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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艺术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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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思维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首先科学的发展证

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今天的真理可能明天就会被证明是谬误知识都有待进行修正.连科学都不能用认识真理,甚至逻

辑一致性是自己合法化,更不用说其它话语了.因此艺术在反传统的道路上发展也在情理之中.其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在美学理论上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理性美学传统发起了猛烈攻击,在社会生活上对中国上千年的伦理道德进行彻

底的颠覆,力图摧毁理性美学的基础;消解艺术的主体性,质疑艺术的本质及特征.不再遵循真,善,美,而追求一种任意为之

的东西;在表现形式上,强调以反常的方式把对象转化为陌生的事实.艺术不再是未知的事实,而是不可知的事实;也就是说,

艺术不再是认识的对象.艺术之所以为成为艺术,是因为它揭示了物体的”存在”,于使物体成为艺术作品的别的相关含义

有关,即在纯粹物中都不具有的”揭示活动”,或是说在”真”的基础上的去蔽活动.在人与物中建立起一种不同于原来现

实关系的意义上的关系,此时”世界并非现存的可数或不可数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纯然聚合.但世界也不是加上我们对

这些物质总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它比我们自认为十分亲近的那些可把握的东西和可掘取的东西的存在更加完整.从这一角

度出发考察艺术,我们就会发现关键不在于是否具备再现,形式,表现等形态,而在于一种它是否表现出一种必不可少的超越

态度,终极关怀.”因此沿袭再现,形式,表现等形态是艺术从传统束缚中摆脱出来:没有形象的艺术,形象被歪曲的艺术纷纷

出现;”看得明白”的艺术被”看不明白”的艺术所取代;” 何为艺术”也被”何时为艺术”所取代.艺术也不再反映美,

而只是展示当代人心中的焦虑和痛苦以及他们对新生活的体验.  

  后现代艺术家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生活中的一切虽然都有可能发展为艺术,都可以激发审美经验,但艺术与生活之间

的距离并不能真的被抹掉.他们在反对现代艺术观的同时,又进入另一个误区一个直接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就是艺术品质的

降低.正如小说家塞巴尔姆在<白雪公主后传>中对后现代艺术的尖刻讽刺,”一个肮脏的了不起的平庸之作”,”越来越拙

劣,一致降到拙劣性尚未探测过的深度,人类的智慧从未触及到那里”.波德里亚也毫不客气的批评说后现代艺术家”不论

什么废物都充当艺术品”的结果却是”不论什么艺术品都被当做废物”,并强调后现代艺术在毁灭艺术品方面很过分.  

  总之,后现代艺术对不确定性,异质性,片段性,甚至怪诞性充满了热情,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有符号语言构成的虚拟的

社会,这种观念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虚构的艺术品.究其原因,后现代艺术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将艺术等同于停留在感

官层面的审美,把感官的满足当成审美的全部.”对触及过程(欲望)而不是对刺激过程(自我)的强调;对形象而不是对词语

的强调;对对象的审美沉浸于与欲望投射的强调,以反对与对象之间保持距离.意味着一种欲望的美学,意味着感受和即时体

验.”这种审美方式表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通过欲望来表达的,这种审美和精神层面不发生关系,人在消费中摧毁,浪费生

命,从而丧失了洞察真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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