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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沃霍尔与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神话[1]  

中文摘要：本文以波普主义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为文化原型，探讨了“安迪·沃霍尔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

文化属性。笔者认为，安迪·沃霍尔的艺术创作与接受凸现了认同性、传媒、性、政治、时尚等社会构建性

质，通过再现与强化由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政治和时尚的规范所确立的界限，激励人们对个体存在与文化现

状的逻辑关系进行自省。探讨构成“安迪·沃霍尔现象”的语码和影响之间的矛盾，是把握安迪·沃霍尔艺术多

重性解释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安迪·沃霍尔   时尚   认同性 大众传媒   后现代性 

 
在过去的大约五十年里，安迪·沃霍尔与他的前辈杜尚、博伊斯一样，一直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追

捧的偶像而备受瞩目，同时由于他作品中强烈的颠覆性，使之成为人们沸沸扬扬争论的焦点。他是波普主义

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擅长在手绘、印刷、摄影之间的跨越使用，不断利用传媒而重复传媒，大胆尝试

凸版印刷、橡皮或木料拓印、金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他化腐朽为神奇，令流行文化的低俗产

品点石成金，并使世界同意：易拉罐与广告值得一画。在安迪·沃霍尔的艺术视界里，玛丽莲·梦露、杰奎琳·
肯尼迪、毛泽东以及其本人的形象在丝网印刷的反复转化下产生一种奇异的张力与感伤，使冷冰冰的大众媒

体形象变成具有真正精英认可的艺术珍品。 
安迪·沃霍尔除了是波普主义艺术鼎盛时期的旗帜，他还是电影制片、出版社、摇滚乐的推动者，他奇

装异服，行为诡异，是纽约社交界、艺术圈红得发紫的明星艺术家，同时，他又利用他的“工厂”制造明星，

使聚集在他周围的年青人也和他一样，引领大众走向时尚的最前沿。他的哲学是：“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

的名人。”同时他的策略是：“我将会以个人的名义推出下列任何一类产品：时装、ACDC、香烟、胶纸、摇

滚唱片、电影器材、食物、氮、鞭子、钱！” 阅读他的人生哲学，会使人生发出这样的感叹：“阅读它，我发

现自己对消费时代种种人性的可能，对于时尚、购物、金钱、媒体、性等等的感知，仍处于前消费时代。”

[2]
然而，对于安迪·沃霍尔反面的批评也从来不绝如缕。对于批评者而言，安迪·沃霍尔的艺术是对媒体粗

俗的复制与再现，是精英文化对商业主义恬不知耻的屈服，是媒体文化中平庸的消费主义猖獗的一个缩影，

他将精英艺术的品味引向了万劫不复的深渊。因此，安迪·沃霍尔成了文化界思想激烈交锋的靶子，批评

家、受众和学者对他或褒或贬，绝大多数的争论都含有非此即彼的意味。笔者以为，现代舆论对安迪·沃霍

尔及其艺术的评价之所以失之片面，主要是由于“安迪·沃霍尔现象”文化社会学阐释的缺席。“安迪·沃霍尔现

象”是一种真正的矛盾交织点，要想客观地阐释他的艺术与艺术价值，就必须对这种矛盾加以叙述和评价。

同时笔者还认为，安迪·沃霍尔的艺术及其接受凸现了认同性、传媒、性、政治、时尚的社会构建性质，通

过再现和强化那些由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政治和时尚的规范所确立的界限，激励人们对个体存在与文化现状

的关系进行自省。但是，由于过度强调认同性制作过程中形象、性、时尚、消费等方面的创意，安迪·沃霍

尔的形象也就同化为消费社会的种种标志，这又与既往精英知识分子的艺术理想背道而驰。因此，探讨构成

“安迪·沃霍尔现象”的语码和影响之间的矛盾，乃是把握 “安迪·沃霍尔现象”多重性解释的关键所在。 
一、时尚、性别与认同性 
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安迪·沃霍尔现象”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艺术行为揭示了当代世界中时尚认同性的本

质、功能等主要特征，时尚为构建认同性提供了程序与素材。显然，在安迪·沃霍尔这里，时尚与他的艺术

价值是一致的，其目的就是“引人注目”，作为意义视觉符号的时尚即安迪·沃霍尔艺术的标识——波普主义的

标签。坎贝尔说，在60年代，时尚经常源自于反主流文化，那是一场自觉地运动，它既反对传统价值和既定

的观念，也反对市场意识形态：“为了代替这些传统观念，反主流文化主义者提出了个体自我表现的自我实

现的核心原则，并且对直接经验、个性、创造力、真实的感觉和快感等赋予了特别价值。”[3]  
必须加以澄清的是，波普主义之前的艺术也热衷于时尚主题，如宫廷古典主义艺术、印象派绘画乃至马

蒂斯的野兽主义等等，也都从某种层面反映了时尚的世俗活力，但尚不足以传达时尚性背后的现代大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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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并不具有普世性的精英时尚趣味，同时在艺术上侧重于展示手绘风格的创造性及题材

的意义。而这些，在安迪·沃霍尔这里没有丝毫意义，安迪·沃霍尔的时尚观反映了大众文化的滥觞背景与肆

虐现实。与精英文化永远处于对立性的大众文化历来不登大雅之堂，因为大众文化“单凭它那无所不在的影

迹，它那让人难以言尽的数量，就已经足以威胁‘高雅文化’的生机。”[4] 
安迪·沃霍尔与大众文化的渊源也有着深刻的人文背景。从其艺术经历来看，艺术家的安迪·沃霍尔实际

上是由那个天才的设计师蜕变过来，1952年（24岁）他在纽约以商业广告绘画初获成功，并逐渐成为著名

的商业设计师。他设计过贺卡、橱窗展示、商业广告插图，这些经历奠定了他的作品的商业化与时尚性倾

向。1954年安迪·沃霍尔首次获得美国平面设计学会杰出成就奖，1956年和1957年他连续获得艺术指导人

俱乐部的独特成就奖和最高成就奖。20世纪的60年代，他开始以日常物品为表现题材来反映美国现代社会

的文化、政治与生活现状，将美钞、罐头、垃圾、明星、化妆品、名人照片一起贴在画布上，一步一步地摧

毁了传统艺术观念中高雅与通俗的界限。 
从安迪·沃霍尔五十年代带有强烈女性气质的作品《唇》、《香水瓶及口红》、《女性的脸》与花样百

出的《高跟鞋》可以看出，设计师出身的安迪·沃霍尔对于时尚的本质具有天生的敏感性，然而，这种天生

的艺术嗅觉与艺术家本人性别认同的模糊性不无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安迪·沃霍尔有着近乎窥

淫狂症的私生活行径，对同性充满了浓厚的兴趣。他长期沉迷于描绘男性的裸[美学研究网http://www.aesth

etics.com.cn]体，尤其强调下半身，在私密处尤下功夫，他计划编一本《阴茎书》（Cock Book）。安迪·沃

霍尔不仅描绘女性优美的高跟鞋，还经常要求别人脱下鞋子画脚，他觉得脚是性感的代表，曾先后完成了几

百张关于男性裸[美学研究网http://www.aesthetics.com.cn]体与脚的图绘。后者结集成《脚的书》（Foot B

ook）,前者一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安迪·沃霍尔美术馆出版了《男性裸画》。毋庸置疑，安迪·沃霍尔一生的

同性恋慕心理是促使他具有关注时尚与媒体的本能，对男性身体的迷恋会催化其对女性日用商品的恋物癖与

时尚关注。 
安迪·沃霍尔本人并不讳言自己的性别取向与成为女性的渴慕，他说：“对于那些花上一辈子时间试图成

为女孩子的男孩，我感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得付出那么多的努力——双倍的时间——才能除去那些泄露机

密的男性特征，并吸取所有的女性特征。”[5]确实，安迪·沃霍尔后来复制的梦露照片与他电影及节目里频频

转换性别权利和控制的关系，展示了女性的社会化形象，同时也表现了男性的幻想，而正是这种幻想才在作

品里构建出这样那样的女性性感的物欲形象。 

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摇滚歌星们蓄着长发，不修边幅，他们影响了发式、时装和行为方式的变

化，而他们偶尔的反叛态度则助长了社会性的反抗情绪，就如当时鲍勃·迪伦所声称的那样：“这就是处于变

化中的时代”，或者说变化就“像风一样吹来”。这些对于一举成名的安迪·沃霍尔来说，也造就了一种艺术家

的认同感，从此他的灵感之源势不可竭，他所涉猎的时尚符号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有符号性，进而成为可以

多重解读、极为复杂的文化文本。无论是司空见惯的金宝牌汤罐头、香蕉，还是经典偶像玛丽莲·梦露、迈

克尔·杰克逊，形成了一股席卷一时的波普主义艺术运动，同性恋成为一种身份卷标，连同摇滚音乐、披头

士、招贴艺术和吸毒场面，作为青年亚文化和地下文化的表征，获得了某种生存权利，鼓励了反文化性的叛

逆以及对新时尚、行为和态度的占用，波普成了青年一代追求新艺术和新生活、反抗艺术权威和社会规范、

进入艺术市场的方式。 
因此，我们有理由认为，安迪·沃霍尔的性别困惑与时尚认同感实际上构成了一种交错的权利运作力

量，他通过时尚和传播转化为一种意义的编码与译码活动，要求时尚的追逐者必须有理解时尚符号意义的能

力，进而使受众能够欣赏其附载的艺术趣味。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声称：“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看

的能力就是一种知识的功能，或是一种概念的功能，亦即一种词语的功能，它可以有效地命名可见之物，也

可以说是感知的范式。一部艺术品只是对那些拥有文化能力的人来说才会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6] 因而，

在特定的语境下，时尚的生产与复制就是品味的生产与复制，就是识别品味的主观信仰的生产和繁殖，将时

尚看作为某种文化的负载正是安迪·沃霍尔艺术策略的成功之处。 
二、“不在”与“遍在”——媒体制造与“安迪·沃霍尔现象” 
在现代社会里，大众媒介与生产模式的关系反映而来意识形态的面目，大众媒介将社会把社会现象再

现，来传达价值观与期许时，也就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有利于流行意识的这种概念，而这样一个结构则更进一

步为社会其它制度与组织所中介。大众媒介的研究已经指出，文化形式造成的效果，没有不经过媒介的传

达：从电影、电视、收音机、计算机等电子媒介，一直到报纸、海报、招贴，都在市民社会条件下发挥着强

大的功能。安迪·沃霍尔似乎清楚地看到，媒体文化提供了一种强劲的文化时尚的源头，提供人们外表、行

为以及生活方式的榜样，而所有这些同样也能纳入艺术的表达范畴。 

有足够理由说明波普主义艺术滋生的土壤是基于大众文化的滥觞，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兰·斯威伍德认为，

大众文化理论方法论上的取向强调的是消费而非生产，混淆了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与流行文化的关系。他指

出：“因为流行文化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就生产这个层次而言，它只是商品的另一种形式，在个人与

社会世界之间，起了中介作用。”[7]  
在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中，正如布尔斯庭所分析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即透过重复的手法而使社会的空

虚感更加蔓延，这与当下中国艺术中“脸谱化”、“卡通化”趋势，乃至于利用电子媒介而获得成功的“超女”、



“网络人物”等可谓一脉相传。安迪·沃霍尔籍以重复的媒体图像，使作品的题材看似不具有任何意义，成为

空虚之物，但是正是这种空虚感最终成为作品意义化身，此时的媒体图像不再具有媒体的性格，它已经纯化

为一种艺术传达的媒介。由此可见，虽然安迪·沃霍尔与布尔斯庭都关注到了媒体时代的图像力量，却其立

场相左，布尔斯庭对“复制”与“空虚”持批判意见，他以此来描述自己对现代媒体社会弊端的忧虑；安迪·沃霍

尔则肯定机械性在艺术表现中的美学价值，并强调群体意识的客观现实：情感价值的阙如，正是那个时代共

有的意识。安迪·沃霍尔如此认为：“我认为整过六十年代，大家都似乎忘了有感情这个东西吧！”[8]艺术的

商业性质，艺术家与艺术灵感皆具有商业性。可以买到艺术灵感，艺术灵感可以作为商品出售。 
藉由消解个性，与大众同化，而取得社会性的人格；因为舍下了个人，才能让自己与社会声息相同。于

是，安迪·沃霍尔也成为了媒体，成为了一面大众面孔的镜子。在大众传媒肆虐的现代社会，任何一种图像

的建构都反映社会自身，这说明了公共权利和受众意识之间的操作空间，媒介化社会自行塑造自我形象的强

大能量。在信息化社会，媒介对大众的影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度，影响的缺席就是力量的缺席，现实和历史

成为视觉隐喻支配的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信息可以无限倍增值，同时产生更大的传播效果，使传播成为

价值化行为和诱惑方式。现代大众媒介的力量，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不止

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9]经追随瓦格纳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德布雷就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抛

锚与其说是思想的贫困，还不如说是影像的缺席；与其说是辩证法的枯竭，不如说是人性形象认同的消耗殆

尽。具体说来，就是苏联东欧自己的梦工厂文化已经落伍，不足以颉颃好莱坞、肥皂剧、电视广告，面对摇

滚乐和流行音乐的入侵不能生产出新的节目和节奏，影像的力量和商品的力量一样重要。[10]  
尽管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最终稀释了媒体的属性，但这只是相对于它的艺术属性而言，而站在受众的角

度来看，借助于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图像符号来冲击观者的感官，其刺激力度相较于传媒的力量丝毫不会减

少。媒体与人格的矛盾交织，构成了安迪·沃霍尔作品中无机性的外观，正是他空虚人格所产生的投射。与

此同时，这种空虚的人格亦反应了媒体社会的特质，另一方面，媒体社会也照亮了安迪·沃霍尔。安迪·沃霍

尔自己也说：“在媒体出现之前，个人能够占据多少空间有具体的限制。我想，人类是唯一知道如何占据比

他们实际体积更大空间的物种，因为有了媒体，你可以轻松休息。”[11]西村宏智形象地将媒体与安迪·沃霍

尔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间挂满镜子的房间，究竟何者反应了何者，无从得悉。安迪·沃霍尔不存在任何一

处，但同时又无处不在。这种“不在”与“遍在”就是安迪·沃霍尔的特征。[12]    
确实，如同传媒时代的所有视觉应用图像一样，安迪·沃霍尔的艺术风格体现了一种适时性。他从不理

会过去的传统价值，也不寻求未来的普遍性。然而，仅从及时性来看，就已经深深地触及到了时代的属性

了，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认为，适时性即是这个时代的本质。可以这样说，在安迪·沃霍尔之前，西方绘画史

上还没有哪一位画家与时代精神咬合得如此紧密，有人甚至认为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体现了一种残酷的现实

主义精神，那是它不露痕迹地传达了消费时代人们的物欲追求与焦虑虚薄的信仰危机。但是，这种悲天悯人

的阐释并不符合艺术家的创作初衷，安迪·沃霍尔绘画表情的无动于衷确实有着强烈的玩世、嘲弄与反讽特

征，但画家并不想将此观念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旨。主观上说，画家实际上是想通过一种新的语言符号，即便

使用复制、拼贴的方式，以消解原创性的趋同性图像形成一种新的原创性，以表明自己的艺术主张——“艺

术即经验”，“艺术即生活”，“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安迪·沃霍尔“好想成为机械”的名言，即以复制图像入画

面，以出世态度绘入世场景，以游戏法现世态相，这正是波普主义艺术趣味的本质追求。 
或许，安迪·沃霍尔是想把商业美术的机械式流程导入纯艺术的领域。不过对他来说，商业美术并不是

机械式的，因为所谓商业美术的创作，仍有很大的成分是受其末端客户的感情、趣味所左右。而安迪·沃霍

尔要将商业美术最末的人性情感都加以去除，成为完全的机械式，这样才能纯然通向艺术的形式法则，尽管

这已经与传统背道而驰，但却在作品中形成了独特的机械般无情感的人格，戴着无表情的假面具跳舞，正是

安迪·沃霍尔之所以成为安迪·沃霍尔的根本因素。因此，市民社会中的商业与传媒的运作趋势来观察，波普

主义是一个势必继续发展的经济过程的组成部分。 
三、“安迪·沃霍尔现象”的后现代性 

安迪·沃霍尔成名于1962年，那也是社会学家布尔斯庭（Daniel Joseph Boorstin）出版《幻影的年代》一书

的时候。布尔斯庭认为，影像比现实更具现实性，复制之物比原件更能卓越地描述媒体社会的状况。但是他

又提到：“就我们的经验，一而再地做同义的重复——即同样的东西用不同的语言或影像持续做不必要的重

复，使我们苦恼的，不是肉体上的病痛，而是一种‘空虚感’。我们透过人为的方式似乎能够填满经验的空虚

感，但愈积极的操弄机械性的行为，反而使我们更加空虚。” 虚幻感的滋生意味着实体性的丧失。与杜尚强

调艺术本质的“虚薄”不同的是，安迪·沃霍尔相信艺术传达现状尤其重要，尽管是无表情的投射，毕竟也是

一种揭示。在《安迪·沃霍尔的哲学》中，他时常描述现实与虚构间的混沌，然而，其作品呈现的其实是种

稀薄的现实感。表达实体性的丧失与现实的稀薄，用艺术的图像方式来传达媒体社会的状况，其强化的力度

不啻于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浓缩。换句话说，当安迪·沃霍尔刻意在其作品中撕裂与现实的距离的同时，结果

在本质上却更接近现实。 
我们看到，自从哈贝马斯现代性理论流行开来对安迪·沃霍尔的批评也不无矫枉过正之嫌，在那个激越的又

焦虑的时代，现代主义精英艺术已经无力唤醒人们对现实认知的混沌与虚妄，而达达主义、波普主义对艺术

场域的介入可谓应运而生，它们以惊世骇俗的颠覆性给予缺乏活力的传统艺术以痛击，并将后现代主义艺术

推向了历史的前台。如果说传统的艺术趋向于精英群的孤芳自赏，那么，安迪·沃霍尔的艺术却是对大众开



放的，这不仅是他大胆地在绘画中使用各种时尚的图像符号，还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各种角色，他的

“工厂”汇集了各种各样的自由人，日常的狂欢另所有人都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和舞台，他们是时尚的引领者，

而安迪·沃霍尔则成为了这场运动里的超级巨星。同时，安迪·沃霍尔一生皆以杜尚为偶像。他收藏了杜尚著

名的小便池现成品艺术，他也曾穿着女装打扮成杜尚的样子拍下照片。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对安迪·沃霍尔的

启发是不言而喻的，前者更强调观念对现成物品的对艺术表征的直接干预，后者则通过选择媒体的宠物图像

来揭示图绘的种种可能性。不过，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最本质性的类似则在于，他们都植根于强烈的时代虚幻

感，倘若说杜尚的叩问是对艺术本质所提出的质疑的话，那么安迪·沃霍尔则利用自己的作品传达了一种对

同一性的社会学批判。 
由此我们认识到，安迪·沃霍尔纷至沓来的艺术因子中的复制与重复性，其立足点非但不是传统的美学

视角，甚至是将之放置于最尖锐的对立面。他将人们从来熟视无睹的生活品带进艺术的视界，并巧妙地将媒

体、时尚与认同性联系起来，这也说明了最真实的生活正是认同性扎根的地方——这是无可争议的观点。因

而，安迪·沃霍尔现象意味着，在一种消费驱动的社会里，认同性是通过形象、时尚和媒体所构建的。认同

性根本不像过去许多现代理论中被渲染的诘屈聱牙，尽管在海德格尔那里，自我独立性和果断重复构成了本

真的自我性和认同性，但是，对安迪·沃霍尔与后现代的认同性建构而言，恰恰是大众形象与时尚符号的同

一性加深了个体对现实的理解与认知，就艺术家自身的价值确立来看，捕捉到大众的属性也就意味着自我的

实现。 
而且，对安迪·沃霍尔来说，时尚、媒体与认同性是无法同自己的审美实践相分开的。与早年富有创意

的设计广告相比较，艺术创作也无非是将历史的智慧无限制地复制而已。安迪·沃霍尔现象是由某种创意

性、制作媒体形象和时尚认同性的美学观所塑造的，这一文化将艺术、政治和日常生活组织降格为形象的游

戏，进而激发人们在认同中寻求新的立场。 
即使从波普主义艺术内部来看，安迪·沃霍尔已经不再像汉弥尔顿那样对媒体图像的生吞活剥，他重视

观念性与形式感在作品中的咬合，而后者的波普主义看起来更像广告招贴、海报或宣传画，这在以后发展出

没有任何现代性解读价值的拼合图像或完全与大众文化同流合污的媚俗艺术，这也是波普主义艺术最终走向

式微的前兆。与此同时，安迪·沃霍尔作品中的观念因素与所有观念艺术一样，是与杜尚、凯奇、博伊斯一

路继承而来的前卫理念，与杜尚的现成品艺术语境、博伊斯的历史前卫艺术理想的差距是，安迪·沃霍尔标

志着后前卫主义艺术的真正胜利。前者作品的意义不再是作品本身，全然是一种观念的暗示，而安迪·沃霍

尔的作品意义不仅在于其本身的观念性，更在于它在撕碎传统绘画优雅高贵的面膜的同时，又拓展了架上绘

画的容纳空间，即绘画同样可以表达观念，而且一点也不比现成品、影像、装置逊色。  
正如西村宏智所言：“适时、适所，这正是安迪·沃霍尔成功的坚实理由。”[13] 艺术领域全然是战略家

角色的安迪·沃霍尔，他敏锐地觉察身处的时代有什么需求，于是呼应需求并呈现于众。他通过自己的艺

术，宣告了媒体时代绘画母题与意义的分道扬镳、图像与价值的疏离，他对现代艺术投下的本质性疑问，正

是他在当下仍极具启发性的原因。他的实践与一种矫枉过正的审美观相联系，而且直到今天，安迪·沃霍尔

的追随者们还在继续跨越既定的允许界限，颠覆和跃出现成物和艺术中的诸种限定。从这一意义上说，被公

认为波普主义祭酒的安迪·沃霍尔身上体现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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