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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观念艺术越来越成为当代艺术的先锋和主流。观念艺术有着自身的型文本和艺术语境压

力，艺术展示与交流意义越来越重要。各种观念的标出和反叛也成为观念艺术的重要特质。作为一

种观念艺术，徐冰的当代书法积极重建当代艺术，引发人们对传统艺术及社会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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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越来越呈现出概念化、观念化倾

向，观念艺术也日益成为当代艺术的先锋和主

流。“观念艺术”最初兴起于美国 20 世纪 60 年

代，是一个艺术流派。该流派受到以杜尚为代表

的达达主义的影响，以某个观念或概念表达为核

心，试图表达个人观念或者对于社会问题的关

注，并借以各种艺术载体，如现成物、照片、文字、

图片、文字等，以及许多艺术形态，诸如行为艺

术、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等，构成广义

上的观念艺术潮流。

约瑟夫．柯索思的作品《一把和三把椅子》

最早准确地呈现了观念艺术的内涵。此作品由

三部分组成: 一张真实的椅子、一张与真椅子同

样大小的照片，以及词典中关于椅子定义的文字

说明。作品提供了一个由实物向观念发展的过

程，并引发人们对于艺术边界的思考。该作品

意不在于传统艺术的技艺，而在于某种观念的传

达，从而揭示概念远比形式更深刻、更真实。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但在世界观念艺术思潮

中，传统书法的诸多原则遭到解构，传统书法艺

术观念逐渐受到挑战。绝大部分当代书法最初

仍以汉字为载体，“往往以大胆的夸张，奇异的

变形，绘画般的分布，或与某些具有现代意味的

画相配来表现某种主题或造型。”［1］这类型的当

代书法虽然受到西方形式主义美学观念影响，夸

张书法的艺术媒介，但仍以文字作为艺术对象，

仍然保持了汉字能指和所指意义的统一。

但当代艺术家徐冰系列书法作品，显示出当

代书法向艺术观念上的迈进。他将书法作为现

代艺术观念传达的媒介，运用各种手段消解汉

字，使汉字的表意功能完全丧失。1988 年，徐冰

用了一年多时间，雕刻了几千个木活字来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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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把汉字的偏旁、部首等重新组合，产生

一部完全不能识别的“天书”。徐冰到美国后继

续进行着解构文字实验，创造了“新英文书法”。

该作品以汉字笔画和间架书写英文，将每个英文

字母仿写并对应一个汉字偏旁部首，然后每个英

语单词按照一定的偏旁顺序组合为一个方块字。

这种“新文字”具有汉字的外形，但同时对应着英

文字义，且用传统书法的笔墨纸砚，其结体、章法、

题款等等均遵循着传统书法规范，这样充满了悖

论的“书法”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毫无疑问，徐冰的当代书法已经突破传统书

法的艺术对象。对文字进行解构与重组，其更多

的是作为观念艺术上的创新，书法或文字只是成

为徐冰观念表达的一种手段。如何解读他的作品

的意义，符号学角度或许更能揭示其价值和意义。

一、艺术展示与型文本压力

符号被认为是携带着意义的具体物或具体

行为。艺术作为一种符号，不是自然之物，而是

人工制造的纯符号，必然携带着一定意义。英文

“art”意义就是“与天然相对的人工 技 巧 或 技

艺”。“艺”最原始意义为“种植”，“艺，种也”

( 《说文解字》) ;“术”原意为“邑中道也”( 《说文

解字》) ，引申为技能、技巧之意。由此可见，中

西对于艺术最初的定义，都为人工制造之意。艺

术符号必然携带着人的意图，一方面指代人工制

品为艺术，另外，很多自然物也成了艺术。比如，

大地艺术( Earth Art) 就是以大自然作为创造媒

体，创造出的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性情景的视觉化

艺术。很多装置艺术，将一些树木、石头堆积，这

些自然之物本身并不是艺术，但是通过“展示”

成了艺术。

一件物品或者自然之物，只要被展示，就具

有了艺术意义，这里涉及艺术体制问题。画廊、

经纪人、画家、美术馆、艺术评论家等等，构成一

个严密的艺术界，都在构建着某“物品”的“艺术

意图”。只要 一 件 物 品 进 入 美 术 馆，就 获 得 了

“型文本”压力。“型文本是指某文本所从属的

集群，即 文 化 背 景 规 定 的 的 文 本‘规 定 方

式’”［2］。美术馆里的“物品”背后有着“艺术文

本”语境压力，摆放在橱窗里，那么这个物品就被

郑重地要求用现有艺术品被看待的同样方式来

看待它们。正如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

所言:“只要是已经被公众承认的艺术家，他所选

择和制作的奇怪玩意儿都可以被当作艺术品。”

欣赏者 就 会 要 求 用 艺 术 期 待 来 解 读 这 些“物

品”，迫使观者以艺术视角去解读。艺术展示的

同时启动了艺术界的社会文化体制，把作品置身

于艺术的意义之中。

艺术的展示意义在当代越来越凸显，越来越

多的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

术、波普艺术等等，都在挑战传统艺术观念，更加

注重“观念”创新与表达，注重观者的积极阐释。

传统艺术注重“艺术技艺”，观念艺术更注重展

示意义。各种现成品艺术将生活品放在美术馆

进行展示，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挑战着

传统的艺术和美学观念。比如杜尚的《泉》，小

便池放在家里便为寻常之物，但是如果放在一个

先锋艺术展上，以前卫艺术品的身份出现，而非

其他场 合 的 文 本 身 份，这 样 先 锋 艺 术 展 上 的

《泉》就要求以先锋艺术概念去阐释，以此成就

了其在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观念艺术忽视传统艺术技法，更注重艺术的

展示意义，这一点也适用于徐冰的当代书法艺

术。1989 年，徐冰的《析世鉴———天书》作为最

大一件 装 置 作 品 参 加 了 首 届“中 国 现 代 艺 术

展”。徐冰按照自己的逻辑创造了 4000 多个“伪

汉字”，采用活字印刷的方式，按宋版书形式制作

成册，在地上整齐摆成一个长方形状。在其上方

并列着数个 10 米长的卷轴，两侧墙上同样附着

天书卷轴，在观者正前方一块木板之上摆放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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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子，使观者仿佛置身于宋体字的天书之中，

给观者以震撼。这样，以量取胜的装置作品，文

字内容是什么已不重要，观者只能感受到的是作

品的展示意义。徐冰将文字变成了无法释读的

纯视觉符号，这样就具备了一种新的文化含义。

徐冰的作品，把文字当作一种“观念的陈述”。

这种观念上的陈述，更多的是传达作为对于某种

艺术观念的看法，注重观者审美情感上的触动，

而不是文字本身的意义。

徐冰的《析世鉴———天书》出现在“中国现

代艺术 展”上，而 不 是 出 现 在 传 统 书 法 展 上。

“现代艺术”概念来源于西方，自印象派以来，西

方诸多艺术流派标新立异，有着强烈的反传统倾

向和形式主义美学的追求，比如，达达主义对传

统艺术观念的解构、反叛和讽刺。此外还有超现

实主义的荒诞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历史感的消

失，深度模式的去除，拼贴文化的盛行，等等。现

代艺术后期出现了装置艺术、观念艺术，打破生

活与艺术的界限，促使观众在一定空间内，由被

动观赏转换成主动感受，更加注重艺术的展示性

和观众参与性。

将徐冰的《析世鉴———天书》置于“现代艺

术”型文本之下，必然导向其现代派艺术上的意

义，而不是传统书法的意义。徐冰坦言，他创作

该作品就是指向一种现代派的荒诞意义，“我当

时很明确，这个作品必须做得非常认真。越认

真，作品的荒诞性越强”［3］。我们应更多地从现

代派的 反 叛 传 统 的 角 度 去 看 待 徐 冰 的 作 品。

“《析世鉴———天书》的价值，是体现在它对‘85

思潮’反传统精神的一种风格化的肯定。它以一

种有效的方式，使人们对于艺术符号的固定看

法、对于艺术品材料的习惯认识，以及对于艺术

品展览的传统方式，有了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改

变。”［4］徐冰的当代书法，其观念性、现代性意义

往往比艺术本身的内容更加重要。

二、艺术非实用性与艺术意味凸显

赵毅衡将艺术品功能分为三个部分———使

用功能、实用表意、艺术表意。这里的艺术表意

功能单纯指代艺术审美意味，与实用表意功能做

了清晰区分，并且认为这三者表意功能所占比例

是不一的，“三种功能的强弱，经常是反比例地变

化”［2］。如果某个艺术品艺术表意功能越大，其

使用功能和实用表意功能就越小，反之亦然。

艺术的非实用性是指艺术凸显的是艺术表

意功能，而不是艺术的使用和表意功能。在当

代，艺术的非实用意义越来越凸显。传统艺术有

着较强的实用意义，古埃及和古希腊艺术有着其

宗教祭祀等实用意义; 中世纪时期，宗教意义更

是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 文艺复兴时期，逼真再

现自然成为绘画重要主题。艺术发展到 19 和 20

世纪，绘画的色彩、线条、肌理、构图逐渐成为主

导，艺术也由具象走向抽象，传统明晰的绘画主题

变成了抽象绘画点线面以及色彩的交错。这样，

艺术在排除了主题性之后，走向了形式主义，艺术

实用意义逐渐消解，艺术本体的形式得到凸显。

这点也体现在书法上。“艺术起源于实用，

但艺术的自觉与独立始于脱离实用，”“虽然我

们把书法的自觉期确定在魏晋时期，但事实上中

国书法的艺术纯粹性与实用性的脱离却在 20 世

纪，整整推迟了一千多年。因为只有在 20 世纪，

中国才废除了毛笔的普遍性实用功能，代之以硬

笔和近期出现的电脑，书法才获得完全的艺术解

放，脱离实用的束缚，进入审美自由的范畴，从而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纯粹性。”［5］

艺术非实用意义已成为当代书法的重要内

涵，当代书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书法实用

功能的消解。传统书法的实用性体现在文字表

意上，而当代书法却故意“模糊汉字语义”，“虽

可能读其义，但它破体而生，和传统书法的准确

的汉字语义传达已有很大距离，它不完全遵守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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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结体规律和以汉字为造型依据的艺术规

则”［6］。艺术的非实用意义对于当代书法而言，

其实就是对书法文字表意功能的消解，使得当代

书法不再重视文字的表意和记录意义，而去探究

字体形式美感的艺术意义。

从符号学意义上讲，徐冰的当代书法侧重于

符号文本本身，而不将书法文本导向实际的表

意，不求任何的具体意义解释。雅各布森认为，

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括发送者、对象、文本、媒

介、符码、接受者六因素。符号的文本不是中性

的、平衡的，当文本让其中一个因素成为主导时，

就会导向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如果当符

号侧重于信息本身时，就出现了“诗性”。该种

类型的符号把接受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文本本

身，这个时候文本本身的品质成为主导，而且这

种文本本身的品质，即“诗性”，是与“元语言”恰

好相反。元语言帮助文本指向意义，重点在于解

释，而诗性是让文本回向自身，重点在文本上，不

求解释。

文字作为一种元语言，有着一种系统性的能

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其目的是导向解释，有着

强烈的表意功能。传统意义上，文字作为一种符

号，必然包涵着文字的元语言性质，但徐冰的当

代书法开始对这种文字的表意进行消解和置换。

徐冰的“新英文书法”，运用着传统书法的笔墨

纸砚，且有着明朝台阁体书法温婉隽永之美，但

是其书法“文字”是由徐冰所创，将英文对应汉

字偏旁。英文对应着另一社会的语言体系，对于

懂得英语的外国人来说，中国书法是属于另一文

化体系，但其内容却为变体的英文。通过两种不

同元语言体系的置换，徐冰进行着书法表意功能

的消解。

徐冰的《析世鉴———天书》，对文字表意功

能完全消解，试图在该作品里打破文字的社会规

约性质。这样将文字的重心导向其中国方块字

本身的形式美，“中国文字是一种既能发挥图像

美学又能传达语言逻辑的特殊符号系统”［7］。文

字本身就有着图像美感，《析世鉴———天书》打

破了汉字原有的笔画顺序，将文字的旁边部首重

新再造，使得表面具有中华文字样式的“伪字”

不再具有任何语言文字的共同意义，文字不再具

有任何表意功能，只是保留了汉字本身字形之

美，将文字还原为纯粹的笔画本身，还原为一种

横、竖、撇、捺的组合。方块字作为中华民族的独

特创造，也是目前现存仅有的象形文字，其框架

点划本身就具有形式美感。徐冰的《析世鉴———

天书》使文字从文字语言转化为绘画语言，转化

为纯粹的无法释读的视觉符号。随着文字实用

表意功能的消解，书法文字本身的形式美感和艺

术表意部分得到了增强。

三、艺术标出性与观念艺术

“标出性”是最初来源自语言学的一个概

念，20 世纪 30 年代，由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

柯伊在给雅科布森的信中首先提出，认为“浊辅

音使用次数较少”，从而能被“积极地标出”。后

来赵毅衡将此概念运用在文化艺术阐释当中，

“文化范畴的二元对立( 例如善与恶) 之间，有

大量非此非彼情景，靠非标出项表达来表达自

身。中项偏向的非标出项，就此被认为是正常

的，‘中性的’”，然后把标出项称为异项，非标出

的称为正项，非正非异的称为中项。人们在文化

正常状态中感到的“真善美”“和谐”“仁义礼智

信”等等，都是非标出性的，是文化稳定性的一部

分。但是在艺术中，出现了大量“异项艺术”，主

要关注文化当中的标出性，比如“正项美感以温

淑良善的女性为美，小说如《红楼梦》却常以多

病善愁的林黛玉，或性情难测的‘野蛮女友’为

美。”［2］尤其体现在当代，“表达‘中正平和’等正

项美感的艺术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中日渐式微，

而求新求变的异项艺术则呈现出上升趋势”［8］。

这也引出一个结果:“在现代与后现代文化中，艺

术越来越重要。”［9］

现代艺术发展至今，貌似越具有标出性，就

越具有艺术价值。艺术在不断地反叛传统，不断

地“标出”，这很大从程度上也源于艺术的“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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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性”。艺术重点在于其能指，而其所指很多虚

幻的，并不指向直接的、现实的意义。很多艺术

各种“标出”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人类的“猎奇”心

理，比如很多的灾难片、恐怖片、科幻片等等。这

样，很多在现实中看来是“不正常”的事情，在艺

术里看来就是自然而然的。各种行为艺术、身体

艺术、装置艺术等等，不断地展现着人们难以言

说的隐秘的内心情感，不断地挑战人们的审美心

理界限。

现代艺术张扬反叛，各种艺术绞尽脑子地试

图“标出”，于是出现了各种荒诞艺术，比如杜尚

的《泉》、依靠潜意识绘画的超现实主义、波洛克

的行动派绘画等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

方文艺思潮涌入，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也必然对传

统书法观念产生影响，“当代书法”于是应运而

生。当代书法对各种传统书法观念进行解构，夸

张笔墨意味，以绘画技法写书法，解构书法文字

表意功能，突破传统书法媒介，运用各种书写工

具，甚至是对色彩的运用等等。

这种反叛和解构更多是观念上的，“从杜尚

开始，所有的艺术其本质都是观念艺术，因为艺

术只存在于观念之中”［10］。现代艺术越来越强

调“观念”创新，对传统艺术观念进行解构与反

叛。传统艺术本体或形式———艺术技法、构图、

色彩等已不重要，更强调作品背后的思想和观

念，注重观者对于该艺术品的阐释。现代艺术对

传统艺术观念的反叛与标出，最后导致观念艺术

的出现。观念艺术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用

品，或者将具有原有语境的某类型艺术，通过置

换、挪用、戏仿，使其脱离原有语境，发掘它们在

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的意义潜能，从

而生成一种新的意义或观念。

徐冰的《析世鉴———天书》，不断地挑战传

统人们对文字和书法的理解。“天书”表面上具

有汉字字形，实质上却无任何语义表达。徐冰后

期创作的“新英文书法”，里面充满了多重悖论，

将汉字从其所具有的“书法”语境中抽离出来，

用英文替换汉字，将英文置身于“书法”的语境

之中。徐冰依然是运用传统的笔墨纸砚，运用传

统书法的文字结构和笔墨书写技法。但是表面

如此传统的中国书法，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其

“文字”内容却不可识，因为其“文字”内容是由

英文字母转换而来。英语国家的人看到这种书

法，却可以饶有兴趣地解读其英文内容。

这种当代书法，其重点不在于展示传统书法

技巧，而是通过“抽离”与“替换”以引发新的社

会或文化意义。徐冰认为“文字本来是用来交

流、传递的，但我的文字是一个不好用的系统。

它们通过给人找麻烦、切断人正常的思维和声东

击西这种方式起作用。这对开启人的思维是有

作用的，就像电脑，死机之后，重新启动它，就会

获得新的运行空间”［11］。将汉字脱离原有语境，

并用英文替代，以此试图挖掘各种意义可能性。

传统艺术有着明晰的主题，有着较强的所指

和表达意图。而到了观念艺术这里，艺术只是作

为媒介表达某个观念，这更多地需要观者积极阐

释或再创造。作品意义的产生，更多地依赖于观

者与艺术家的相互交流。徐冰的“天书”“其实

它是一个空间，因为它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性，因为它充满矛盾和荒诞”［12］。这一无任何文

字意义的天书，给予观者以独立的思考和阐释

空间。

在当代社会，观念艺术开始关注人们各种生

存困境，涉及种族、女性、后殖民、生态等敏感的

社会问题，徐冰自己也试图以书法的形式表达对

社会的看法。徐冰在谈到创作《析世鉴———天

书》动机时说道: “其实和当时的中国文化热有

关系，‘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荒芜了很久，都很

饥饿，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就拼命地吸纳，然

后读各种杂书。我也参加各种文化的讨论，但这

种讨论最后给人感觉挺不舒服，挺烦的。”［12］以

此表达他对“85 新潮”日益膨胀的“人文热情”

的厌倦，以机械式的重复表达一种荒诞意义。此

类的当代书法，其价值不在传统意义上书法审美

意义，而更多地在于作品所体现的现代观念意

义，以及艺术应该更深层次地关注人的生存境

遇。如此看来，徐冰的“天书”，不是离艺术更远

了，而是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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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当代书法诞生以来引发了多种争议，部分学

者认为徐冰作品是对传统书法的亵渎，认为其是

伪书法。但我们应该看到徐冰当代书法的艺术

价值不在于传统书法意义，更多的是作为观念艺

术而产生的一种现代艺术观念变革。徐冰当代

书法置身于当代观念艺术的语境的之下，获得了

型文本压力，于是也要求我们以观念艺术诸多观

念去阐释这部作品。该作品所传达的更多的是

一种观念，并引发观者积极阐释。观念艺术发端

于杜尚，现在并未陷入达达主义的虚无，反而积

极重建当代艺术，引发人们对传统艺术以及社会

人生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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