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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来的一些雕塑及绘画创作和展览中，人们常可

看到不少以性为题材而加以把玩的作品以及以“丑”为表现对

象的作品，这在社会上和艺术院校学生的毕业作品展览中都

不乏其作。它们多突出和夸张有关性的形体与情节，或专门把

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是缺陷和丑陋的形象和事物加以表露，

并多以戏谑，把玩或调侃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之，但它们给观众

们带来的基本感受是艳俗、无聊、挑逗乃至猥亵和令人作呕。

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大量把玩性题材或热衷于“审丑”

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及文化意义究竟何在?而它们相互“克隆”

和泛滥的原由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世界美术史上，经由马奈，库尔贝、塞尚到

杜尚及毕加索的艺术实验和拓展，艺术早就摆脱了经典的或

传统意义上的美学范畴及其观念的束缚，而更多的使艺术的

文化角色和价值意义延伸到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精神分

析学的领域，也更加关注艺术的形态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必然

关系及其内省的精神意义。可以想见，一旦在艺术摆脱了以往

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羁绊，摆脱了束缚正常人性的伦理和道德

观念而迎来了本体的自觉和相对独立的地位，艺术的存在理

由、发展理路及其价值体系和批评标准等方面，都必然会不断

面临新的疆域和问题。尤其是在世界文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

以来，以及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形态下，对于

艺术在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中的角色及其存在意义的探索，

也必然会呈现出更为复杂或模糊化的局面。这其中蕴涵着各

种权力和文化形态的抗争，也存在着社会和个体道德信仰的

危机。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所突显的即往往是美学态度及价

值观念的矛盾与危机。

我们知道，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晚期的世界美术史

上曾经出现过不少表现有关性和审丑的美术作品，如比亚兹

莱、席勒、罗丹、库尔贝、毕加索、蒙克、达利以及在“达达”

等现代艺术流派的作品中均又所表现，但形成它们的主要原

因及动机：或是为了体现特定的文学主题与精神内涵；或是出

于揭示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体验}或是为了挑战和反叛传统的

伦理、道德和美学观念，或是出于对特定时代的文化及社会问

题的显露以及哲理的隐喻。也就是说，它们往往是带着特定时

代的艺术和文化道德问题而进行的个性化的探索，尽管其中

也不免含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色情与颓废之物，但却非无病

的呻吟或为了纯粹的感官刺激和无聊的“恶搞”。反观当下出

现的许多有关性题材的雕塑及现成品类的作品，它们的大多

数是在当代图象资料泛滥的条件下对他人作品样式和主题的

模仿，包括对某些有了一些名气和市场价位的艺术家的作品

的变相炮制，同时，也是由于自我修养及艺术创造力陷于贫乏

以及受周边类似创作倾向的影响所致。尤其是一些尚处于学

生阶段的青年作者，在急于成名成家和在展览中吸引观众眼

球的动机下，做出些自以为惊世骇俗或超凡脱俗的东西，却不

审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也不在乎如此作品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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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社会的影响效果。似乎在一个几近丧失道德和艺术评价

标准乃至“怎样做都可以”的环境氛围中，只要能设法达到自

己的某些目的或满足自己的当下欲望就足够了。

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和思想目的的工作，我们有理由认

为当代艺术在形式及其观念形态上应该具有某种原创性，或

对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民众具有某些启迪或建设性的意义，

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艺术文化的思辨和批判。实际上，艺术创作

不是不可以涉猎有关性的问题探索，也不是不能哲理的和启

示性地进行“审丑”的艺术表现，但它们应该是能够揭示某种

存在的文化问题或反映内在精神的真实，给人们的视觉文化

带来新的启迪和创造意义，反之，则可能产生多余和反面的效

应。历史证实，艺术和其它人文学科的核心价值和至高的目

标，还是应该在于探索和维护人及人性中有益于其持续生存

与健康发展的价值理性和逻辑关系。因此，艺术应该在其可感

知的形式和精神意味中为观众提供有益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而不是纯粹动物性的官能刺激或者廉价的猎奇和模仿。当然，

当代艺术并不排斥传统审美价值之外的价值，也不应否定艺

术家个人独特的思想与观念诉求的权利，但当各种作品介入

社会公共空间之时，每个艺术家也应有责任在社会道德和文

化情操上考量其作品的现实作用和意义。应该说，艺术本身最

为珍贵的品格和价值并不在于营造一个追名逐利的“秀场”，

也不在于制造一个蛊惑观众的噱头和另类形象，而是在于提

供给人们以体悟和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和途径，并使观众能

够从中汲取有益的情感或养分。因此，从特定的意义上说，我

们当下的雕塑创作需要更多的有思想品位，有创造性和有社

会责任心的优秀作品，以不辜负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机遇。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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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雕塑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见证了中国社会

如何由一个后理想主义的社会向一个世俗化的、物质化的经

济社会过渡的现实。中国当代雕塑这些年所发展的变化，深刻

地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

90年代中期以后，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笼罩

中国，这种具有全球化背景的意识形态开始对中国人的精神

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套

新的世俗社会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参与了对这个时代人格的塑造：在这个世俗

化的时代，人充满了欲望，具有无限的物欲追求；同时他也努

力追求实现这种欲望的能力和本钱。无穷的欲望希望得到无

穷的满足，这些构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人生理想。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今的世俗社会，是一个“没有世界

观的社会” ，所谓没有世界观，乃是指个人生活的存在已经

与宇宙失去了有机的意义联系，只剩下作为主体的。占有性的

个人”对作为客体的大自然赤裸裸的占有、征服关系。

中国当代雕塑的确是和这种趋向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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