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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艺术批评的语句分析

[ 作者 ] 赵汀阳 

[ 单位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 摘要 ] 艺术品的观众、艺术品的收藏家以及创造艺术品的艺术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批评家？这是考虑到艺术批评时应该想到的一个实实

在在的问题，很显然，艺术批评必须是对观众、收藏家和艺术家有用的活动。艺术创作是一种自由活动，从极端的情况上说，一种自由的

艺术创作即使是“无用的”，它也仍然是有意义的。艺术批评则是一种受约束的活动，首先它以艺术品为其前提，艺术批评所要处理的问

题便事先被限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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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艺术品的观众、艺术品的收藏家以及创造艺术品的艺术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批评家？这是考虑到艺术批评时应该想到的一个实实

在在的问题，很显然，艺术批评必须是对观众、收藏家和艺术家有用的活动。艺术创作是一种自由活动，从极端的情况上说，一种自由的

艺术创作即使是“无用的”，它也仍然是有意义的。艺术批评则是一种受约束的活动，首先它以艺术品为其前提，艺术批评所要处理的问

题便事先被限定了。目前国内一些所谓的艺术批评几乎不顾批评的目的，好像不是在对艺术品进行批评而更像是在进行散文创作玄玄乎乎

谈了许多自由感想，不但脱离批评中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甚至好像连明白话都不会说。这种“批评“对于观众、收藏家和艺术家都是无

意义的。 一个艺术品不是现实事物或者心理情感的再现或者表现，而是试图展示一个“可能世界”（借用一逻辑术语），这具可能世界

是我们未曾拥有的存在，它怕可能激起的体验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对于艺术家本人都是新的，因为这一可能世界在它完成的时候凸现在艺术

家（观众）面前。这正是艺术品创造性的结果。 正因为艺术品所建造的可能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它先验地决定了（1）我们必须以

介入其中的态度去理解它而不是以在外的态度去解释它，我们不可能对一个尚未理解的东西进行有效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解释学和解构

主义的解读方式反面造成了观众与艺术品之间的隔阂——这种解释方式在存在论上把观众遗弃在艺术的可能世界之外；（2）对一艺术可

能世界的理解不仅是对它的真切体验，而且是对这一世界所提出的问题的分析。正像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不仅是经验理解而且是科学的

理解，对艺术的可能世界除了体验性的理解之外还必须有着其学术性的理解，即对这一世界的构像方式的分析。这样的双重理解构成了艺

术批评的核心内容。 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艺术批评，观众、收藏家和艺术家才能比较有效地评定一个作品的价值。尽管一个艺术品的商

业价值深受时代兴趣和商业活动的影响，例如有些人可能觉得凡高的画实际上不应该像拍卖价那样值钱，但毫无疑问凡高所建造的艺术可

能世界是伟大的，这是其艺术品的实实在在的价值基础。无论如何，艺术批判不是花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分析。  二  对于一个艺术品，与

之有关的审美陈述由“表态性语句”和“批评性语句”构成。这些语句的修辞性意义纯属个人风格，在此不加讨论，我们只需要分析其学

术性意义。考虑下面这两种类型的语句： （1）我喜欢这一作品，因为对我来说它是如此之般的。 （2）这一作品是高水平的，按照某种

标准，它有如此这般的意义。 语型（1）是表态性的而语型（2）则是批评性的。表态性语句所说明的是某人喜欢一个作品的心理原因，

批评性语句则给出评价的理由。 在许多时候人们会混淆原因和理由，这很容易损害艺术批评。对心理原因的表白是无效的批评，正如维

特根斯坦所指出的，给出心理上的原因根本无法消除审美的困惑。维特根斯坦甚至还讥讽说，即使是一条狗对某种音乐也会有赞许的态度

以及其心理原因，然而只有人才能给出理由，才能说明一个作品中哪里是好的、哪里是败笔以及改进的可能性。所以，严格的艺术批评不

是表态而是陈述理由。表态，无论多么奇特的表态，人人都会，就偈每个人对随便哪一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是，表态和意见

只是散文的题目，在艺术批评中我们需要的是中肯的、有用的分析。 批评性语句通常有（1）现象学式的语句和（2）解释学式的语

句： 某作品x，它展现了如此这般的一个可能世界W。其创造性的构象方式是如此这般的，并且，其技术处理水平是如此这般的。 某作品

x,在我看来，它能够引出如此这般的语义维度，并且，这种语义维度具有如此这般的重要性。 现象学式的语句所分析的是一个艺术品所提

出的问题，它以一种几乎“客观的”方式进行断定，正如上面所显示的，它包括对一个作品的构像质量的分析和技术水平的分析。这种就

画面的问题所作的分析是内行的分析。 解释学式的语句所说明的是与这个艺术品相关的道理，确切地说，它不是艺术品本身的问题而是



我对艺术品的解释所产生的问题。这种相当主观化的评论实质上是劝说性的，即我企图说服别人以我这样方式去解释这个艺术品。 这其

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解释学式语句必须以现象学式语句为前提才是有意义的。理由很明显，首先，如果不理解一个艺术品通过其存在本

身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根本就无法在对它的解释中提出批评者自己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消解各种传统的解释方式，但地不能消解作品所

展现的可能世界的存在；其次，我们也不能把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可能世界仅仅当成一个变相，即任意一个X，而把作品看成是最后由观众

或读者来完成的作品。这是一种存在论幻觉。所谓误读，决不是对作品的整容手术。当然，新闻记者几乎总是对本文的误读，但这并不意

味着是对作品的再创造，那种夸大其词的说法恰恰是对误读的误读，其实，误读只意味着我们能够就艺术品所提出的问题来提出我们自己

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其简单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可以把地球的存在解释成荒谬的东西，但决不能说我们创造了一个荒谬的地

球。 现今流行的艺术批评有一种削弱现象学语句的倾向。这或多或少暗示着艺术批评正在弱化为一种文学性散文或者一种时尚性杂文。  

三  许多人对艺术的理解深受流俗的心理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总以为艺术品独特之处在于表现某种不建党的情感或者与众不同的感悟甚

至离奇的观念，这种天大的误解使艺术近乎是某种秘密或者奇谈怪论的曝光。基于这种误解，一引起批评家使劲把艺术品往“深刻”和怪

诞里解释，这恰恰把艺术追到了阴暗角落去。一些屈从于这种糊涂批评的艺术家便成为没有才能的中国巫师、冒充原始土著和肤浅的弗洛

伊德主义者。 艺术是一件严肃得多也伟大得多的事情。 艺术不是某种东西的表现而是对某种东西的创造，艺术品的独特性在于它创造了

一个独特的可能世界，或者说，艺术的价值主要来自它在存在论层次上的贡献而不是来自它在知识论层次上的贡献。所以，艺术本身的

“问题”是一个“造成某种存在”（making-a-thing-to-be）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表现存在着的某种东西”（representing-a-thing-that-is）的

问题，艺术品贡献的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种感受或观念。如果不理解艺术品的存在论意义就等于艺术一无所知。所以我强调艺术不是一种

语言——这是一种很坏的类比——而是一个世界。一种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媒介。其意义在于它所指的东西；而一个世界本身就具有充足的

意义。一个艺术的可能世界一旦被理解，各种感受自然就产生了，但却不是被表现着，这就偈现实世界引起我们的各种感受，却不能说现

实世界本身表现着这些感受（除非是拟人的说法）。艺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创造一些具有强大刺激力的独特世界来唤醒昏昏欲睡的

人类精神，而不是通过某种不独特的“语言”去表现述说一些也许独特折个人心理。所以，真正有意义的艺术批评必须通过现象学式语句

去分析艺术品所展示的可能世界的存在论意义。 事实表明，那些非常有个性的艺术爱总是成功地塑造了独特的可能世界而不是不可理喻

的精神，便如博依斯，通过他的作品所感受到的精神无非是相当普遍的人性、良知、内省、拯救等等人类意识，但他所创造的可能世界地

是极为独特的——他所利用的材料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经过非常突兀的重组而构成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存在：一方面它是现实之外

的一个可能世界；另一方面这一非现实的可能世界却以现实日常物质的形式穿插于现实世界之中。这一特殊的可能世界恰恰是博依斯作品

的魅力所在。作为对比，某些爱好制作和装置的艺术家由于缺乏一种创造可能世界的独特意识而进行一些原始鬼神式的制作或不明确的拼

凑，结果看起来不是一个可能世界而是现实世界中陈旧的一部分或者杂乱无章的一部分。 批评家和艺术家都必须意识到：如果找不到一

个可能世界也就抓不住有意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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