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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艺术视域下的“谎言”观 
杨柳悦 

（云南大学  650091） 

摘要：福楼拜说：“在一切谎言中，艺术是最真实的。”艺术的领域及其宽泛，泛泛而谈艺术的存在方式大几率会缺乏逻辑性，

削弱文章的可读性。因此，我想以“谎言论”为线索，各取语言艺术、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综合艺术等几大类的典型代表，结合

案例，浅谈一下谎言作为艺术存在方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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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毕加索曾说过“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使我们认识真理的谎

言，这真理至少是我们所理解的真理。”大多数从事绘画者也都知

道这个道理，而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切艺术都是谎言，谎言是

艺术存在的必要方式之一。虽然艺术具有宗教和哲学的真理所不能

比拟的内在价值，但确实具有谎言性。饥饿的人会在圣经和面包间

选择后者，而艺术必须在艺术的标准和逻辑下才能产生作用，有其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想以“谎言论”为线索，结合艺术的

各个领域，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若将艺术具体论资排辈，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

塑、建筑可以称为业内公认的传统的七大艺术门类，电影、游戏、

VR 也不断的扩大着艺术的领域。迄今，还没有公认的具体的艺术

分类标准，但一般可以大致将艺术分为一下几大类：语言艺术（文

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播音主持）；视觉艺术（绘画、雕

塑、设计）；表演艺术（舞蹈、音乐、相声）；综合艺术（电影、电

视、歌剧、音乐剧等）。在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有不少的求真者不断

探讨着艺术的真理，但求真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真理往往隐藏

在事物背后，其本身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也

许“谎言论”会令许多人感到反感，觉得它不能做到“真实地表

达”，但又有多人看到过“真实”的艺术品呢？ 

一、语言艺术 

当语言作为“真理”的工具时，“真理”成为新的谎言，而“谎

言”成为了新的真理。真理也好，谎言也罢，都是人类解释世界的

结果呈现，而对结果的描述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外在的形式。虚构故

事可以说是人世间最有趣的现象之一。人类可以说是擅长讲故事的

生物，从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围着篝火讲故事，到近代随处可见的

话剧，小说，短片故事，再到现代的电影，拍照，微博。尽管传播

渠道各不相同，但人们乐此不疲的讲着不同世界，不同物种的故事。

而故事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对于小说这种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的文体而言，高尔基曾说：“你

尽管撒谎，不过要撒得使我相信你。”略萨也曾讲到过，“确实，

小说是在撒谎；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小说

在撒谎的同时却道出了某种引人注目的真情，而这真情又只能遮遮

掩掩、装出并非如此的样子说出来。”从某种程度来说，小说是非

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个载体，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

小说不可能像镜子那样完整且真实地反映现实，还由于基于现实的

“谎言”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完善生活，扩展了人们的体验的种类。

填补了某种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摸不着，而只有在想象中，

通过虚构代入才能找到的东西。这种撒谎或者虚构不正是人们不肯

妥协、反抗现实的产物，是对不理想生活的安抚和补偿吗？ 

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百年孤独》中的黄色蝴蝶缠绕

着毛利西奥·阿拉卡达加、美女雷梅迪欧飞上天空、长猪尾巴的孩

子等，无一不是在现实生活经验上的想象力的飞腾和升华。关于语

言艺术，它不仅再现了现实，而且也创造现实。在虚构的过程中，

作者经过理智的形象思维，摆脱了对现实的束缚，带着读者走进人

物、时代和生活的内心，展示着所处时代的生活境遇，小心翼翼地

保护着人类微弱且顽强的美好火苗，探索着生活的可能。 

因而，将小说视为“谎言中的真实”，表面上来看，这两者之

间似乎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有着不可调和的张力。其实

不然，一个杰出的作家不会仅仅依靠强大的虚构能力或者想象来进

行写作，而是能够在现实的强烈体验之上，结合合理的虚构，刻画

出人物性格和灵魂。使“谎言”和“真实”之间如同血肉一样难以

分开，达到自然的融合。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说家在现实

生活感悟后的虚构创造。它以现实为虚构的支点，虚构则提升了现

实，它使现实摆脱了庸俗，赋予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二、视觉艺术 

王天兵在《艺术从何而来》一文中写到“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它的特征在于它的谎言性”。 众说周知，19 世纪以来摄影的发明给

予了绘画艺术别样的生机，促进了西方传统绘画技法的改变，促使

了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产生，推动了世界绘画的现代化进程。摄影

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很好的理由解放了大众对绘画需求

的“逼真性”。进而确立绘画是创造第二自然的艺术观。使绘画（即

使是写实绘画）摆脱了再现事物的单一功效。画家作画可以是再现

性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可以全因素构成，也可以选择几个造型要

素构成。因此当代绘画的“真情”含义已不局限在人文意义上的真

情实感、社会精神真切的把握，而扩展到作者对视像中造型因素美

和形式美的感悟，并通过相对应的表现形式最大程度的在画面上情

绪性地传达出来。如一向以捕捉瞬间色彩著称的印象派大师莫奈，

无论是《干草堆》系列作品还是《睡莲》的组画，其色彩变化的微

妙画风，充满了“谎言性”。 当代绘画的样式繁多，许多具象作品

在画面构成上早就突破了形象性。如吴冠中先生的作品，其画面构

成甚至采用了抽象成分的点与线。就是在写实性画家的作品中，我

们也常能发现画家有感而发的某些“来历不明”的笔触。 

绘画有时甚至是在强调那些错觉的、幻觉的、非理性的、变态

的、非社会的、非道德性的种种因素。这就是绘画的谎言性。而它

的表现就是绘画比正常的、理智的、社会性的、规范化的一切标准

更‘真’。“谎言性”是视觉艺术真情的另一面。换而言之，包括写

实绘画在内的绘画艺术不但不能太“正确”，而且还具有“谎言性”，

这反而是艺术的真，因为“谎言性”就是艺术的真情所致。 

一件优秀的艺术品除了其自身的“谎言性”特征之外，我们还

要关注的是这种特性所释放地力量。以中世纪的艺术为例，这一时

期的艺术大多有明确的目的性，且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具体的功

能。也许它们在制作工艺及媒介各不相同，有金光灿灿的金子打造

而成，也有色泽鲜艳的珐琅制作，或在象牙上的复杂雕刻，或手法

娴熟的以木材石料进行的塑造，其内容大部分都是取材于圣经或是

其他的相关宗教的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皆为传达不同的故事及寓

意。可能是为信徒提供指导，可能是颂扬神圣性，也可能是将崇拜

者与天堂连线，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时期的艺术的特定效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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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崇拜者和作品表现的神圣人物之间的媒介，有些视觉艺术品

不仅被认为可以聆听祈求者的祷告，而且可以帮助祈祷者赢得战

斗，治愈疾病。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艺术是属于基督教的，它们不

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

其艺术品诠释了作为宗教信仰和神学的表达形式。 

三、表演艺术 

表演艺术是通过某种方式、信息，给予人们在视觉、听觉上的

感官艺术。它其中的故事和人物大部分通过编剧创作的，有演出的

人，通过舞蹈、音乐、话剧、电视剧、电影等方式演绎出来。观众

所看到的仅仅是当前平台所展现的。因此，它的一切具有不真实性，

只有对过去或现在最直接的反映与写照。有人说，艺术源于生活，

却又高于生活。我们在平台上面所见到的往往是具有假定性，表演

者常常要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掩盖自己、冒充别人。就像我们所

说的，是一种具有瑕疵却不失优雅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表

演艺术与人格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表演艺术来说，表演

者必须要先骗过自己，才能说服观众。 

就今年春晚节目类型欢迎度相比，似乎歌舞类的表演节目比语

言类节目更受欢迎。比如今年备受好评的《只此青绿》，《忆江南》

这样的节目。《只此青绿》致敬了《千里江山图》，不同于黑白色调

的水墨画，此画因用石青石绿的矿物质颜料绘成而得名，而这也是

节目名称“青绿”的来源。表演者以优美的舞姿展现出诗情画意美，

呈现出大气磅礴的景象，以雅致清丽的中式美学，营造出了跨越千

年的梦境。将传统美学的境界转为了高度形式化的舞蹈。类似的现

象还有河南卫视最近出圈的一些节目从春晚《唐宫夜宴》、元宵的

《芙蓉池》到清明《纸扇先生》、端午的《祈》，每次都给我们带来

了视觉的饕餮盛宴。就拿端午奇妙游来说，中国风舞蹈《祈》中绝

美的水下敦煌飞天舞，每一帧画面都美到令人词穷。众说周知，洛

神是三国时曹植作《洛神赋》，虚构自己与洛河水神相爱，最后不

能在一起的故事。描写女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等句子也成为

了千古名句。为了展现洛神的古典极致美，用水下舞蹈的方式来表

现洛神的“翩若惊鸿”和“凌波微步”。女舞者一路在水下起舞，

充满力量与美感，与水共舞，与衣共舞。光影、配色、流动感如梦

如幻，犹如传说中的飞天女神。回顾最近出圈的舞蹈节目，我们不

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即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要素，借助舞

蹈这种形式化，造型化的艺术予以创造性的转化。这其实是舞台上

重要的美学潮流，和今天这个时代的美学氛围相契合。 

假设是表演艺术的核心，也是表演体系的核心。它是一种记忆

工具，是让表演者全身心投入到一场戏中的方式。演员上台表演，

并不是为了获取经验，或是把自己完全剖析给观众，而是为了更好

地讲述一个故事。它不需要把真实的个人生活带到舞台上，而是需

要把真实的自我代入到情节的具体需要中。借用桑福德·梅斯勒

（Sanford Meisner）对于表演技巧的总结是：在想象的场景中真实地

活着。 

四、综合艺术 

电影制作的过程充满了谎言。电影至它出生之日起就带着工业

化可复制的能量。所有的置光、布景、拍摄以及人物表演都是对真

实的模拟。甚至连最最真实的纪录片，摄影师都会选择一个恰当的

角度，当那些被记录的当事者面对将一瞬间变成永恒的摄像机时，

都会难免为自己带上美丽的面具。那些纪录片的导演或者剪辑者也

调用自己的每一根神经去试图用摄像机里的素材说明一个道理、归

纳一个主题、再现所谓的真实......一切在记录的同时都隐藏着创作

者的个人痕迹。那些被选择的画面的画面，被从扬声器中播放出来

的声音，无一不侵染着认为的，复制的，虚假的因素。 

意大利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曾说：“我们知道在

表露的真相背后，还有另一个对真实更忠实的意象，在那之后还有

一个，层层包容。但那绝对神秘的真实，那真正的意象是没有人可

以看得到的。以后或许会走到一个地步：每个意象，每个真实都会

瓦解。”每当看到他电影里那些用并不绝对真实的意象重现被拼凑

起来的片段，使我泪如泉涌，茫然若失，心潮澎拜。面对这些谎言，

我们无法掩饰真情流露。我们心甘情愿的在这些“骗术”下失去自

我，迫不及待的让自己的心灵以新的方式挣扎、茫然、放纵，庆祝

一个新的自我的诞生。如《奥博瓦尔德的秘密》之中，安东尼奥尼

使用了填色的技巧把皇后的房间涂染成不同的颜色，不同人物进入

房间，画面上的房间就会出现不同的颜色，导演用这种夸张的现实

环境的颜色呈现出来的“假象”，把心里暗示直接转嫁到观众的印

象中，让那个荒诞的世界得以呈现。而那个世界似乎也是一种隐喻，

人性还是一样的人性，只是这个世界变了。同样在《辛德勒的名单》

中，该片基本色调为黑白色，而在这个了无生机的黑暗世界里，生

死两处的犹太小女孩的红裙和囚徒们走出集中营时，突然出现的灿

烂彩色，结结实实地突破了地域、时代和种族，直达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在一部部的影片中看到卸下包袱，脱去伪装的自己，在光影的

世界中，发现生活的滋味，觉察出感情的流动，感觉的过程和变化、

成长、成熟、老去，观点的转移，社会和个人气质微妙的变迁。 

对于电影艺术来说，创作者必须要先骗过自己，才能骗过观

众。然而，正是这“谎言”带领我们抽离现实，接近那些比事实更

离奇的荒诞，比外貌更复杂的人性，比现实更丰富的本质。有时候，

谎言是为了掩盖事实；有时候，谎言是为了戳破另一种更具迷惑性

的谎言。 

五、结语 

在艺术的世界中，虽然在审美形式上是虚构的，但它却能够超

越历史和社会的制约，呈现现实的真实。如果从这个维度出发，艺

术就是尼采所言的谎言，人类必须靠着谎言而非真理生活。诚如李

建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艺术远离了自然的真实，是自然真实的变

形，而不是与自然的真实的对应和符合。”也就是说，艺术之所以

为艺术，其本身就区别于客观的真实。虽然艺术并不能为世界带来

颠覆性的社会性变革。但艺术的价值在于它总是按照谎言的要求解

释世界、追求“真理”，因此艺术当切仅当作为一种谎言时才有存

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很真诚没有刻意诱骗人们去信仰所谓的真

理，敢于承认其本身就是幻想。艺术靠着谎言讲述真理，由此，谎

言和艺术实现了彼此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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