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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专稿 /

是消费还是赞助？
———2014巴塞尔艺博会后再看行为艺术

! 单靓瑜!本刊巴黎特约评论员"

! 梁依云!本刊特约评论员"

不知道从何时起! 行为艺术几乎快成

了一种讽刺的代名词" 这个在西方艺术史

上还算挺重要的一项艺术类别! 怎么到了

国内就#水土不服$了呢% 或许是这样的氛

围影响下! 我们鲜少会在国内的艺术展中

看到行为艺术的作品! 就连街头巷尾也很

少看到! 即便有也大多是国外来的艺术家

在表演& 与其说是这种偏见造成了它的冷

遇!倒不如说是各种打着#行为艺术$幌子

的#神经病$行为让观众望而却步&

网络上常常报道这样的#猎奇$新闻标

题'某地街头出现#行为艺术$令人咋舌&不

用说也知道!十有八九又是和裸体(血腥(

怪诞有关! 这些作品往往高举着 #人性$(

#解放$(#自省$等旗帜!用一番天花乱坠的

说辞让观众看得(听得云里雾里!到头来!

什么艺术理念压根没人懂! 大家都是拿着

手机(相机前来猎奇的!而看完以后再感叹

上两句#道德败坏$(#下作$之类的评论就

完事儿了& 这样的东西让人看了得不到任

何思考!根本就不是行为艺术!但却在频频

出现吸人眼球之后! 让普通人对行为艺术

产生了误解&

发展到这一步!不得不调侃一句#不是

每个搞艺术的都是艺术家$!很多所谓#搞

艺术$的并没有自己的创意!喜欢照搬西方

艺术家的表演! 却忽略了中西方之间的文

化差异&比如裸体!对于西方观众这或许不

算太稀罕! 但对思想传统保守的中国人来

说!裸露尺度的把握必须有度!否则就会引

起观众的反感!乃至道德层面上的质疑&裸

体本身作为表现形式没有是非对错! 但是

如果观众看不懂! 甚至被利用来夺眼球就

是大大的不妥了&原本!比起绘画雕塑等传

统形式!行为艺术应该是一种更直观(更有

生命力的表现形式! 对于注重动作手势来

表达的西方人更是如此!但到了东方!不进

行与文化相适应的改变! 这种艺术创作就

完全变了味&

好的行为创意绝对不是猎奇!行为艺术

在中国该怎么表现! 还需要艺术家们更积

极(主动地去探索!克服了#水土不服$!才能

让老百姓欣赏到老少皆宜的艺术表现&

● 编者按

杜绝猎奇

● 评论
6月19日至22日在瑞士举办的2014巴塞尔艺博会展

现了当今艺术界和收藏圈的最新动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
过于行为艺术的活跃。相比往年，今年行为艺术尽管引起了不
少关注，但更多还是叫好不叫座，因为质疑声也同时存在：行
为艺术作品该如何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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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作品热议 收藏样式更趋多元

即便是知名美术馆和艺术展上，行为艺术的“身影”总是比较少
见，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将其放入街头艺术的范畴内。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行为艺术对环境要求较高，往往需要环境来参与，才能表达创作
者的意图，室内展厅未必合适；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观众的接受度比起
其他艺术形式相对来得低，因为行为艺术有不少题材都显得并不怎么
赏心悦目，总是和裸体、血腥沾边，让人不想看，也不敢看。
尽管如此，在今年的巴塞尔艺博会上，行为艺术作品却是大放异彩，

策展人是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和克劳斯·贝森巴哈所策划的“#$间
房间”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博物馆级别的行为艺术展，在这个环节中包含
了 #$间行为艺术作品，其中不乏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达明·赫斯特、
小野洋子等行为艺术大师的作品。为了保证作品的独立性，每件作品都
有一个隐藏在门背后的独立空间，这等规模在室内行为艺术展中也是比
较少见的。尽管行为艺术一直不被当做主流的艺术形态，尤其是对于收
藏家而言，更是鲜有收藏的类别，但在今年的艺博会上，收藏家们却热情
高涨，据说现场有不少作品成为了私人收藏，这其中尽管有“大师效应”
的影响，但也能看出人们对行为艺术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了。

如何买卖能否消费 感兴趣却无从下手

能够受到欢迎，对于行为艺术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好事，但随之而

来的担忧和质疑也无法忽视。众所周知，行为艺术是一门观念艺术，是
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艺术形式，无论表现形
式如何多变，$项基本元素缺一不可，那就是时间、地点、行为者以及
与观众的交流。这种形式不是油画或雕塑，实在很难把它们原封不动
地“收藏”起来。这次艺博会上，来自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权
力领地，瀑布》!%&'()* +, %+-)./ 0'1).,'&&/ 23#4）被纽约一家画廊售
出，也是以照片的形式进行出售的，尽管一张照片就能卖到 5万欧元，
但这样却不能算是真正将这件作品收藏了。

泰特博物馆行为艺术部门策展人凯瑟琳·伍德就直言不讳地说：
“这几乎是一种赞助，而非消费。”行为艺术的创意或许可以保留，但 $

个基本元素几乎无法被照搬回家，因此对行为艺术的收藏行为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的确更接近于是对艺术家创作的一种支持。也许有一部分
收藏家愿意为行为艺术作品买单，但同意行为艺术能被消费的相信还
是少数。毕竟，行为艺术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观众能在那个特定现场得
到收获，在展示过程中与观众产生的互动和共鸣该如何收藏？尽管我
们可以看到行为艺术在今年巴塞尔艺博会上的突出表现，但从收藏角
度来看，行为艺术始终是一种艺术激情，实在不是一笔划算的投资。

有人捧场有人奚落 行为背后应有深意

尽管行为艺术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但它对当今艺术形式以及人的
意识的冲击让它始终保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除却特殊形式难以记载和收
藏，至今为止它受到的最大争议还是其表现手段和内容本身。这一点无
论是早期还是如今，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行为艺术都有的“通病”，这甚至
也是当代艺术的“坏毛病”，那就是内容的血腥暴力以及理念的走偏锋。
尽管大众能够接受的行为作品也不少，尤其在欧美国家，走在街头可能
就会看到一个“铜像”突然动了，但同样为数不少的令人看了不悦的作品
更是“臭名昭著”，这已经让人无法将其归因到人们的偏见之类了，要想
受到观众更多地理解和接纳，还是需要更多“正三观”的东西。
行为艺术的行为背后，不仅要有深意，更要让观众能够理解，不然

就不是艺术，而是胡闹，甚至“发神经”了。那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都有着
鲜明的时代特征，面对当今的观众，一味去走老路子，以为观众还会接
受那些刺激的、恶心的东西就大错特错了。尽管目前行为艺术是有人
大力捧场，有人无情奚落，但这两种态度无疑都是对行为艺术自省的
最佳动力。“行为”之前，多思考一下你究竟想表达什么、观众想要看什
么，才是行为艺术应有的责任。 )本刊 !月 "日法国巴黎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