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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腥艺术”虽然是一种自贱式的对现实的多变性、不安全感和非归属感

的社会情绪的宣泄和解脱方式。但是，“血腥艺术”污染了社会环境,使血腥暴

力遍布社会,对下一代所产生的危害不亚于暴力的电脑游戏,“血腥艺术”还侵

害了道德伦理。因此，捍卫主流的价值观，尊重传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否

则不仅艺术要灭亡,恐怕人类也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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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艺术作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其产生以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尤为明显。后现代艺术虽然没有形

成系统的理论，但它对传统艺术产生的冲击却是空前的:在美学理论上它对西方

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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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摧毁理性的美学的基础；消解艺术的主

体性，质疑艺术的本质及特性,不再遵循真、善、美,而追求一种血腥、残酷、任

意为之的东西,从而在一种对自己对他人的精神虐待中寻找畸形感情的发泄。在

美术中最常见表现为对动物或人体在肉体及精神上的摧残、自残,“血腥艺术”

风起云涌，常规美术受到严重冲击与解构。  

所谓“血腥”美术是通过使用各种手段对动物或人自身进行摧残，通过对肉体的

破坏来达到自己“艺术”目的,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从而达到对常规美术或传

统经典美术的解构与反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和当下所能想到的最残酷的

形式，“创造”与原美术迥异的“新”的表现方式和“美术作品”。作为一个对

人类社会科技力量发展后果进行反思的运动，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极端的、消

极的,提倡对现代科学的构成要素的核心进行消解，对一切既有观念进行实质性

的重新界定和革新。他们怀疑旧，崇尚“自我管理、自由再生”的大众文化，确

信新时代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但是，“血腥”美术是对艺术的解构吗?   

艺术发展到今天不再只是反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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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世界的理性的逻辑解释, 而对其加以整体的呈现。人

们不再能用认形和联想去解释这些作品, 而是转用灵魂和心灵去撞击和感

受, 这使得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 成为主观任意和绝对自由的了。然而主观的任

意使得什么都是艺术, 同时也使得什么都不是艺术, 如杜桑《小便器》把它放入

艺术博物馆, 抹去它的有用性,强调了它的存在性, 使它的“存在”由此得以呈

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表现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超越态度、终极关怀,因为其

对僵化的所谓现实生活的冲击而能够成为艺术。不可否认，解构权威文本、流行

文本、主流价值，张显个性是符合于后现代人的心理需求,而用“血腥美术”的

方式则有吓人之嫌疑，并且此种形式一旦被一些人冠以“后现代艺术”的时髦的

文化外套，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获得发展。但纵观当代艺术发展与潮流，“血腥艺

术”虽是对传统艺术的挑战，但将其上升到“后现代主义”的高度，实际上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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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了它的地位。  

从“血腥艺术”的动机来说，多受后现代艺术理论的影响，通过颠覆传统以达到

自娱自乐。也有些是想以此吸引别人注意，以满足或弥补自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的渺小与失落。当然，有些“血腥艺术”在情绪心理上，多为通过自己的作品来

发泄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仇恨，或者喜爱、尊敬等。某些“血腥艺术”作品也表

达了作者对当前现实的感触或不满，并运用诸种手法予以揭示与讽刺。体现了某

些超现实主义和行为艺术的色彩。作为个体行为，以此种方式进行自我情感宣泄

未尝不可。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心理需求,自己的心理畸形,有受虐倾向,可以在

家里把自己大卸八块,自己满足就行了,没必要出来血淋淋的吓人。就像人常说的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虽然“血腥艺术”的初级

形态是个体行为，但在被冠以“后现代”的“艺术”之后,则转化为社会行为，

它所形成的东西必然对社会主流艺术构成威胁，甚至是颠覆。  

也许有人认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血腥艺术”不过是对现存艺术的调色

与补充，其生命力并不强。但是，任何行为都必须把握度，前些年在国内艺术界

引起强烈争议的某“艺术家”吃婴儿的行为，显然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娱。它

带有的众娱行为正在挑战法律、社会伦理道德底线，值得高度关注、深思和警惕:

其一，“血腥艺术”污染了社会环境,使血腥暴力遍布社会,对下一代所产生的危

害不亚于暴力的电脑游戏,所以呼吁社会对此种行为有所约束,一旦越过法律底

线，就应受到制裁。其二，血腥艺术”侵害道德伦理。所谓虎毒不食子,作为人

类已经开始吃人了,如此下去人将何以为人?真善美和假恶丑不容混淆，是人心中

基本的道德准则。  

“中国人画画是个风雅的事，陶情，怡性，赏心悦目当然也有“成教化，助人伦”

的社会功能……”[1]“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最基本的

道德志向就是追求人类的光明与公正，我们所做的艺术活动都应该指向这一

点…...”。[2]  

总之，当前我们正在倡导和谐社会,提倡真善美。如此“血腥艺术”是和谐社会

中极不和谐的音符,美丑善恶的混淆,道德伦理的丧失,必然会导致个人良知与社

会责任感的丧失。虽然这是种自贱式的对现实的多变性、不安全感和非归属感的

社会情绪的宣泄和解脱方式,但是捍卫主流的价值观，尊重传统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否则不仅艺术要灭亡,恐怕人类也将不复存在。从艺术的角度来说“现代

性一味强调创新,那种决裂意义上的……血腥暴力,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将无新可

创……”。[3] 

[注释]  
[1]引自黄河清在.中国油画与现代性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油画,2008.1.40 面.  
[2]引自朱青生在.中国油画与现代性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油画,2008.1.40 面  
[3]引自黄河清在.中国油画与现代性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油画,2008.1.3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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