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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自律和审美现代性从争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开始"最终使得主体以感性

的能力通达生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体验"但是伴随着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艺术自律最终

也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现代派艺术自身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促使了后现代艺

术的出现与转型"波普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等则是将艺术的反叛性%

生活性和观念性发挥至极致"并且在美学领域与生活相结合"适应了后现代的文化景观"其建

构起的主体化自由审美体验也给复杂的中国艺术和美学理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且以全球

化普世性的维度影响了中国本土的言说方式"同时也给真诚生活的人们以建构历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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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律和艺术终结作为现代性领域的概念#是直接伴随着现代性的出场$现代性的矛盾和现代

性的调整而产生的(艺术终结作为艺术从古典时期至现代时期的过渡与调整#实质是对从+他律,向

+自律,转化过程中的话语焦虑和理论割裂(众所周知#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艺术精神由神性的膜拜与

崇高的摹仿转向艺术精英的激情和独语#并且显示了独特的魅力与对抗启蒙现代性的信心(但是正如

黑格尔所预言#艺术过于绝对的感性体验和敝帚自珍无法完成全部自然和人类的终极绝对理念需求#

宗教$哲学等其他门类最终将取代艺术#对艺术的+膜拜化,体验和艺术自身的独立性需要最终都将伴

随着历史走向终结(无论黑格尔先验的哲学理念框架是否准确和完整#艺术都毫无争议地进入了后现

代时期*艺术自律还没有完成对主体的历史确证#具有后现代虚拟性$观念性$身体性$拼贴性的崭新

艺术门类已经实现艺术审美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改弦更张(比如超级写实主义$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

为艺术$新表现主义等艺术门类实现了艺术和生活$审美与消费$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融合#并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取代并解构了艺术自律#实现了+艺术自律终结,#传统的美学体验和感性力量也被陷入

+变革,之中(+艺术自律终结,之后的美学如何在后现代语境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将不仅仅是艺

术自身需要考虑的话题#更是整个后现代文化思潮需要面临的美学契机(

一" 艺术自律与现代性的危机

审美自律与现代性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的自我立法与自我反思进程(在现代性思

潮的进程中#传统一元式的学科交融和知识体系被逐步分化#专业性$理性化$科技化和主体化成为各

个领域知识体系建构的崭新模式(主体的感性体验$知性话语和理性存在也从+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独

立出来#并且实现了对世界和知识的+自律性,把握(由此#艺术和审美同其他学科一样#也具备了自身

的学科规范和专属研究领域(现代性的合理性!;:B8(9:+8V:B8(9"工程正是直接赋予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和

学科特性以存在的本体性价值与意义#也就是说古典时期一元化的话语模式与学科统治在现代社会

将被分裂为各自不同而又相互独立的学科领域(在文学领域#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意象派$直觉主义

等都极力高扬了主体的非理性力量#并且在+为艺术而艺术,的精英独语中实现对人性压抑的反抗和

恢复完满感性的追寻(王尔德的&道林1格雷的画像'$卡夫卡的&变形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

华'$詹姆斯1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都是审美自律在文学中的经典代表#这些文学作品往往以精英化

的态度实现审美与生活之间的+疏离,#并且在强烈的感性指向中完成对异化人性的调整与反拨(而在

艺术和绘画领域#现代派艺术则与现代主义文学同步前进#并且在高扬人的主体性和审美自律上比文

学更为突出#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派$立体派等都是现代主义绘画的代表(对于印象派而言#他们

直接打破了典雅古朴$摹仿求真$平稳静穆的古典主义绘画模式#而是在对+光,和+色彩,瞬间的追寻

中加入主体的感觉#在阳光下凭借眼睛视觉的观察和现场的直觉绘画#使用重光$色彩和阴影通达艺

术的革新#使绘画真正体现艺术的形式本身和人类主体的感官世界#这就打破了古典绘画的崇高感#

重建艺术的本体价值(比如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在"_^#年创作的布面油画&草地上的午餐'#就以鲜艳

明亮和对比强烈的大色块完成了整体构图#因为直接打破了古典绘画中精细的笔法线条和以棕褐色

为基准的色调#当时引发了较大的争论(但是此种对绘画形式的追寻和对人物印象的瞬间自然把握则开

创了现代派绘画的先河(所以#审美独立与主体感性之间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内在联系#艺术的自律性原则

一方面破除了古典时期宏大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对艺术的规训#使艺术真正回归到人类主体性和本体性的

价值取向之中#另一方面也高扬了感性的主体力量#并且使之有效地与启蒙现代性进行抗衡(

艺术自律和审美现代性从争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开始#最终使得主体以感性的能力通达生

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体验#但是伴随着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艺术自律最终也面临着内部和外部

的双重危机(首先#从艺术史的传统而言#无论在任何时期#艺术总是与人的生活和感性体验密切相联

的#以找寻人类的精神家园归宿为目的#而审美现代性和艺术自律其实也正是在科技理性+异化,的场

景中出现的(因为自启蒙运动以来#工业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理性不断膨胀的前提下人类最终酿

3#第 ! 期 裴萱)艺术自律终结的美学契机与生活美学的敞亮&



成了世界大战等苦果#所以现代艺术正是为了试图恢复人类感性与理性$解放与自由的双重能力而出

现的(但是当现代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时#其内蕴的审美现代性因子也在不断膨胀#最终是沉浸在

自我欣赏和自说自语的场景之中#失去了更多人参与审美体验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失去了关照

人类的话语力度(比如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艺术绘画&记忆的永恒'#如同柔软面饼一样的时钟散布在不

同的角落#荒凉的海湾背景呈现出神秘与怪诞的特点#正是类似于精神病人潜意识世界的$难以令人

琢磨的激情(超现实主义绘画极大加强了现代艺术的自律性原则#加大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

失去了市民社会和普通大众对艺术的感知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从一开始的自律走

向了+审美主义化,的艺术自恋#于是+几个趣味相投的艺术家$爱好者和辩护人自称一个小圈子#遵循

彼此熟悉的行业术语,

-".

#逐步与普通大众拉开了距离(而对于市民社会和下层大众而言#通俗感官化

的波普艺术和文化工业则适应了世俗性的要求#进而强化了美学在后现代时期的阐释力度*精英化的

现代主义艺术却逐步迈向了被+边缘化,的境地(当现代艺术完成了反抗神权$宗教和一元化霸权的历

史任务之后#其自身又形成了+审美,霸权从而继续影响了历史#对现代艺术的霸权解构过程也正是艺

术自律终结的过程(艺术也只能更加借助于大众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塑造着自身的历史#+在历史的发

展过程中#新兴的中产阶级再度把自己定义为普遍的主体(但是#对一个把粗俗的个人主义与具体和

特殊相结合的阶级而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抽象性却正是焦虑的源泉(如果此时审美介入的话#审美

便成为和解之梦%%%梦想个体能在无损于个体的前提下紧密联系起来,

-#.

(其次#从现代主义艺术自

身的存在状况而言#自身的先锋性$造反性和反叛性也经历了转型的过程#并逐步消解于资本主义市

场伦理之中(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了较为激进的艺术流派#比如达达主义的非理性状态$对经典艺术的

解构$对社会规则的拒绝和反叛等等#都实现了先锋性艺术的价值追求(但是#伴随后现代时期的来

临#其先锋性特质也在改弦易辙#并呈现出多元的色彩#这也正是+现代性的分化,#它们一方面保持了

审美现代性的精英化理念#试图在形式的建构中完成对社会的反观与背叛#而另一方面却也不断地与

生活和市场靠拢#并试图在生活中完成对艺术历时发展的思索(众所周知#古典时期艺术和艺术家的

生存很大程度上是靠贵族与神权来维护的#因为艺术本身就具有了神性和崇高的色彩*现代艺术彻底

实现了审美的独立与话语的反叛#并且依靠资本流通和市民社会的艺术制度来生存(那么这样自身就

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一方面先锋艺术需要以强烈的批判色彩彰显自身的精英意识与独立话语#进而

对生活进行有距离的观审*但是另一方面#先锋派又依靠资本市场的文化体制解决自身的现实存在问

题#而市场正是由市民社会和普通民众来主导的#那么在此维度上俯就市场的作品也就能够获得更大

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所以#被格林伯格称之为+黄金脐带,的悖论关系得以产生#+一条割不断的黄

金脐带将它与资产阶级社会维系在了一起,

-G.

(最终#现代艺术面对后现代的文化工业和资本市场#其

先锋性的姿态也逐渐式微并且分化#其自身的艺术自律特质也产生了+合法化的危机,#并且成为了大

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后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依然具有相互依存却又互相对立的张力关

系(在市场中#艺术可能会以+波普艺术,的方式以复制$拼贴和震惊的审美原则俯就消费伦理#比如广

告设计$好莱坞的商业电影等#它们作为大众艺术的代表取消了现代艺术同生活的距离*另一方面#仍

然有一部分艺术虽然参与了市场#但是却以内在的精英化体验和艺术形式的执着提醒着主体生存的

问题和状况#并试图成为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的+内在,背叛者#比如街头的+涂鸦艺术,和+行为艺

术,#也许他们也具有商业群体的支撑或者广告的宣传作用#但是对于生活的拒绝和强烈的反叛性依

然构成了另类+不屈服,的审美主张(所以#现代性与艺术自律的原则无论是从内部的发展而言#还是

从外部的文化语境而言#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悖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风生水起也进一步使艺术自

律+终结,#而美学也泛化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观念艺术之中#促使着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 (艺术自律终结)之后美学的狂欢

艺术自律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源自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并且使艺术以+转向自身,的方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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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割裂和向自我的指涉#但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现代派艺术的弊端也终在历史中呈现出来#

并最终产生了+合法化的危机,和艺术自律的终结(+现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邀请我们观看实属

一场玩笑的艺术之片段#它本质上是对艺术自身的戏弄,

-!.

#现代派艺术自身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语

境促使了后现代艺术的出现与转型#并且引领了后现代的美学话语(其实#自达达派和先锋主义艺术

开始#现代派就开始了内部后现代主义的分裂("3"$年杜尚的&泉'正是将现代派的先锋性发挥到极

致#以艺术+观念,的形式彻底打破了古典艺术包括前期现代派艺术的审美实践#也宣告了传统色彩$

明暗$技巧等形式的+死亡,(这样一种+反艺术,的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为向资本市场和文化逻辑的大

力讨伐#或者以艺术渗入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向所有艺术技法的挑战(艺术作品也不再从传统的+艺术

场,规则中获得自身体制化存在的价值#而是以具有争议的形式和富有反抗色彩的美学内蕴完成其合

法化存在的意义#或者在文化商品和市场的运作中实现自由的$感性的解放#正是在此语境下#现代派

艺术和艺术自律的原则在于现实和生活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瓦解了(而随后兴起的波普艺术$观念

艺术$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等等则是将艺术的反叛性$生活性和观念性发挥至极致(波普艺

术正是产生在工业生产的语境之中并且最大限度地符合商品和市场伦理#沃霍尔的&玛丽莲1梦露'正

是将性感影星的头像进行一排排的复制#稍有变化的仅仅是色彩背景#在无限的$如同商业广告复制

的艺术作品中传达出主体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而从艺术的技巧层面而言#波普艺术通过拼贴$剪

接$挪用和复制的手法完成海报设计$广告漫画$商品封面等创作#完全打破了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独

一无二的精细笔法和色彩运用#取而代之的是为大众所平面化接受的现实感官体验(但是#波普艺术

却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进一步打破了现代艺术所设置的精英化体验#消泯艺术

与生活之间的距离#给予了最广大普通民众以参与艺术和审美的契机(而对于观念艺术而言#则构成

了高度概念化的艺术体系#它放弃了与艺术相关的形相$色彩$结构$材料以及所有的形式#完全以抽

象的符号和现实的场景并置完成概念化的思考#强调艺术背后生命存在的思想与观念#同时#观念艺

术的表达方式也大力借用了多媒体和新传媒#给主体的接受也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再阐释,空间#物质

性$材料性等形式因素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日趋微小#而理念式和哲学化的生存体验则逐步迈向了艺

术的中心(而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正是直接将艺术的理念诉诸于主体的精神世界和身体生活#+符号,

已经取代了传统艺术的色彩$结构等形式#从而使自然直接转换为艺术品(后现代艺术在经典艺术看

来#与生活距离消失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艺术特有的+光晕,#成为了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形式(+艺术

品不再需要多少技能来制作(它们不再需要艺术家#任何人都可以3做4艺术品,

-/.

#艺术不再以精英

化的天真眼光来看待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以更加平和的态度与商业化的视角#将艺术的审美原则和

反叛性有机地与文化工业联系起来#在+物性,的冷漠中呈现艺术的价值(艺术内在的审美逻辑也开始

由外在的艺术惯例和商业伦理来掌控#那么精英式的艺术自律与审美独立原则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终

结,了(后现代的艺术具有了生活性和艺术性的双重身份#在放弃了古典和现代艺术神圣$崇高和孤芳

自赏的信仰后#转而投向大众消费和主体冲动#卡斯比特的分析赋予了后现代艺术以绝对的商业伦

理#艺术品的流通#艺术家的生存以及大众对艺术本身的接受#都是在商业活动和艺术体制中进行的#

而这些也恰恰是+艺术自律,终结的结果(在后现代时期#主体的生存问题已经成为知识界需要关注的

话题#因为学科自律的概念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播撒,效应的学科互涉与主体间性#一切权

力$话语$写作等带有+逻各斯,一元化的统治都让位于平等$自由$多元的价值理念(所以#艺术自律和

审美现代性在后现代时期也必须放弃精英化的独语#从而转向主体的生活和生存#并且进一步增强艺

术与美学阐释的空间(

后现代艺术最大的冲击还并不仅仅在艺术史的层面#更多地在艺术哲学和美学的层面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其最大的特点正如费德勒所认为的+跨越边界#填平鸿沟,#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逐

步消泯#这就使得普通大众可以同样具有参与艺术活动的机会(但是对于后现代艺术的美学体察#我

们仍然需要立足于辩证统一的双重维度进行审视(一方面#后现代艺术理念化$平面化$主体化特质消

解了传统经典艺术的一元性和崇高感#行为艺术$波普艺术等混杂的主体与主体之间混杂$疏远$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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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荒诞等感受不仅仅打破了+审美,的感性体验#而是在+物性,的冷漠中呈现出+平面化,的话语取

向*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艺术所彰显的自由感$参与性却带来了美学层面的自由与狂欢#也预示了真

正多元化审美意义价值体验的原则得以实现(比如#电影作为后现代艺术的重要一维#以其光影的虚

幻感$蒙太奇的混杂感和多场次的复制性构筑了平面化的+后现代景观,#但是电影内容的本身却带给

众多主体以审美体验的自由(比如#%"#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艺术家'#正是文化工业和艺术价值的双重

统一#作为+用无声向电影致敬,的+黑白默片,#用传统经典艺术的激情和历史时空意识的人文关怀#

完成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经典传奇,(所以#对于后现代艺术的美学启示#我们可以将其分成+表层的距

离消解,和+深层的审美体验,#它们互相影响且彼此渗透#共同塑造了后现代的美学狂欢(

首先#从+表层的距离消解,而言#古典时期一元式的均衡$对称$和谐$独立$理想$道德等美学话

语已经改弦更张#进而走进了日常生活之中(本雅明对艺术价值的区分正很好地预示了这一现象的出

现#他认为古典艺术秉承摹仿和移情的原则#艺术家往往以呕心沥血的创作$艺术形式的精细和艺术

理念的崇高为蓝本#从而使得艺术作品既具有神性的膜拜价值!>-+BM:+-D" !比如拉斐尔的&雅典学

派'#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等"#又具有人性的展示价值!DX78R8B8(9 M:+-D"!比如安格尔的&泉'#达

芬奇的&岩间圣母'等"(古典的前现代艺术作品具有独一无二性#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具体的规约和

仪式化的体验方式(比如欣赏&蒙娜丽莎'就必须到巴黎卢浮宫去#当面对原作之时会有一种崇高性质

的美感产生*而后现代的文化工业则使得艺术可以大规模的生产和复制#艺术产品的+本真性,在某种

程度上被损害#所以带给接受者的也仅仅是+展示价值,(理论家们已经准确预测到了后现代的文化景

观#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流行音乐$影像霸权$装修设计$网络空间$漫画插图$服装家具等等#都已经

被广泛地渗透了艺术和美学的色彩(可以在商标上印上蒙娜丽莎#也可以在室内张贴梵高的&星空'*

可以通过高保真音乐欣赏贝多芬$柴科洛夫斯基的音乐#也可以自己拿着摄像机拍摄日升月落#江河

湖海(可见#日常生活已经充分审美化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隔膜也越来越浅#最终在无限多元的空

间中完成了美学的话语言说#+后艺术是完美的体验式营销#即将日常体验当做审美经验来售卖#两者

已经混为一谈#并相互复制,

-^.$_

(所以#当我们从此维度理解后现代艺术的美学理念之时就显得豁然

开朗了#因为生活是无限广阔的#艺术也是无限广阔的#当后现代艺术进入无限多元的空间之时#审丑

也好#冷漠也好#物性也好#其实都是后现代主体人类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的真实表达#也许正是在

+无意义的意义,体验之中#美学得以真正得到了进入后现代文化场景的入场券(

其次#从+深层的审美体验,而言#后现代艺术在形式上+距离消解,的同时#也继续以审美现代性

+分化,的原则保持了对日常生活反思的力度和对主体自由审美体验的解放(因为后现代艺术在消解

现代艺术精英化理念的同时#也给予了更多主体以自由和反思的契机*那么#众多的主体以+主体间

性,的方式相互联结#既可以将艺术的生活性和身体性发挥到极致#也可以重拾对经典的美学心灵体

验话语*既可以将其诉诸感官的需求#也可以化作崇高的理性认知并进行道德$价值和意义的反思(所

以#后现代艺术的美学原则并没有割舍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和先锋艺术的批判性功能和精英式话语#

而是在主体自由性的彰显中重新塑造了另类审美现代性的价值标准#以期获得更高的审美价值反思(

+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

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22这种重写已经开始很久了#并且是在现代性本身中进行

的,

-$.

#后现代艺术和美学并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和绝对的消解#而是以多元的方式实现更高意

义上+现代性,的追求#呈现出既+解构,又+建构,的特质(同时#后现代性的主体性+播撒,原则也促使

主体的身份和存在呈现出流动性风貌#比如网络游戏的角色代入$时空压缩和自由叙事特质正是以多

元身份的认同完成了对自由的审美体验过程#+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

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

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

-_.

(同样#影视艺术虽然打破了传统戏剧表演中观众

和表演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也失去了现场表演的独一无二性#但是电影在封闭的空间中以综合文学间

接形象$纯视觉形象和纯听觉形象的能力#直接诉诸于主体的感官能力#强化了个体独立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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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音乐对白的运动性和蒙太奇的时空转换自由性#也进一步延展了戏剧的表现空间(所以#正是因

为审美体验和主体建构的多元与自由#电影和电子游戏在二十世纪分别被称之为+第八艺术,和+第九

艺术,(其实#这也恰恰是后现代艺术美学意义的真正价值所在#在主体和主体间性的自由体验中$在

对生活美学的多元发掘中#高雅与低俗共时并存$霸权与反抗相互延续$主体与主体自由敞亮#从而呈

现出+狂欢化,美学的特质#+后现代主义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

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

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

-3.

三" 后现代生活美学的建构及对中国问题的启示

后现代艺术引领的美学思潮一方面打破了古典美学的和谐静穆原则以及+韵味,价值#另一方面

也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变动中建构起崭新的美学话语#生发出更加强大的普世性意义系统#现代艺术

的美学精英化原则和独立的审美诉求已然在+艺术自律终结,的进程中和后现代语境中砰然瓦解#取

而代之的是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美学运动(生活与体验#社会与个体#权力与反抗等等都需要在后现

代巨大的美学空间中完成#而这些恰恰是由后现代艺术引领的(后现代艺术和生活美学的表征实践不

仅仅存在于西方#而且以+文化穿越,的方式进入中国#使得中国的现代艺术呈现出+后发现代性,的

风貌(同时#因为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民间传统力量的规约和不断增长的市场消费伦

理#这些都使得后现代艺术的面貌与西方生活美学之间呈现出相似但又迥异的特质#+所以3本体性否

定4之所以不看一种理论是中心的还是边缘的$轰动的还是沉寂的$追随者是多还是少#是因为中国现

代进程中很多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的理论%%%如3个性解放4 3主体论4等#其实都是价值有限的#因

为它们都没有能对3中国式独立的个体何以可能4这一问题产生真正的作用,

-"%.

(那么以+比较诗学,

的视野有机地分析其中的差异和张力关系#从而对中国的艺术和美学问题做出启示#当是更有意义的

话题(

比如西方在"3$%年代的涂鸦艺术#这种带有公共领域的冒险行为却完成了主体对权力规训的自

由反抗#粗陋的艺术表达也成为了与生活密不可分的感性彰显*大地艺术则直接取消了通常艺术所需

要的材料与色彩#而是将视角深入到人的生活#尤其是自然生活之中#泥土$岩石$树木$农场$岛屿$海

岸等等都构成了艺术品的材质(大地艺术作为艺术和自然的结合#在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施工或修

饰中#使人们重新注意大自然#从中得到与平常不一样的感受#克里斯托&被环绕的岛屿'以粉红色聚

丙烯织布环绕迈阿密众多小岛#再现了无限自由广阔的+艺术空间,#后现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具有无限

的张力#从地理空间到话语霸权#从自由彰显到城市生存#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很难用一

元化的美学价值和艺术定义对其进行规约(柏拉图的艺术摹仿说$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贝尔的艺

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以及迪基所认为的艺术是规约和场域所营造等等都已经不再适合+形而下,的艺术

实践活动#艺术也无法给其自身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美学研究也必须改弦更张(所以#后现代的大众文

化不仅仅是多元化的自由#更是个体反抗支配话语的斗争场所#这也正是可以理解为后现代行为艺

术$大地艺术和观念艺术的反抗性了(自然$符号$审丑$身体$行为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个体自由和解

放的审美表征(而这些理念也深刻影响到了上世纪_%年代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伴随着思想

解放的潮流和+美学热,的兴起#对于人道主义$人性和人情的美学线索已经成为贯穿上世纪_%年代文

化发展的线索#再加之对西方现代派$存在主义和文化工业的引入#由此形成了_/新潮美术$探索电

影$实验戏剧等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而在人们的生活领域#喇叭裤$高跟鞋$迪斯科等构成了+告别历

史,的生活美学激情(其实#对于中国的艺术现实而言#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已经在+后发现代性,的

语境中呈现出+家族相似,的面貌#二者已经很难再次区分开来(与西方语境不同#中国的现代艺术不

仅仅是秉承了艺术史自身的变化需要#更是在人道主义潮流和破除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中完

成的(这也正如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状况的评价)+尽管后现代主义艺术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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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但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具有后现代主义意识的艺术实践的证据#大部分在"3_^%"3_3年间举行

的中国艺术展都停留在用激进的方式获取更大的艺术表现自由的层面上#其目的显而易见(如在"3_3

年#月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组织者高名潞认为不论现在的品质如何#但可以向世界宣布中国也

有现代艺术#3我们要让中国人知道#不仅有传统艺术#而且还会!有"现代艺术4,

-"".

(所以#对于新时

期艺术理念和激情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于艺术本身形式的反思(但是#中国现代艺术进入上世纪

3%年代以后#以杨国辛$袁文彬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开始逐步消解上世纪_%年代的精英与反叛意识#更

加注重市场和商业元素#比如+超市艺术展,等具有商业性质的艺术活动逐步风生水起#并采取了主动

与大众文化靠拢的态势#+有意模糊艺术与生活关系,

-"#.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艺术和生活美

学的理念原则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更是通过全球化和带有+后殖民,色彩的态势$以文化穿越的

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普世性的价值与意义(大众文化$波普艺术和生活美学为资本的扩张披上了一层

华丽的外衣#使其以感性的姿态实现消费意识形态的全球同一性#正如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全球化

和后殖民的界定#+便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中心化过程(它将是西方政治文化控制的继续(以

3后现代性4来描述与当今第三世界文化现状正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助实现这种可能(第三世界文化的

3后现代性4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后殖民形态的后现代性(,

-"G.

所以#对于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审美表征而

言#后现代美学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家族相似,概念#众多的文化现象各自存在$相互开放$并行

不悖#宏大政治意识形态$个体的反抗与自由$生活美学的彰显$高雅与低俗的融合等等#这些共同构

成了美学+场域,*其实从深层次而言#中国自上世纪_%年代以来的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仍然具有其

主导的线索)正是以人的生存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反抗(这一点促使后现代美学在表面的分散中

获得了更高层意义的统一#也试图继续延续现代美学前辈的反抗理念与批判话语(主旋律艺术作品开

始尝试与市场消费和个体原则相结合#在艺术形式方面做出突破#影片&建国大业'和当前&亮剑' &我

的团长我的团'等正是融合较好的代表*传统高雅艺术也借助于后现代的光影传播和复制#在新时期

重新走进千家万户#青春版&牡丹亭'正是成功的例子*波普艺术$观念艺术也正是在此维度上从先锋

派艺术中分化出来#从而在大众文化和主体生活的周围#继续坚守着艺术的反叛性力量和人文主义价

值#比如唐朝晖编选的&勾引与抗拒)当代先锋艺术十年纪'中选择的中国当代绘画#正是以变形$夸

张$荒诞等形式完成了对时代的解读*上海外滩"_号画廊的艺术展也是更多地邀请先锋艺术家进行涂

鸦作画(所以#后现代美学仍然是以+人的存在,为核心#并且继续以积极的理论态度完成美学的话语

言说#+新的美学存在于残损的躯干$断离的手臂$原始人的微笑和被方框切割的形象之中#而不在界

限明确的整体中,

-"!.

(后现代艺术的+平面化, +去审美化, +去情感化,其实是在技术$商业和大众的

多重维度中#完成了积极而又合理的美学建构(

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都完成了现代艺术的转型#艺术已经走下象牙塔#与更为

广阔的市场$消费和生活密切结盟#并且在多元化的审美体验中确证着主体生存的意义(虽然中国的

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依然要符合宏大意识形态的规约和无处不在的话语霸权#但是经历_%年代和3%

年代的推动#艺术得以融入生活并逐渐获得广阔的延展空间(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存在和发展的场域而

言#形成了一个蕴含了国家宏大意识形态$反抗$自由$审美等多个层次的包容体#而这些又必须在消

费伦理和主体日常体验中完成#所以就给予我们从生活的建构和澄明的维度#分析审美自由和主体价

值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主题的实际形式被视为其3真正的4形式%%%能表现其自身本来面貌的形式*

但从后审美的角度看#主题就是形式#任何试图以美学的方式修饰或者重构的努力都被视为对其的歪

曲,

-^.G/

#审美已经融入到后现代生活+形式,的方方面面#并且以感性直观的方法表现和传达出美的

诉求(显然#从文化表征层面而言#艺术和审美在多元化的场景中完成了向日常生活的渗入的目标#并

且确证着主体自身的存在价值(文化工业和商品流通已经使得艺术走下自律的神坛#走出画廊$音乐

厅$剧场和展览馆#转向了商品$影视$电视$器具$街道等人们触手可及的生活用品(+到了后现代主义

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22后现代

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的那种特定的3文化圈层4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

*而对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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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科技理性$实用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使现代人类感觉疲惫不堪#而唯一能够唤醒感

性能力和反抗话语的正是艺术和美学的力量#众所周知#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感性的维度确证了主

体的自由#从悦耳悦目的感官体验到情志合一的超然物外#从心意感知的自由体察到超以象外的神与

物游#最终通达的是无功利真正自由的实现#+不论是在人类的开端还是人类的目的地#诗都是人的女

教师*所以#即使哲学$历史都不会存在了#诗也会独与所有余下的科学和艺术存在下去,

-"^.

#所以后

现代艺术借助文化工业的力量使得大众能有效$广泛地参与进审美活动之中#这也促使了生活美学的

产生(从精神的美学到视听的美学#从象牙塔到公共资源#从悦志悦神到悦耳悦目#由此可以看出#后

现代美学更加自由$包容和多元#+所谓生活美学#也就是将美的始源$根柢$存在$本质$意义$价值等

直接安放于人类感性具体丰盈生动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美学,

-"$.

(

以上还只是对生活美学的表征界定#而从深层而言#生活美学的建构是与艺术自律终结和后现代

艺术的兴起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行为艺术的本质便是集中在人的+身体性,中#在身体的变化与外

在环境的相互影响中完成理念世界的彰显#比如"3_3年#月中国美术馆开展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中#行为艺术家和参与者们手拉手躺在印有+不准掉头,巨大交通标识的画布上#用日常生活的现实身

体表达某种理念#这在当代也成为摄影界和影视界乐此不疲的话题*大地艺术以人的改造和自然环境

之间的协调为基准#传递出类似于+道法自然,的美学意味#这也直接促使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产

生#也高扬了生活中主体实践的力量(由此#在生活中#艺术可以成为生活#生活也以审美化的姿态成

为了艺术#每个普通人也都可以承担起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而言#我们

可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将+日常的生活,进行+审美化,处理#这恰恰是文化工业和主体存在的历史

诉求*而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将+艺术,融合于生活之中#放弃对艺术做本质主义和超验美学的研究目

的#转向当下的现实存在#并且在感性的在场体验中完成人性的超越$自由和解放)+新老派大师带给

我们一种关于艺术意义的全新感觉%%%坚信在不歪曲生命的悲剧性的前提下#艺术有可能超越它创

造出一种新的美学上的和谐%%%以及一种艺术的内在人性的!89BD;7-F:98B1"新感觉,

-^."3G

#这也正是

生活美学的主张(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有意地和生活保持距离#以审美救赎和审美独立反对异化世界

作为最高旨归*那么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正是消泯了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但也保持了人文性$色彩和反

抗异化的内核#在+亲切,的回归中完成现代派艺术所没有完成的艺术史使命#+它凸现为艺术与生活

界限的日益模糊(当代艺术也以3反美学4的姿态走向观念$走向行为$走向环境,

-"_.

(同时#对于+生

活,的理解也应当回归以人为核心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它不是精神上超验的存在#也不是身体

化和本能化的生命#而是在现实的艺术与文化实践中#具有 +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

睛,

-"3.

#并且能够在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实践中#感知美的存在(这样一种生活是建立在个体体验之上

的#并且在+交往,原则映照下的多元化后现代生活#+如果客体的同一性不再受到关注#那么人类的共

同本性就无法阻止公共世界的解体#这一解体通常多发生在这一世界的大多数人展示自己的一些方

面崩溃之后(22他们被囿于自身单一经历的主观性之中#只要这一经历不变#它就不会停止表现出

这一单一性(,

-#%.

艺术自律终结之后的生活美学将继续建构和参与着历史#并将塑造着大众文化的美

学面貌(一方面#生活美学承担着现代艺术的反叛性与先锋性#在对主体生活空间的关注中继续着现

代性所+未完成的使命,*另一方面#生活美学试图适应大众文化和后现代的语境#并且在+终结,之后

为主体的存在提供终极的意义与价值#只是她将热情而温柔的眼光隐藏在物性$平面$自由和多元的

后现代景观中#但这无法取缔美学天然的+人本属性,#而是在无奈的妥协中完成崇高的使命#+人在历

史终结时消失22人重新成为动物#那么人的艺术也重新成为3自然的4(22在历史终结之后#人仍

将建造大型建筑#创作其艺术作品#就像鸟儿筑巢和蜘蛛织网#仍将模仿青蛙和知了演奏乐曲*后历史

动物因他们的艺术$性爱和游戏的行为而感到满意,

-#".

(我们欣喜地看到#生活美学通过与大众传媒

技术和文化工业的流通#已经深刻影响到普通民众和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构建出崭新的主体生

存与生活体验方式(中西方歌唱家同台献唱&茉莉花' &功夫熊猫'带着中国元素走向世界$中国城市

建筑的后现代风格$现代派绘画对底层大众生存的关切等等#这些都以+中国,与+西方,可通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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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质完成了主体性自由的彰显和生活美学的敞亮#而这些又恰恰是借助于后现代文化语境完成

的(影像传媒的感性生动$赛博空间的主体自由$城市设计的全新理念$超市广场的动画仿真$地缘空

间的自然本真$广告传媒的亲切动人以及消费文化的符号价值等都构成了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的后

现代文化景观#艺术也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进而构架了从+终结,到+永恒,的历史话语(

从对艺术自律终结的反思#到生活美学建构的敞亮#从现代主义艺术的精英化原则到后现代艺术

的理念化$生活化原则#透露出的是艺术为找寻人类感性审美体验和终极存在价值的努力#并且以+终

结,和+决绝,的方式实现自身的转型(艺术自律终结之后美学的出路在何方/艺术丧失本体的追问之

后又将如何前行/这些都在后现代文化脉络和生活美学中找到了答案(每个主体都能够在历史中找到

自身价值的确证#也能感受全新的生活艺术和美学带给的惊喜*所有人都成为独一无二的现实个体#

所有人也都成为了无足轻重的平等交往存在(也许#艺术自律终结正是告诉我们)多元$自由的后现代

文化已经来临#而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正是后现代艺术给予人们的礼物#+人类的终结之处#就是历史

的终结之处#也可能就是艺术的终结之处,

-##.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G.

(从某种意义上说#

艺术自律终结和生活美学的建构不仅瓦解了一元式的话语霸权#更是追求了无限的理论热情*不仅以

反叛的姿态完成了现代性未完成的任务#更是给予人类自由和感性的美学体验*不仅消泯了或居高临

下或孤芳自赏的艺术叙事#更是给真诚生活的人们以参与历史建构的自由(+这是一种舍弃的对立面(

我们再也不相信凝固$现成的意义(这是赋予人的陈旧的神话了的秩序#以及其后"3世纪理性主义的

秩序(但是关于人#我们提供的是这样的希望)只有人创造的形式才可能赋予世界以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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