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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艺术？

——《寻常物的嬗变》中丹托艺术本体论一观

龚书卉

兰州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所　甘肃兰州　730106

摘　要：在 20 世纪，艺术洪流涌动，诸多艺术流派层出不穷，各种艺术实践纷纷涌现，花样频出的艺术品刺激着人们的眼

球，不断对艺术的传统定义提出挑战。60 年代，安迪沃霍尔著名的《布里洛盒子》横空出世，震撼了前来观看阿瑟·丹托，

他深受触动，强烈意识到在这样新兴的艺术实践下，艺术的定义需要被重新推翻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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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阿瑟·丹托在哲学年会上发表了《艺术世界》，

在此文中，他开始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路，讨论当今艺术领域

中如何区分艺术与非艺术，而在随着 1981 年《寻常物的嬗

变》出版，丹托循着《艺术世界》的思考途径，系统性探讨

艺术的可能性。在现成品也能成为艺术的当下，丹托发出了

质问，并试图回答：艺术何以成为艺术，某件作品需要拥有

何种属性才得以成为艺术，而与它相似的副本却不能踏入艺

术行列。

1.	 外部：外显特征不可定义

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曾提出“艺术不可定义”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艺术是个开放的概念，若要给艺术下定义，那么

就需要赋予艺术一个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充要条件。但自古

希腊柏拉图的摹仿论到托尔斯泰的“艺术是情感表达”[1] 再

到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2:04]、柏林伯

格关于艺术形式的“媒介说”等等诸多艺术本质理论都不能

概说艺术，更遑论先锋艺术的各种“破格”演绎，偶发性的

艺术行为致使艺术无法被定义，艺术的本质已经成为一种无

法被填补的空洞。如果艺术无法被定义，那么总得对艺术有

所说明，否则艺术会永远被悬置，成为悬而未决的悖论，维

特根斯坦主义者莫里斯·韦茨认为艺术虽无充要条件，但它

们具有“家族相似性”，尽管没有共同属性在场，但是这种

相似性会使它们连结在一起，即使有某种共同属性，也会随

着时间褪色，成为暂时和偶然，不能定义未来的艺术本质，

在艺术平缓发展期，艺术定义是能够做到的，一旦艺术发生

某种突然而猛烈的变革和创新，那么艺术就变得难以定义，

“在艺术发展的平缓期，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归纳的方式识别

艺术品，并认为我们可以掌握艺术的定义，只不过这一定义，

是一种完全偶然的概括。他们自己承认，会有某种新的东西、

某种新的艺术品进入艺术世界，从而打破原来的概括，他们

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这种情况总是有可能的——艺术总是

有可能在边界上被颠覆——那么，概括也就是不可能的，今

日之概括会在明日被颠覆，乃至湮没无闻。”[3：76] 而家

族相似却能规避这个问题，家族相似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共同

属性，而是外部特征中某种“重叠交叉”。

丹托却认为普通物品成为艺术这个问题恰恰反驳了维

特根斯坦主义者的“艺术不可定义”。从外部特征的家族相

似概念来区分艺术，但如果艺术与其普通物一模一样，甚至

它就是从寻常物变来的呢？那么纯粹的物质外显特征不能

对普通物品和艺术品进行身份确认，这说明艺术本身需要一

种本质主义。他反驳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见属性出发区分艺

术，认为关键在于艺术的不可见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是异质的艺术品，也会具有同一性，“我们还可设想，彼此

毫无相似之处的东西，因为最后都满足了这一关系，便都成

为了艺术品。如此看来，我们还是可以给出定义的，只不过

不能建立在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们盲目看重的那类属性的基

础上。”[3：76] 如果从外部特征中寻求不到艺术与非艺术

的本质区别，那么内部就敞开了言说的空间，于是丹托从艺

术自律性出发，寻找艺术的本质属性。

2.	 内部：历史性与本质性融合

在《寻常物的嬗变》的第一章《艺术品与寻常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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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丹托从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的观点和柏拉图的摹仿论出

发，论证外部特征的相似和相反是否能够定义艺术，答案是

否定的，他在文章结尾回答：“也许，只要我们试图根据艺

术品与现实的相似或相反来定义艺术，两难是永远不可避免

的。”[3：37] 于是艺术需要一种内在定义，这种内在定义

是普遍的、根本性的、不被外物影响的，纯粹的本质主义要

求永恒、静止，斗转星移、时空转换都不对它产生任何影响，

它永远都存在于事物之中，但丹托同时承认艺术是一种多元

的历史行为，它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艺术并非永恒，艺术实

践说明了艺术的面貌是多元的。本质主义解决历史问题，这

原本就是一场冲突，一个矛盾，二者看似不可调和，如同悖

论，但是丹托却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法：他认为艺术品与其物

质副本的区别在于艺术品内部有某种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

构就是艺术诞生于艺术史、艺术理论的理论氛围之中，不同

时代语境下的理论氛围造就了艺术，某件物品之所以成为艺

术品，而其他与它相同的物质副本却没有，就是因为在这种

特殊的理论氛围中，它超越了艺术原本的边界，“它诞生于

一种特殊的理论氛围中，在这种理论中，艺术和现实的边界

成了将艺术与现实区别开来的活动的一部分，作品将这一边

界囊括在自己内部并试图超越它。”[3：64] 艺术本质本身

是稳定的，但是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艺术都拥有不同的

外在表现，如同竹笋每一次生长，外部都会有不同变化，但

内部却是稳定的空芯形态。

丹托从审美、作品阐释与识别、再现论等四个方面分

别阐述了他的历史本质主义立场，一步步地从不同角度论证

艺术本质的历史性。从审美与艺术的角度来说，是否是审美

反应确定了艺术品的定义？由于审美反应的反应结构，丹托

认为不能简单将其纳入艺术定义中，因为艺术品和寻常物的

审美反应会有所不同，艺术品有其独特审美反应，“对于艺

术品来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美学，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欣赏

语言。”[3：116] 物质副本也有其审美反应，二者不同，要

欣赏某物，必须先将其接受为艺术品，这是前提。如果艺术

品的普通属性与寻常物属性一致，那么审美反应也应一致，

从感觉属性来说，这是稳定不变的，但是事实上，在现实中

对于艺术品的审美反应和对普通物的反应并不一致，因此审

美反应并不能成为艺术定义的一部分。虽然审美反应不能成

为艺术定义的一部分，但是丹托认为审美对象可以考虑，因

为审美对象（艺术品和非艺术品）具有不同身份就具有不同

的属性和结构，他通过罗伊·里希滕斯坦的绘画说明理解艺

术品中所表现的理论是欣赏作品的前提，它被时代所建构出

来，而它的物质副本中却没有包含这一前提，因此艺术作品

的审美特质需要在历史语境中结构，不同时空下有不同审美

对象。“审美对象不是某种永恒不变的柏拉图式的实体，不

是某种超时空、超历史的愉悦，永远存在在那里，专等着鉴

赏家全神贯注地去欣赏。”[3：136] 这样一来，艺术的定义

便可商榷了。

在《解释与识别》一章中，丹托认为阐释会对艺术品

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旦解释不同，艺术及其物质副本的结

构就会发生转变，而这种阐释在一定意义上依靠某种理论。

他以一个假设为例：J 与 K 的两幅作品一模一样，由于二者

作品主题阐释不同，因此它们被建构成不一样的作品。但是

丹托同时又说道，即使每个解释都创造了一个新作品，但被

解释的对象依然不变。那解释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丹托指出

解释受限于创造被解释品的艺术家头脑中的“信念集”，于

是这又回到了艺术理论对于艺术定义的重要性上，艺术品和

艺术界的成形源于艺术理论，“世上本没有艺术品，除非有

一种解释将某个东西建构为艺术品。”[3：167] 而在对再现

论的说明中，他认为艺术艺术作品与副本的不同不在于下层

结构，而在于上层结构：“存在于文字之上的一套再现系统

中”[3：172]，这个“再现系统”所指为何，即惯例和规则，

这些惯例和规则可能是不同的现实、时空时代所下的历史语

境的条例。他列举了透明论的例子：摹仿论中艺术的标准是

艺术摹仿能使媒介消失，返还成艺术的内容，但是在时代发

展中，这种标准具有局限性，因为若是以现代艺术之前的艺

术眼光来看，现代艺术似乎就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但是却出

现了另一种解释，那就是现代艺术家并非是以拙劣模仿创造

艺术，而是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待世界，它

“很好的表现了现实的某个侧面”[3：201]，因此艺术品是

艺术家的外在体现，我们透过一件艺术品去看艺术家眼中的

世界，而这种眼光和态度用表现了特定时代共有的信念。

3.	 结语

丹托定义艺术是哲学性的，通过一次次的举例、提出

其他学派观点、分析、反驳、再提出其他观点，他从每个角

度提出问题，谨慎而缜密地论证艺术的本质，富有创造性地

融和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现成品虽然在当下变容为艺

术，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其他事物，而只显现出艺术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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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结构是某种看世界的方式和特定文化时期的本质体现。但

遗憾的是，他在《寻常物的嬗变》中为艺术本质提出的每个

问题都浅尝辄止，未免让人觉得可惜，甚至在最后的六、七

章中论述艺术风格时，他说道：“风格是人作为一种再现品

的特征，以面相学的方式，从外部观察得到”[3：257]，这

似乎又回到了对于外显特征的论证路径中。除此之外，《寻

常物的嬗变》一书不仅呈现了丹托的艺术本体论，在论证艺

术与非艺术的差异中，它也铺垫了丹托随后提出的“艺术终

结论”：当艺术品与现成品趋向一致，艺术与哲学模糊了界

限，那么艺术又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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