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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艺术终结论”是美国学者阿瑟·丹托提出的艺术观念。在艺术终结之后，二十世纪这个时代背景下，

艺术获得了极大自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区别于传统艺术形式的艺术样式频频出现。在“艺术

终结论”的视角下，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消融，艺术自由并非虚无缥缈，通过一系列艺术作品及艺术

观念，认识到艺术自由终归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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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d of Art” is an artistic concept put forward by American scholar Arthur Danto. After the 
end of a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20th century, art has gained great freedom and unprece-
dented creativity, and art styl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art forms have appeared freque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d of art,” the boundary between art and life gradually mel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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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freedom is not illusory. Through a series of works of art and concepts of art, it is recog-
nized that freedom of art ultimately comes 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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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艺术终结论并不代表艺术的消失和灭亡，终结只是一种宏大叙事结构的终结，一种将美看作艺术本

质的传统的终结。实际上，终结预示着自由和解放，艺术创作、传播媒介、受众接受都获得了解放，刺

激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更加多元化，丰富艺术自由的内涵。而艺术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力之后，现代艺术的

精英主义逐渐消亡，雅与俗之间的界限也随之模糊，艺术与生活之间如同磁场一样吸引着对方，促使了

新的艺术样式出现。文章以“艺术终结–艺术自由–艺术生活”作为建构体系，基于阿瑟·丹托的艺术

理论探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阐发在艺术终结后艺术自由的生命力以及在艺术自由后的艺术终归何处。 

2. 自由——艺术终结后 

艺术终结问题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下被阐释为艺术、宗教、哲学三个依次发展的阶段，当其绝对理

念无法被艺术所表达时，“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1], p. 97)，艺术逐渐被宗教和哲学替

代，让位于宗教和哲学。黑格尔将艺术发展的三个阶段，以“绝对观念”为基础，划分为象征性艺术、

古典型艺术、浪漫性艺术，而古典型艺术在黑格尔看来，是随着精神溢出物质、脱离感性形象、由哲学

代替的最完美的艺术。在美国学者阿瑟·丹托看来，黑格尔的理论就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是在柏拉图

提出理念说将艺术与哲学对立开来和康德提出艺术无功利性后哲学对艺术的再次重创。正如鲍德里亚所

讲“艺术不再与其他任何事物有什么不同”([2], p. 18)，1981 年丹托出版了《寻常物的嬗变》一书来探讨

艺术品的边界问题，得出艺术的边界在于所有艺术都是有所关于且表达了意义的结论。例如，古希腊的

艺术就是关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和马歇尔·杜尚的《泉》

等后现代艺术作品就是在关于“艺术边界在哪”。基于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以及艺术边界划分，丹托提出

了艺术的终结就是宏大叙事模式的终结。两种艺术史叙事分别代表艺术自我认知过程中的模仿阶段和自

我定义阶段，分别是瓦萨里定义的传统再现绘画叙事和格林伯格构建的现代主义叙事。丹托认为这两种

艺术史叙事模式己经走到了终点。首先，随着电影、摄影技术的出现，瓦萨里的前现代主义艺术史叙事

模式终结了；其次，随着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形式的出现，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叙事也随之终结了；最后，

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丹托叙事模式下的艺术史也终结了，所有的宏大叙事模式都结束了，艺术史即将

走向“后历史主义”阶段，即后现代艺术时期，而后现代的主题就是宏大叙事的消融。正如丹托所讲“当

代艺术应该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所创作的艺术。虽未经时间检验，甚至比检验的现代主义更有不同寻常的

意义，他是用某种特别亲密的方式向我们呈现‘我们的艺术’。”([3], p. 12)在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

打破了宏大叙事模式的禁锢，突破了艺术边界，能够更加多元化的创作和发展，获得了在媒介载体、文

本创作以及大众接受等方面的艺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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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载体、文本创作以及大众接受重获新生。现代主义代表着精英文化，而后现代主义并不代表大

众文化，而是旨在取消精英和大众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将媒介载体的丰富以及反差文本的

结合达到其目的，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而在文本表现中将两个反差极大的文本结

合，就是为了对抗现代艺术的精英主义，例如，杜尚以《泉》命名并签字的小便器，杜尚将小便器作为

艺术载体，使小便器和艺术品这两个反差极大的文本结合来表达其理念。对这些艺术作品的阐释并非唯

一，甚至具有建构的作用。阐释具有构成的力量，客体不是作品，直到它被构成一件作品([4], p. 155)。
这也就是大众接受的自由。区别于传统艺术，在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在媒介载体、文本创作以及大众接受

等众多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家自由地可以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任何人——自

由地做任何事或做一切事([3], p. 49)。丹托此言并非艺术家为所欲为，而是象征着对比于艺术终结前的艺

术，艺术家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创造力。 
艺术终结前的艺术只是把自由的位置提高，而艺术终结后的艺术才是追求自由的根本。在艺术终结

之后的艺术浪潮中，大地艺术、贫穷艺术、公共艺术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迸发出来，正如丹托在《艺

术的终结之后》中说到：“艺术家已经成为哲学家过去担任的角色，指引着我们思考他们的作品所表达

的东西。这样，艺术事实上也就是关于经验了艺术的那些人。它也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3], 
p. 91)在一个艺术创作自由开放的时代，艺术终结后该何去何从，看似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实际上并不是

遥不可及的，它就在人类的生活世界里。 

3. 生活——艺术自由后 

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被丹托称为“后历史”艺术，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艺

术世界的体制开始急剧地变化，以回应我所称之为的‘我们己经进入的后历史’时期的极端多元主义。”

([3], p. 6)当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就是丹托所说的后历史时期的艺术。随着精英文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后

历史时期的艺术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不管是波普艺术，还是装置艺术等，都体

现了艺术向生活的回归。在雅与俗、精英与大众、艺术与生活的激烈对抗下，使双方的界限日趋模糊。

随着波普艺术的到来，艺术品和普通物品间的区分难以分辨，艺术品不再拥有区别于他物的形式，沃霍

尔的“布里洛盒子”被搬上了艺术展，同样有其他的布里洛盒子在超市任人消费，后历史时期的艺术进

入多元主义。基于丹托的艺术理论，结合当代艺术美的剥离、“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艺术观念及相关

艺术形式和作品分析艺术终结之后的自由该何去何从。 
丹托认为用美作为艺术的唯一标准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美已经不能够成为定义艺术的关键了。在再

现艺术中，美成为艺术评价的标准，但是当代艺术的特性改变了这种形式，当代艺术以观念作为艺术的

真实，甚至以丑作为表现方式。当这些让人感受不到美的艺术出现之后，艺术问题的思考进入艺术哲学

领域。丹托认为美不作为艺术的本质的标准，对于艺术而言，拥有美不是必要的，但失去美又会失去生

命力。当代艺术的艺术品中对美的剥离，是丹托对新兴的艺术形式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意大利艺术家

皮耶罗·曼佐尼的《100%艺术家粪便》就是将美剥离出艺术的典型作品，曼佐尼宣称自己将其粪便装入

九十个密封罐头中，每个罐头都有皮耶罗·曼佐尼字样的亲笔签名以及独一无二的编号，拍卖出三十万

美元的天价。曼佐尼这一艺术作品打破了人们对艺术中美的固有认知，粪便就是日常生活中产出的物，

甚至是日常生活中令人作呕的物，而曼佐尼却将粪便作为了艺术品，将传统艺术中的美剥离，以此作为

反差文本的结合来表达曼佐尼的艺术创作思想，当粪便值钱了，穷人将全都没有肛门，以讽刺资本主义

社会的压迫，将特殊的艺术载体和反差极大的文本结合来消解精英艺术。这种让人“恶心”的艺术作品

在后现代艺术中并不稀少，丹托认为“恶心引起观众对恶心的艺术品多要表达的东西感到反感。其方式

和色情刺激观众对作品的主题产生性的吸引力是一样的。”([5], p. 43)这种“刺激”是完全不同于美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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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内涵。 
“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艺术观念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的，在当今成为了一个标榜性

的口号，以此口号来标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都有创造艺术的能力，实则并非博伊斯的

本意。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艺术观念是基于其扩展的艺术概念和社会雕塑理论提出的，博伊

斯认为艺术可以重塑信仰，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系，艺术创新有促使社会进步的力量，所以

呼吁每个人成为艺术家，来建立社会雕塑。博伊斯的艺术作品与社会文化联系密切，博伊斯的艺术思想

源于鲁道夫·施泰纳及其创立的人智学理论思想，施泰纳的理论思想就是对大众生活给予一定的哲学层

面的指导。博伊斯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表现出积极的社会参与感，在引发大众关注的同时进行反思，社会

雕塑的创作源头来自于社会生活，他将艺术扩展进生活中。1982 年博伊斯在卡塞尔文献展中的《7000 棵

橡树》这一艺术作品震惊世界，在卡塞尔文献展的广场上有着 7000 块玄武岩石，所有人都可以捐款来挪

动这颗石头并栽下一棵橡树，同时石头和橡树摆在一起，博伊斯栽种下了第一棵橡树。这件艺术作品直

观的表现了博伊斯的艺术观念，让社会上的每个人参与到艺术创作，为社会带来生机，事实上它也的确

融入到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艺术家可以真正的做任何事情，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5], p. 5)博伊斯的艺术观念将艺术终结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展现的淋漓尽致，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

期，始终还是将复归于生活。 
丹托不遗余力的对传统艺术的定义发起冲击，正是要为后现代主义艺术打造一个崭新的生活空间，

他将后现代主义艺术称之为对传统美学的“滥用”。当艺术被看作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一样时，幻想就脱

离了它的客观对应物而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6], p. 133)。生活中不是只有美，而是包罗万象，后现代主

义艺术作品正是将生活中的审美体验融入到艺术创作中，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艺术在寻找

“艺术终结”后的去向中找到了归宿。 

4. 结语 

在今天艺术与其他文本不断融合的社会中，“艺术终结”问题似乎没有较大的讨论价值，艺术已经

在生活中充分地呼吸了，即使艺术不再表现美，这种真实的艺术反馈也确实给予了观众良好的艺术体验，

这样的艺术就是我们的艺术。现如今出现的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整理艺术、灯光艺术等艺术形式就是在

这种自由的艺术浪潮中诞生的，将生活中杂乱无章的东西分类整理就是艺术，将原有艺术作品中的众多

形象分类整理就是艺术。生活与艺术确实在艺术终结后互相为彼此提供了生命力，所以也反过来证明了，

只要人存在，生活在继续，艺术将永远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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