了权威。

杜尚的重量级作品都借助了他所处时代的先进技术，用杜尚的话来说，

是想用科学来逃离传统的绘画技巧，走出一条新路，科技让传统的绘画技

艺变得无足轻重；他的复制品、现成品是对传统绘画、传统艺术技巧的质

疑，现成品、复制品的可复制性又隐含了对科学和技术的讽刺。不仅作为

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科学成为杜尚反讽的对象，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宗

教、形而上学、政治都是杜尚质疑的对象，“所有人造的都没有价值”，

杜尚只承认这些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一种信念，而不具有真理性质。

杜尚对自身的反讽表现在他一生自觉不自觉地否定自己的身份，杜尚年

轻时以艺术小丑的身份在公众面前亮相，老年时公众把他当做20世纪最重

要的艺术家；杜尚在自己祖国法国遭冷遇却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墙内开

花墙外香的局面造成了杜尚艺术家身份的尴尬；年轻时杜尚身体力行地实

践自己的艺术家诺言“不为寻找荣华富贵而创作”，后来几十年以卖画维

持自己的生计，年老时不断地参加社会活动，变成了他以前鄙视的“社交

型艺术家”和艺术商；杜尚60多年的单身生活源于他的艺术抱负以及对婚

姻和爱情纯粹性的否定，将近70杜尚才结婚，而且认识到家庭的责任。杜

尚不断地将自己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以避免重复自己，从而让自己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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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总结了杜尚的反讽技巧和实质。从创作者来说，杜尚这种反讽

是出于自娱、好玩，是对艺术圈内不纯粹性的泄愤与嘲弄；从观众来说，

杜尚是了解观众的心理学家，他不喜欢剥夺观众的想象力，对于观众想了

解他的愿望，他采取低调的缺席策略，这是作为多年职业棋手的杜尚惯常

的隐身做派；他的作品通过双关语、中性立场等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和理解

力，用视觉造型上的反差或文字与造型之间的对照来达到喜剧戏谑效果，

从而让观众在轻松的惊诧与怀疑中反思艺术本身。

论文最后借用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加塞特（José Ortegay Gasset，

1883～1955）等理论家的相关言论为杜尚的反讽艺术正本清源，力求客观

评价杜尚。杜尚反讽艺术的实质是引诱者与领路人，消极自由和虚无主

义。作为引诱者，反讽指向各种可能性，也逃避各种可能性。反讽的作用

是双方面的，它将人们从沉睡的无知状态中唤醒，然而却在人们的渴望中

保持沉默。作为领路人，反讽是对现实的批判，否定之后意味着超脱和自

由。从思想意识来说，逃避一切、否定一切的背后是虚无与绝望，这种反

思意识只停留在美学层面，消极自由的获得是建立在前仆后继的理想主义

者努力争取的前提下，反讽不能否认每个人心中应有一种对更高的和更完

满的事物的向往，向往应是一种健康的爱，不应是骄气、疲软的遁世。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是：

1.反讽类型的划分在研究反讽的书籍中都有零星涉及，但都很零散，本

论文对反讽类型的归纳较完整、清晰，易于人们对反讽概念的大体把握。

2.本论文在反讽研究者D.C.米克关于反讽概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反讽的

狭义概念对人们理解的重要性，把反讽限定为特殊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

和艺术效果，而不是像新批评学派那样把反讽等同于文学和诗歌体裁。

3.本论文把难以定义的杜尚艺术风格用反讽来归纳，有助于人们对后现

代艺术的鼻祖——杜尚的理解和把握，为解读杜尚与当代艺术的关系以及

当代艺术的发展态势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和出口。

关键词：杜尚；反讽；现成品；《泉》；观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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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杜尚简介

0.1. 杜尚生平与作品

0.1.1  杜尚生平

马塞尔·杜尚1887出生于法国布兰维勒（Blainville）一个殷实、宽松的艺

术之家，父亲是布兰维勒镇的公证人，外祖父是版画家，大哥格斯顿·杜尚

绘画基本功扎实，在当时的巴黎已小有名气，他的二哥雷蒙·杜尚·威伦因

雕塑——《马》在现代雕塑史上也占有一席之位。杜尚13岁学画，用8年的时

间完成了在现代艺术海洋中的游泳训练——从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到

野兽派、象征派、立体派，渐渐地，杜尚从他哥哥的影子里走出来，变成

现代艺术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关于你的脸，我亲爱的杜蒙克》（1910）

这幅画中杜尚把些许幽默带入绘画，在《下棋者肖像》（1910）里他尝试

着描绘棋手对弈时的气氛，表现出他在绘画方面的抱负，此画当时被巴黎

现代艺术馆收藏，这是杜尚生前唯一一幅被祖国法国认可的作品。1904年17

岁的杜尚来到当时的艺术之都——巴黎，很多现代艺术家（包括毕加索）

都从这里发迹。

1909年杜尚认识喜好艺术探索和实验的现代派画家毕卡比亚，他从毕卡

比亚的机器绘画里得到启发。从《咖啡碾磨机》（1911）开始，杜尚摸索

着找到一种用机器表达自己的创作方式。1912年杜尚创作的《下楼梯的裸

女2号》把运动观念引入立体主义画风，并以一个标新立异的标题参展，被

巴黎独立沙龙拒绝，评委让他把这幅画的标题改了，杜尚不同意，后来此

画在他哥哥组织的立体主义展览上展出，巴黎观众反响平平。来巴黎的美

国画商帕克把这张画拿去参加1913年的纽约军械库展，美国观众对此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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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强烈，杜尚参展的4张画全被卖出，而在巴黎的杜尚还不知道自己已在美

国一举成名。

《下楼梯的裸女2号》被拒让杜尚看到了艺术圈的自大与狭隘，从此他

退出巴黎喧嚣的艺术家圈子，也不再参加任何艺术流派。父亲的经济支持

使杜尚从未为了实际的名利而背弃自己的做人准则，兄长灯塔似的指引让

他很早就了解艺术市场和艺术家，并使他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没有走过弯

路。从绘画现状来说，杜尚一直处于当时艺术的前沿——巴黎美术界，毕

加索的立体主义代表当时艺术的最高成就，毕加索卓越的绘画天赋是杜尚

无法企及的，在立体派巨大阴影的笼罩下，野心勃勃的杜尚找不到更好地

表达自己的方式，在传统绘画方面他不可能比毕加索更有成就，当画布内

不可能有更大作为时，杜尚的创作就走向画布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杜尚的两个哥哥都应征入伍，杜尚因为身体的原

因未能参战，但他并不难过，杜尚对战争就像对政治一样抱着怀疑态度，

认为让人们去杀别人的爱国主义理念是荒唐的，他的这种观点遭到家乡人

的指责与唾弃。在国内不开心的杜尚应帕克之约于1915年去了美国，开始

创作玻璃画——《新娘被单身汉剥光了衣服，甚至》（又称《大玻璃》）

（1915~1923）。1917年，美国现代艺术展的评委会规定，只要付6美元任

何东西都可展出，作为评委的杜尚到商店里买了一个男用小便器把它倒转

布兰维勒的教堂（1902） 礼拜天（1909） 布兰维勒的风景（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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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1910）

关于你的脸，我亲爱的杜

蒙克（1910）

过来签上“R.mutt，1917”，命名为《泉》，让人送去展览被评委会拒绝。

1919年杜尚给蒙娜丽莎画上两撇胡子，1920年毕卡比亚把它拿到艺术杂志上

发表。杜尚因这两次恶作剧闻名于世。

1923年创作完《大玻璃》后，36岁的杜尚不再画画，把兴趣转向国际象

棋。38岁杜尚去法国南部的尼斯城参加国际象棋比赛（1925年），45岁投入

职业象棋比赛，进入法国国际象棋冠军队（1932年）。59岁开始秘密创作自

己的最后一件作品——《给予》，花了20年，直到1966年才完成。1968年10

月，81岁的杜尚在美国去世。当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认为杜尚在艺术

史上很可能是最具颠覆性的艺术家，在法国遭冷遇的杜尚得到包容开放的

美国公众、画商、媒体的赏识和接纳，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强国地位带

动了它的文化与艺术的繁荣，艺术中心由巴黎转到纽约，其强势文化促成

杜尚在世界范围内被推崇。

父亲（1910）

春天里的年轻人（1911）

下棋者肖像（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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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梯的裸女2号

（1912）

巧克力咖啡磨（1914）	

与水车有关的滑行器

（1913~1915）

网的终止（1914）	

	 		

0.1.2 杜尚作品

杜尚的艺术创作大体分为早期和成熟两个阶段。

一、 早期作品 （1902~1910）

杜尚的早期油画作品《布兰维勒的风景》（1910）、《父亲》

（1910）、《关于你的脸，我亲爱的杜蒙克》（1910）、《春天里的年轻

人》（ 1911）、《下棋》（1910）体现了杜尚在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

义、野兽派、象征派、立体派等现代艺术流派中的模仿与学习。

 二 、成熟作品（1911~ 去世）

杜尚创作的成熟期表现在机器绘画、现成品、光效应艺术、艺术设计、

咖啡碾磨机

（1911）

新娘（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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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被单身汉剥光了衣服，甚至

（1915~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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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1917）

自行车轮（1913）

		

旋转的玻璃板（1920） 旋转的螺旋（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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