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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现代性艺术法则的确立与泛美术范畴的重建
000以杜尚现成品为中心

肖伟胜

摘!要% 杜尚的现成品否决了给艺术下定义的可能性&实际上意味着(艺术自由)的可能性&这就是现成品所确定的新
的艺术原理&该原理进而确立了(为所欲为)现代性艺术法则' 该法则使艺术成为司法上的(判例)事件&它只规定一
种与普遍一致的形式&因而给出的判断是一种反思性的审美判断' 杜尚通过恢复泛美术的传统&也就是将语文艺术重
新纳入美术的范畴&从而让绘画再一次为思想服务' 这种返古开新策略的形成源于他经受尼采*施蒂纳以及希腊哲学
的精神洗礼&并且深受马拉美*鲁塞尔以及拉福格等文学家的灵感启迪&进而创造出了 "%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众多现
成品'
关键词% 现成品+!为所欲为+!艺术法则+!司法判例+!泛美术
作者简介%肖伟胜&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视觉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重庆北碚区天生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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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现代性艺术法则的确立与泛美术范畴的重建

引8子

#$#$ 年(杜尚选取了欧洲艺术中最著名的一
件经典作品000达$芬奇的 !蒙娜丽莎"复制
品000并对其加以涂改(取名为!B2P2̀ 2̀ 2@"'
该作品相比!泉"而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抨击更
加引人注目(更为激进' 通过添加一撮山羊胡子
和两撇八字胡(他成功地把这个神秘的人物转变
成一个雌雄同体或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并且用一
种令人厌恶的文字游戏来强调这一点' 当人们根
据法语语音来朗读这些字母时(它们听上去就像
这样一个句子#*她的屁股很诱人'+%I115/+)/*6
/* +*1&在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杜尚是这样说
的#*在达达主义蓬勃发展以及我们正在摧毁很
多事物的 #$#$ 年(这幅!蒙娜丽莎"变成了一个
最好的牺牲品' 我之所以在她的脸上加了一撮山
羊胡子和两撇八字胡(仅仅只是想要亵渎它而
已'+%:.0;) "ZX&不管是旨在对美的艺术传统发
起攻击的!泉"(还是这幅只想对艺术经典!蒙娜
丽莎"予以亵渎的*现成品+(事实上(从杜尚制作
的大量现成品来看(几乎都采用了这种近乎恶作
剧的手法'

现成品这一概念是杜尚在 #$#8 年到达纽约
的时候形成的(后来他将自己前期制作的!自行
车轮"!梳子" !咖啡机"以及!雪铲"等也都追认
为现成品' #$Y' 年出版的!超现实主义简明词
典"赋予了这个术语清晰明确的定义# 通过艺术
家的选择(使工业制品提升到艺术的高度' 这个
词条实际上是由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执
笔的' 这个不太严谨的定义被艺术史家称为稀释
版000选择一件产品(改变它的语境(把它称为艺
术(这样就成了' 虽然杜尚并没有完全否决布勒
东的定义(但他在描述现成品的时候曾说(它是
*一件不是由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品+(同时却又
说(*请注意(我并不打算做一件脱离了艺术本身
的艺术作品+ %哲思特 "&%&)看来反讽的态度是
杜尚一贯的风格(在现成品的定义上也不例外'
杜尚制作现成品其实有着三层用意(即首先是对
传统艺术原创性或独特性的蔑视和嘲弄(要的就
是*它不具备独特性+' 其次是对传统手工制造
的解构(逃离趣味(逃离如同神造万物那样的美学
感受以及纯视觉的愉悦(用偶然的方式和对美学

的漠视来取代它们(也就是主张艺术并不必然关
乎美)最后(关键的问题其实是制作者的*选择+(
这种选择往往是一种有意随机安排(就如从未见
面的男女经第三者安排的约会(同时还通过创作
者的题字签名这样的语言形式来唤起观众的别样

思考(旨在挣脱传统的绘画形式(从而为心智服
务' 杜尚说他想使用现成品来*改变艺术家的地
位(或者(至少改变用来定义艺术家的标准+ %哲
思特 "&#&'

一& 杜尚现成品与#为所欲为$现代性
艺术法则的确立

!!今天(当我们回望杜尚这一系列现成品时(尽
管它们已经丧失了最初的颠覆性和锐利锋芒(但
这些打破旧习的物品已然改变了用来定义艺术家

的标准(并在相当程度上提醒我们去质疑艺术-艺
术史(以及靠什么来成为一名艺术家' 事实上(现
成品是杜尚给予艺术史的一笔非常丰厚和宝贵的

遗产(它对后来的艺术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借鉴
和启示# 一是(杜尚企图经由*现成品+来确认一
种新的艺术原理(即*艺术自由+ %/G;/;1/G?5&的
可能性%/G;/;1/G?5(也可译为*整个的艺术+ *一
般艺术+&(该原理不受制于任何审美鉴赏力或形
态学的限制性要求' 杜尚说#*现成品的有趣之
处在于(我从来没能找到一个完全满意的定义或
解释'+%威瑟姆 Y#$&这其实是说(*现成品+不能
用传统的形态学方式来加以界定(它没有固定的
身份' 研究杜尚而熟知其毕生作品的安妮$德$
哈农库特也认为(*在杜尚所有的创作中(现成品
是最无法分类和并入某个主题的+ %威瑟姆
Y"Z&' 如果要把现成品划入某个类别或范畴(就
涉及它满足那个范畴的成员资格的标准或条件(
但是*现成品+在展开自身传奇的历史进程中(却
经历过多次改变(其变种包括*互补的现成品+
*调整的现成品+ *远程现成品+和*不幸的现成
品+(以及*现成品的意向+等' 这就出现一件*现
成品+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会表现出自我破坏
的*意向+%威瑟姆 Y#$&(如此一来(其语义都飘
浮不定(难以捉摸(更遑论将其纳入既有的类别或
范畴之中了' 在此情形下(杜尚往往是在否定的
意义上来给现成品下定义(*现成品的真正意义
是否决了给艺术下定义的可能性+ %哲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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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Z 期

"8$&'
现成品否决了给艺术下定义的可能性(实际

上意味着*艺术自由+的可能性%:.0;) "88&' 这
就是现成品所确定的新的艺术原理' 该原理通过
杜尚这些亵渎冒犯之作体现出来' *艺术自由+
的可能性原理表示(一旦我们将任选的制造物
%工业制成品&提升为*现成品+(也就是把任意选
择的对象判定为艺术(那么在*这是艺术+这个命
题中(艺术就可以是任何对象(不管它是什么' 所
以说(经过杜尚命名之后的所有现成品本身都是
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无论是什么都可以' 更进
一步(在对现成品作出*这是艺术+的判断时(这
一判断就不只是一个句子而已(而是一个声明(
*一个声明就成了一个语言.对象/(它被认为是
语言的声明功能的实施+ %!杜尚之后的康德"
Y#Z&' 于是(现成品在*这是艺术+的声明中获得
了它们作为艺术品之存在' 现成品的这种变换对
!泉"当然有效# 这小便器什么也没做(只是展示
自己(它首先是作为实例证示的声明*这是一个
小便器+加以转译)其次(它须进一步展示自己以
便检验是否能纳入那种艺术惯例之中(由于已经
成功地通过了这个试验(小便器也被*这个小便
器是一件艺术品+的声明所转译(此声明是它确
实通过上述试验的证词' 因此(*这是艺术+这一
命题将现成品转译为声明' 当这个声明引导我们
面对任何一件杜尚的现成品时(一方面(当那些选
调为现成品的指称对象被认为是艺术品时(就确
立了杜尚作为艺术家的名声(并将其供奉为它们
的创始人)另一方面(通过对现成品做出的是艺术
的判断(公众已经收到这个声明(并且为了声明自
身而重复它(也就是迫使观者像杜尚那样重复这
一声明即*这是艺术+' 如此这般(那么一直掌控
着*艺术+命名权的职业的-审美法则的卫道士(
就将判断艺术的权利(判断无论什么都可以是艺
术的权利(让渡给了观众' *现成品+象征性完成
的(正是这一立法权的转移(所以比利时艺术理论
家蒂埃利$德$迪弗说#*在预见性地将现成品
的作者投射到门外汉的观众的位置(杜尚倒过来
迫使这一观众000特别当他或她是一位.专家/
之时000相应地将他或她投射到这一作者的位
置(与他本人一样遵循同样的法则' 这就是现代
性的法则(而它所说的无非就是# 为所欲为'+
%!杜尚之后的康德" "XZ&而正是这一立法权的

转移(才使现成品真正达成它嘲弄和打败甚至改
变观众的最终目标'

因此(*为所欲为+成了现代艺术家必须遵循
的法则(也是其应尽的义务' 它一方面禁止职业
的-审美法则的卫道士们成为艺术传统的唯一守
护者(随着画廊和公共绘画市场的形成和成熟(所
谓艺术门外汉的观众不再可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了' 另一方面(伴随着*现成品+象征性地将判断
艺术的权利让渡给观众(*为所欲为+这一法则也
就规定了艺术家的行动(尽管这种行动是在没有
规则可言情况下的行动' 迪弗指出(*这是一个
命令# 行动)你应当做' 不过(假如这个命令没有
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又应该做什么呢, 呵呵(你就
做你想做的' 根据你的自由意志来行动+%!杜尚
之后的康德" "X8&' 杜尚正是凭借着自己一个
不羁的自由灵魂(不仅果敢地承负起自身作为现
代艺术家的义务(更重要的是(他在艺术领域开创
性地确立了*为所欲为+这一条现代性的法则'

*现成品+似乎让人们知道并明白(艺术的本
质就是*无论是什么+(但这样一个命题存在着吊
诡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现成品却没有展示什
么000它甚至并不展示自己(因为它仍然有待于
被展示(被指派为*这是艺术+(而如果没有指示
语*这+(艺术就没有存在' 拿!泉"这件作品来
说(小便器即便被选中了(但不被送去展览(没有
观众把它当成艺术欣赏(那么小便器就不能成为
艺术' 其次(这个%#(%&现成品也没有展示什么(
因为(当它被附加于任何*这+的时候它什么也不
是(只是一个声明*这是艺术+(换言之(即便观者
面对小便器声称*这是艺术+(其实也并不像欣赏
传统艺术品那样(赏玩其形式的美感(因为它没有
展示什么' 最后(这一个 %#("/& 现成品(例如
!泉"(也没有使任何关于艺术之外的东西为人所
知或所见)与 #$#X 年的情形一样(它还是让我们
在它面前感到盲目%!杜尚之后的康德" "'#&'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把它当作艺术品(但它既然不
仅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令人称奇的精致美妙之处(
在内容上也未反映外部世界什么特定的内容(那
么这件非美学作品就显然用不着观众作美学的沉

思-观察了' 对于艺术的本质是*无论是什么+这
一命题(我们经过上述概念分析后发现(它似乎陷
入一种无意义的吊诡-荒谬的虚无境地# 现成品
既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艺术的本质(也没有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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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现代性艺术法则的确立与泛美术范畴的重建

我们艺术没有本质)现成品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
个对象(绝对是任何一个对象(要成为艺术的充
分必要条件(同样也没有告诉我们艺术是没有
条件的' 那它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 迪弗认
为(现成品所告诉的就是#*艺术并非观看或认
知之事(而是判断之事(并非描述之事(而是规
定之事'+ %!杜尚之后的康德" "'#&创作艺术
就是判断艺术(就是作决定-作选择(不过在现
成品制作中所作的选择是在标准缺席的情况下

作出的'
从杜尚制作现成品的过程来看(每一次作品

的制作完成既不能给予其他艺术家标准(也不能
提供一种创作套式(从而垂范后世(正如迪弗所
说#*因为构成某个艺术家的实践的标准-规范和
惯例的东西(对于其他艺术家而言(只不过是别人
的准则而已' 没有一条准则可以构成一项普遍法
则'+%!杜尚之后的康德" "$Z&当一条准则被传
送的时候(它同时也被重新判断了(因为每一件作
品都是由判断-选择构成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以
准则为基础的*判例+传统(迪弗进一步指出#*所
谓判例(指的是记载着过去人们对某些案例所作
的判决的诉讼记录' 这些案例与目前出现的案例
相仿(它们都因具有特殊性而不可能被法律条文
涵盖' 法官必须参考判例(但他也有反驳的理由'
一种法律制度越是接近习惯法(就越不依赖成文
法(判例的作用也就越大' 艺术的历史(特别是先
锋派的历史(即现代艺术的历史(很像这样的法律
制度'+%!艺术之名# 为了一种现代性的考古学"
Y$0Z%&该艺术传统由一位艺术家传播到另一位
艺术家(从一个艺术运动传播到另一个艺术运动(
从一个历史时刻传播到另一个历史时刻(从一件
作品传播到另一件作品(现成品这一*判例+的历
史也就将自己揭示为(不是类同于战争(而是类同
于司法' 司法上的*判例+传统其实揭橥了既保
持自我又尊崇他者-既坚持规则又背离规则或超
越规则的状态是人的本质属性' 德里达在!论名
字"中将这种从自我出发又背离自我的程式称作
*双重定理+%6<*K15/c0<.&#*双重定理同时包含
了规则和无规则的发明' 它的规则就是你知道规
则但又从来不被规则所束缚' 因而在这里我们
拥有这样的规则000这种规则是反复出现的-结
构性的-普遍的' 也就是说(每一次又是独体性
的和范例性的000它是如此运作的# 你不是简

单遵循规范法则(而是不依据现成规则(甚至不
尊重现成法则'+ %肖锦龙 $&司法上的每一次
*判例+是独体性的和范例性的(这种不是简单
遵循规范法则的无规则就是迪弗所说的 *准
则+'

现成品形成的*判例+传统让我们明白了这
样一个道理# 艺术不是艺术家所做的东西的条
件-规范或标准(也不是其后果-结果或效果' 艺
术也不是艺术家所做的东西的方案-目标或目的(
同样也不是其手段-媒介或技术%!杜尚之后的康
德" "$&&' 艺术是一个*判例+事件(其中不存在
一劳永逸的绝对标准(但对绝对标准的拒斥(并不
意味着拒斥所有标准(在形式上(它必须遵循一条
准则(正如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那样(形式上具有
普遍性(但那使人愉悦的东西却不可避免地是个
人的(所以现成品*判例+传统中得以传播的那个
判断(是康德所说的反思性的审美判断(它的形
式(即通过*形式的合目的性+反映出来的*合目
的性的形式+' 现成品艺术既然是判断-规定之
事(那么我们只有回到该艺术事件发生的原初语
境(才能真正明白构成艺术真正的条件是什么(
*当你把某个东西命名为艺术时(你不是说出它
的意义(而是让它同所有被你命名为艺术的东西
相互参照(你不是把它归入某个概念(也不是用某
个定义来论证它(你是把它与你在其他时间-其他
地点用相同的程序判断过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艺术之名" 88&' 无论如何(由于你根本不可
能在此时此地的体验中进入全部被你命名为艺术

的东西里面(因此(你从眼前这个震撼你的-出人
意料的东西获得的感觉(是以对过去的感觉的回
忆为标准来衡量的' 迪弗指出#*在你个人收藏
的全部那个和你正在评判的这个之间(换言之(在
你过去的每次.艺术感觉/和这次的.艺术感觉/
之间(一些通道被打开了(另一些通道被堵死了(
这些通道中流动着意义-回想和阐释'+%!艺术之
名" 8&&由于感觉可以引出阐释(而阐释也可以
激发感觉(这就产生了一个由意义和感觉组成的
多层复合体(在这个事件复合体中(交织着对感觉
的阐释和对阐释的感觉' 这些感觉和阐释会隐藏
到一层层难以辨认的(因而是*潜意识的+意义和
情感的积淀中(并作为从记忆之外返回到记忆之
中的强制性的东西(这些重复的大部分情感记忆
会以症候的形式被载入判例事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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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Z 期

二& 作为艺术#事件$的现成品和泛美术
传统的恢复

!!杜尚通过*现成品+这样一种选择和判断的
行为(让人看清了艺术的本质(并作出了这样的规
定# 在艺术中为所欲为(但只能在艺术中' 换言
之(为所欲为的行动必须限定在艺术领域(否则这
样的行动不可能获得艺术上的价值(不过这样的
行动又不能遵循既有的规则(否则它也就不是为
所欲为了' 所以(*为所欲为+这一吊诡法则实际
上没有规定任何确定的东西(它只规定一种与普
遍一致的形式(这种形式意味着*做某些将符合
无论什么东西的东西(符合一个普遍的东西的东
西(更确切地说(符合那个东西的东西(并扩展到
其无限的和不确定的普遍性)做某种不可能的
事+%!杜尚之后的康德" "'$&' 毋庸置疑(杜尚
的*现成品+就是在艺术中*做某些将符合无论什
么东西的东西+(也就是*做某种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要做这种先前艺术家从未涉足的冒险之
事(至少需要走两个步骤# 一是要以重估一切价
值的决绝姿态荡涤所有关于艺术的陈规和偏见(
开辟出一块无价值或非价值的空地)其次(在这种
对艺术的新觉悟即价值重估的新原则指引下(在
新开辟的孕育着多种可能性的空地上(果敢地重
新设定关于艺术的新坐标(或者重新设定艺术的
新地平线' 当然(这两个步骤其实在新的艺术冒
险之举中是一体两面的运作(并没有彼此分隔的
严格界限'

因此(杜尚现成品不仅给出了新的艺术原理
即*艺术自由+的可能性(在艺术领域开创性地确
立了*为所欲为+这一条现代性的法则(更重要的
还在于给予艺术彻底的价值重估(并重新设定了
关于艺术的新坐标或新的地平线(这或许就是现
成品对后来的艺术发展另一方面的重要启示' 杜
尚挑战传统艺术所创作的*现成品+的惊人壮举(
直接宣告了*绘画已死+或*艺术已死+' 这一声
宣告如同尼采那句划破天穹的惊呼# *上帝死
了3+可以说令整个艺术界为之惊骇不已3 我们
知道(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话指的是基督教的
上帝(但在其思想中(*上帝+和*基督教上帝+这
两个名称根本上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的世界' 而
随着*上帝死了+(这意味着# 超感性领域腐烂了(

失去作用力和效用了(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
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
丧失其构造力并且成为虚无%海德格尔 XX8&'
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带来了虚无主义'
那么何谓*虚无主义+, 用尼采的话来说(叫作
*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 %尼采 "'%(译文有改
动&' 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始
终是两义的(它一方面是指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单
纯废黜(但另一方面又是指对这种废黜过程的绝
对反动' 随着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对世界来
说就只剩下世界本身了(而且(首先(这个变得无
价值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
对这种新价值的设定(尼采称之为虚无主义' 这
种*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不仅能够防止向以往价值的倒退(而且能够完成
而成为一种新的和唯一地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设

定' 这种对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中包含着绝对的
否定%海德格尔 XXX&' 如此看来(虚无主义并不
像我们所想象的(只是扮演着被动消极的角色(相
反(它是积极主动的(是确定新的价值的不二法
门3 杜尚正是以这种尼采式的虚无主义的勇猛-
果敢姿态(用不乏幽默-戏谑和嘲讽的口吻宣告了
*艺术已死+(从而确立起了艺术的新的价值坐
标(或者用贾斯伯$琼斯对他的评价来说(*他宣
称他想消灭艺术(但他对参照框架的持续不断的
摧毁尝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建立了新的思考单
元(.现成品/的新思维+%林泉 #&#&'

杜尚建立的现成品思维旨在*对参照框架的
持续不断的摧毁+(这实际上就是齐泽克意义上
的*行动+' 他通过现成品掀起了对传统艺术的
彻底反叛(这一反叛*行动+就是打破旧有艺术象
征秩序的介入*事件+(经此决断的冒险行动(不
仅将艺术带入一无所有的*零点状态+(重构出艺
术存在的整体框架(并改变了用来定义艺术家的
标准(孕育衍生出具有艺术新样态的一系列前卫
派' 因此(作为达达派代表人物的杜尚就是后来
包括观念艺术在内的前卫派的本原(这种本原力
量直接体现为杜尚在艺术领域发起了一场*行
动+(这场行动打破和重构了艺术的象征秩序(并
引发了对艺术的本质的全面思考和重估' 杜尚经
由现成品发起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前卫派%包
括历史前卫运动和新前卫&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并且成为他们竞相效仿的榜样(关键就在于杜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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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现代性艺术法则的确立与泛美术范畴的重建

身上禀有荡涤一切的尼采式虚无主义' 伍泽对此
描述说(杜尚在 #$## 年结识了弗朗西斯$毕卡比
亚%HG/7+03R0+/K0/&(两人立刻成为朋友(在这位
好友的强烈影响下(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就成了杜尚每日必读的书(直至 "% 世纪 &% 年代(
他的床头柜上依然摆放着这本书' #$#" 年(对于
杜尚来说(萦绕在他心头的正是不分善恶-标新立
异的尼采(是不断提出新问题的尼采(是摧毁偶像
的尼采' 在尼采追求超善恶的生命强力意志的感
召下(他向往着一种无须担责-奇特怪诞的生活(
否认创作法则-婚姻法则(以自由的名义抛弃所有
形式的规则(那是一种*毫无理由+的自由(是高
于一切的自由(就像查拉斯图拉在演说中所讲述
的骆驼-狮子寓言里的孩子所拥有的自由一样'
从此以后(超人000这个既无时空界限(却又随时
显现的隐士形象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将一直跟
随这个形象到底%伍泽 #%Y0#%Z&' 也正是在这
一年 #% 月(杜尚在经历了慕尼黑之行后(决定不
再做一名职业画家(这一个听从自己内心的直率
决定(从此改变了艺术的面貌'

#$#" 年慕尼黑之行时(杜尚的作品呈现出明
显的激变(次年他就投入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创作
方式即现成品制作之中(学界对他这种艺术生涯
上的急剧转变有着不同的解释' 阿图罗$施瓦茨
是*炼金术论点+的主要支持者(他坚信自慕尼黑
开始杜尚的创作都源于一系列隐秘的炼金术符

号(作品应当被视作字谜-画谜或者竟是记录一段
神秘的灵魂之旅' 不过(杜尚曾这么说#*如果我
在做炼金术(那一定是只在这种方式下完成的(就
是在不知道它的情况下'+%哲思特 "X&他这番自
白至少提醒我们(如果作品中的确存在着一些隐
秘的炼金术符号(那也不是杜尚自觉追求的结果'
另一些形式主义艺术评论家又将这种转变视作他

丧失勇气的证据' 他们的观点是(杜尚意识到自
己没有希望和两位哥哥平等竞争(更别说跟毕加
索和布拉克争高下了(于是他冷静而又悲观地为
自己改变了游戏规则' 汤姆金斯对于上述两种看
法均表存疑(他认为无论是用心理学还是用炼金
术或者形式主义去解释(这些观点都缺乏或者忽
略了一个更加明显的问题(那就杜尚从 #$%' 年开
始就退出了巴黎的艺术圈(自此以后(他与当时的
流行趋势及正在发生的艺术运动渐行渐远(他的
创作变得越来越深入大脑' 在 #$#" 年夏天去到

慕尼黑的两个月间(他在文字加视觉这个领域显
然取得了突破(他后来在这个领域探索了十年'
汤姆金斯认为正是由于杜尚不断地寻求属于自己

个人的独特表达(所以他恰好在这期间发生了艺
术上的明显激变(这个过程更像是一个艺术家成
长所经历的自然规律(其实没有必要非用一个玄
乎和深奥的理论去解释%汤姆金斯 #"&&'

从 #$#" 年杜尚决定放弃架上绘画到接着转
向投入现成品的制作(对于他艺术生命上的这一
重大转变(不管我们持有哪种论点(都应该立足于
遵循他对艺术追求的内在逻辑' 如果离开了这一
个基本点(就无异于隔靴搔痒(不可能洞穿作为艺
术家的杜尚自身发展的要害和枢机' 施瓦茨持有
的炼金术论点(其立足点来自杜尚作品呈现的形
态(将这些作品大量存在的字谜-画谜与炼金术符
号相勾连(或认为这是对他神秘的灵魂之旅的铭
写(这种解释显然有流于表面之嫌(它无法回答产
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即便他料想到杜尚经历
了一趟所谓的神秘灵魂之旅(但对于他灵魂中所
发生的神秘转变却语焉不详(况且杜尚明确否认
他知道炼金术' 形式主义艺术评论家则认为(这
一转变由杜尚早期绘画未能得到艺术界认可的受

挫心理所导致(于是他只得另辟他途' 如果站在
传统绘画立场上看(这一论点貌似很有道理(杜尚
在早期绘画阶段的确没有显示出特别惊人的才

华(诚如汤姆金斯所说#*从后印象派的风景转到
野兽派的裸女(继而从野兽派转到特别塞尚的肖
像和构图' 他虽然已经显露了独创性和天资(却
没有坚定的意志000比起别的艺术家(他的作品
乏善可陈'+%汤姆金斯 ZZ&在 #$#" 年之前(杜尚
的创作一直秉承着西方艺术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公

认的传统' 从后期印象派到立体派(他几乎尝试
了所有的画风(和同时代的同行一样(他使用画布
和油彩等传统的材料创作(在这个时期(其创作仍
然停留在艺术的一般概念里(作品也显得乏善可
陈' 不过他之所以决定放弃绘画(并非由于他丧
失了继续走这条路的勇气(害怕与两个哥哥或其
他画家的竞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本身的艺术
志趣并不在此(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他缺乏一条路
走到黑的坚定意志' 正是由于他对绘画有着自己
的独特理解(他曾说他希望*让绘画再一次为思
想服务+(所以他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路(那就
是投入文字加视觉这个领域的探索之中(并很快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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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地推出一系列颇具原创性的现成品(在接
下来的短短几年里(他如流星般迅速地在艺术界
异军突起'

事实上(在杜尚拥抱立体派时(他更为激赏的
是格列兹-梅青格尔-罗伯特$德劳内和亨利$勒
福科尼耶(以及费尔南$莱热等只强调观念的立
体派艺术家(用他自己的话说(*立体派强调的理
性观念吸引了我+ %汤姆金斯 Z'&' 当时这群艺
术家的拥护者和代言人是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
尔(他提出这些艺术家所创作的立体派绘画与过
去绘画的区别是(它们*并不是一种模仿的艺术(
而是一种观念艺术(这一艺术的目标就是要升华
到创造的高度上+%契普 ZZ(译文有改动&' 在阿
波利奈尔撰写的!立体派画家" !美学沉思录"等
书中(他创造出一个新词 *俄尔甫斯主义 +
% G̀M)03.(也称*玄学立体主义+&(特指既带有抒
情色彩又与现实无任何关联的立体主义(而杜尚
那种难以归类的作品就被划归到这一类里' #$##
年秋天(杜尚被吸纳进入这个名为*Z# 厅+的立体
派圈子后(在那些立体派成员喜欢辩论的话题里(
他至少对其中的两个特别感兴趣# 其一是寻找一
种*心眼并用+的艺术形式(其二则是第四维度
%汤姆金斯 88&'

杜尚受*Z# 厅+立体派弃绝模仿而寻求观念
艺术的影响(力图寻找一种*心眼并用+的艺术形
式(在以后几年里(他再三对*视网膜+艺术嗤之
以鼻(他轻蔑那些只取悦于视觉感官而被视网膜
支配了头脑的艺术' 杜尚认为(古斯塔夫$库尔
贝把艺术变成了一种专事视网膜的行为(在库尔
贝之前的艺术在很多方面启迪智慧(用道德和宗
教的真理教化人类(引领思想前往想象的旅程(用
他的话说#*从库尔贝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绘画
是作用于视网膜的' 这是一个人人都犯的错误'
视网膜是瞬间的3 在这之前(绘画有着其他的功
能# 它可以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 %卡巴内
Y$&但是库尔贝的写实主义绘画用逼真把这一切
全给否定了(结果贻害无穷' 杜尚对此牢骚满腹#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法国人们常说#.画家都跟傻
子似的'/+%汤姆金斯 88&他把视网膜定义为*完
全非观念+的途径(在他看来(从库尔贝到抽象表
现主义的艺术流派都诉诸视网膜(它们的审美享
受几乎完全依赖于在视觉的层面上吸引观众(而
不需要任何辅助性的阐释' 杜尚对这种没有任何

智性成分的浅薄的愉悦深表失望(于是他决定把
绘画拉回到为心智服务层面上来' 后来他解释
说#*好艺术作品产生的根本要素在于艺术作品
中智性%07;5110?57+5&的参与' 抽象表现主义对我
而言没有任何智性的成分(它完全从属于视网膜
%-%#").$&' 我从中没有看到灰白质的成分44技
巧是可以学的(但是你无法学习如何获得原创
性'+%哲思特 "8&

那么怎样才能从这种*视网膜+艺术陈规中
解放出来(不再去创作与思想完全无关而只愉悦
眼球的艺术呢, 对杜尚而言(恢复泛美术的传统
不失为一种返古开新的机智策略' 这种策略就是
开创性地探索文字加视觉的艺术实验(也就是将
语文艺术重新纳入美术的范畴' 杜尚这种重返传
统源头寻求创新活水的努力还不仅如此(他那些
最具原创性的现成品不只是恢复了泛美术(更是
把艺术的含义或范围恢复扩展到古希腊*制作+
的原义上' 泛美术传统的恢复和艺术*制作+之
古义的重拾(直接导致杜尚作品中字谜-画谜等所
谓*炼金术符号+的大量出现(同时他将绘画-科
技和语文艺术等融为一块(在*让绘画再一次为
思想服务+艺术原则的引领下(创造出 "% 世纪最
具原创性的众多现成品' 自 #$#" 年后(杜尚在艺
术风格上的确发生了明显激变(他的创作里不仅
没有了传统的方法和材料(就连作为创作指导原
则的艺术家情怀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制
图-文字标题-作者签名-反讽意味和用偶发取代
艺术家意志的实验(这种艺术创新实验使他在这
一年萌发了创作!新娘甚至被她的光棍儿们扒光
了衣裳"%也称!大玻璃"&的想法(这件作品后来
被誉为科技-文学和艺术交融到极致的典范之作'

三& 泛美术传统恢复的原因及其意义

从杜尚艺术生命和他艺术观念转变的历程来

看(不管是施瓦茨的炼金术论点(还是形式主义艺
术评论家的艺术社会学论调(都未能洞察他这种
激变背后的深层机制' 对此汤姆金斯把它归因于
一个艺术家成长的自然规律(而主张没有必要非
用一个玄乎和深奥的理论来作解释' 对于 #$#"
年的杜尚来说(他放弃了架上绘画(逐步转向于现
成品制作(他越来越只对概念-构思感兴趣(反而
对动手制作没有什么兴趣了(这种重大转变的背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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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现代性艺术法则的确立与泛美术范畴的重建

后肯定有艺术观念上的大改变(而不能将这种转
变仅仅归因于一个艺术家成长的自然规律' 这种
自然规律到底是什么, 汤姆金斯认为是杜尚总是
在不断寻找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或许就
是他所谓的艺术家成长的自然规律' 事实上(但
凡成功艺术家的经历都是如此' 不过对于杜尚而
言(关键的问题是他在寻求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表
达方式(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又是如何形成
的' 探究这种独特表达方式产生的背后原因(我
们就不能只停留在史实描述的所谓*规律+层面(
而必须深入探究他当时所受到的各种思想文化和

艺术思潮的影响(只有这样(他此时所发生的艺术
激变的深层机制才会豁然突显出来' 杜尚以*观
念为王+的现成品艺术思维(从大的方面讲(它的
萌发和衍生必定是受到当时思想文化的影响(这
种影响直接导致了杜尚艺术观念的变化' 从小的
方面来说(杜尚放弃架上绘画而投入新的艺术实
验之中(这种创新艺术实践无疑满足了他转变后
对艺术的想象'

#$#" 年(沉迷于尼采的杜尚在慕尼黑偶然看
到了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
从中兴奋地发现一种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个人是
至高无上的特殊体(*自我并非是全部(但它会摧
毁一切+%伍泽 ##Y&(这种如同尼采摧毁一切偶
像的反权威的果敢深深吸引了杜尚' 施蒂纳写
道(*自我主义和博爱应该是一回事+(然而(严格
的个人主义必须遵守这一原则#*我就是我这一
类人(没有规范(没有法则(没有模式'+ %哲思特
"$%&打破种种约束(让享乐去替代顺从(为满足
自我意愿及快乐而采取行动(这些具有强烈个人
主义色彩的人生信条成了杜尚今后的人生哲学(
这种哲学也使他的艺术人生烙上了虚无主义及无

政府主义的浓重印痕(它否定政治和社会权威(注
意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 在这种不受任
何约束而追求一种超善恶的自由生活之精神感召

下(杜尚明白自己今后的人生该干什么了(他从慕
尼黑回来后就决定不再做职业画家(并在圣热纳
维芙耶图书馆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在 #$#Y
年到 #$#Z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人打扰(
他主要阅读希腊的哲学著作(阅读赫拉克利特的
著作(阅读柏拉图的一篇篇对话(翻阅皮浪的论
著' 他从哲学著作中汲取了冷漠处事的精神(汲
取了挑战绝对完美的精神(汲取了拒绝本质概念

的精神' 这些*玄乎和深奥+的哲学思想的浸染
熏陶无疑或多或少地促发了杜尚艺术风格的明显

激变' 汤姆金斯似乎不屑于探究这些理论思想上
的问题(即便有大量证据表明杜尚曾深受尼采-施
蒂纳和柏格森等哲学家的思想影响(而且他自己
也曾坦言#*我是受到了柏格森和尼采的影响(因
为他们承认变化在生命中起首要作用(变化和生
命是同义词44变化让生命有了趣味'+%汤姆金
斯 &X&但汤姆金斯依旧执拗地作出*他!杜尚#从
来没读过柏格森和尼采的著作+的论断%汤姆金
斯 &X&(这有违历史事实(或许正是由于他不屑
运用所谓*玄乎和深奥+的理论去解释这种现象(
直接导致他罔顾大量存在的史实(从而得出了不
能令人信服的结论'

经过了尼采-施蒂纳以及希腊哲学的精神洗
礼后(杜尚信奉反偶像和反传统的严格个人主义
的人生哲学(在不断寻求属于自己的独特品质的
过程中(他表现出对于当时几乎所有被新兴前卫
艺术家*瞧不起+的事物的偏爱' 在这个时期(文
学给他的事业带来的影响自然是最多的(杜尚自
己坦然地承认自己从马拉美-雷蒙$鲁塞尔-于勒
$拉福格等几位文学家那里获益匪浅' 在所有颓
废派诗人中(他最喜欢拉福格(尤其是他的!怨歌
集"' 这部诗集将歌舞咖啡馆以及拉丁区洗浴中
心里歌舞升平的场面融入其中' 它将巧妙的参照
物-故意卖弄的粗俗感以及转瞬即逝的特征糅合
在一起(将近乎粗俗的随意性与极为细腻的感情
融合在一起(将画意与表达手法融汇在一起' 拉
福格那富有诗意及嘲讽般的奇思(他那*反崇高+
的境界(他的零度幽默感(他那荒唐可笑-趣味无
穷的诗文时常触动杜尚的内心(最为吸引杜尚的
是他的虚无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幽默(他经常使用
双关语-押韵字-重复发音和拆字造字(这些讽刺
幽默的具体操作方法后来被杜尚在自己的创作中

不断效仿' 据汤姆金斯的考辨(他认为诗集中有
一首诗在 #$## 年为杜尚的绘画带来了灵感(杜尚
为!笑杂志"等讽刺期刊投稿的插图就表现了诗
里的精神' 例如(在杜尚 #$%$ 年画的!礼拜天"
里(忧郁的丈夫推着婴儿车(怀孕的老婆笨拙地跟
随在他身边)拉福格的诗起着同样的题目(他嘲笑
婚姻味同嚼蜡(如鲠在喉' 杜尚曾说#*拉福格给
诗起的标题比诗的内容更有意思'+ %汤姆金斯
''0'$&杜尚后来不断强调作品标题的重要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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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他富有创意地运用题字签名将普通物品提

升到艺术层次的想法(其灵感或许就来自拉福格
给诗所起的有意思的标题' 汤姆金斯进一步指
出(拉福格笔下的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批判的理
性和讽刺的超然(这一点恰恰与杜尚对于生活的
态度不谋而合' 拉福格使用过的内容和题目一次
又一次地出现在杜尚的创作里(这些作品不仅仅
是他投稿的幽默插图(还包括油画(譬如!火车上
忧伤的小伙子"最初的名字叫!可怜的某小伙儿"
%4.5G-%&%5)%A'33%=&(拉福格写的 !悲歌"
%I'3J$.")#%/&里就有一篇用了相同的标题(这样
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 不过拉福格对杜尚产生
的影响(长期以来却遭到杜学界的忽略' 汤姆金
斯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可能是杜尚本人更为

看重自己在 #$#" 年春天所接触到的雷蒙$鲁塞
尔的作品%汤姆金斯 $%&'

杜尚通过阿波利奈尔接触到了诗人-剧作家-
象棋专家雷蒙$鲁塞尔的作品' 根据朱迪特$伍
泽的描述(雷蒙$鲁塞尔被杜尚称为*布瓦林荫
大道最奇特的人+%伍泽 #%8&(对他来说(文学创
作是一种奇妙的探索经历(为了创造出一个全新
的-奇特的世界(一个像儒勒$凡尔纳所创造的世
界(他头脑中生出机械地使用语言的念头(甚至采
用一种十分刻板的方式(*每个字既充满活力(又
遭到毁灭(由于有相类似的第二个字(这个字则显
得既饱满又空洞000这个字或那个字(或既非此
非彼(但还有第三个相类似的字(或者一无所有+
%伍泽 #%&0#%X&' 采用这方法来写作(与现实
有关的东西都被掩盖在文字游戏后面(而同音异
义文字-近似的语音以及矫揉造作的语言则呈现
在大家眼前' 鲁塞尔在写作中利用同音异义-近
似语音等语言不合规矩的重叠音节现象(力图去
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语义空间(然后再用从未讲
述的东西将这个空间掩盖起来(这样便造成双关
语-同音词-随意搭配的句子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
见(而每一次文字的形变或者质变都顺其自然地
让现实发生了最奇异的扭曲(而文风本身却丝毫
不动地保持着一种无辜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
中对于双关语的频繁使用(杜尚尤为喜欢%哲思
特 "XY&(后来他在给作品起的标题中经常采用'
鲁塞尔坚信#*文学作品里就不能有真事(也不能
写世界的实象(只能把完全虚构的想象糅合在一
起'+%汤姆金斯 $"&!非洲印象"就是他力求达成

这一理想目标的作品' #$## 年 & 月(杜尚与阿波
利奈尔-毕卡利亚夫妇一起观看过这部由鲁塞尔
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 鲁塞尔神奇地运用语言的
方式(尤其是他*单凭字音就可以引发出一连串
的反应+的新鲜独特方式深深地震撼着杜尚(剧
作家标新立异的手法(那些从事人类活动的机器-
违反物理规律的金属-双关语-曲解的字面意思-
用冷静而富有逻辑的修辞描述有悖常理和不符合

逻辑的行动(所有这些元素在数年后都成了杜尚
!大玻璃"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演出活动
给观众带来的震撼(所有这一切全新的东西让杜
尚极为震惊(使得他一再宣称#*正是鲁塞尔启发
我创作出!大玻璃"(正是他的!非洲印象"告诉我
该用什么方法去创作自己的作品'+%伍泽 #%$&

如果说尼采-施蒂纳以及希腊哲学给予杜尚
的主要是人生哲学上的感召(那么上述诗人-小说
家和剧作家的影响则更多地体现在作品创作的方

法论上' 他们作品中的虚无-荒诞和具有讽刺意
味的幽默(经常使用双关语-押韵字-同音异义和
拆字造字等方法(冷静而富有逻辑的修辞描述(以
及不合常理的悖论手法的运用等(都成了杜尚后
来创作中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或者径直成为他
创作中效仿的典范' 杜尚所持有的批判理性和讽
刺超然的人生态度(使他与当时主流艺术潮流逐
渐拉开了距离(同时(对于当时几乎所有被新兴前
卫艺术家*瞧不起+的事物的偏爱(又让他独辟蹊
径(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从先前一个亦
步亦趋的模仿追随者转变为一个开辟艺术新领

域-卓然不群的开创者' 他在一批文学家及其作
品的深远影响下(不自觉地将语文艺术重新纳入
美术的范畴' 这种泛美术范畴的恢复(不仅让他
寻找到一种*心眼并用+的艺术形式(把自己从
*视网膜+艺术中挣脱解放出来(从而把绘画拉回
到为心智服务的层面上来(而且为创造出作为观
念艺术的现成品打开了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 杜
尚对此不无感慨说#*我觉得画家应该接受作家
的影响(而不该受另外一个画家的影响'+ %汤姆
金斯 $#&

引用作品':/)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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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现代性艺术法则的确立与泛美术范畴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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