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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廷：从视觉艺术到多觉艺术

　　“视觉艺术”是人类艺术发展史上已过时的一个阶段性概念，它不是最古老

的，也不是最新近的。在它之前，有“美术”和“造型艺术”的称谓;在它之后，“多觉

艺术”的新概念已日趋清晰。

　　据史料记载，欧洲自17世纪开始使用“美术”( Fine Arts 

)这个概念，泛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五大门类，以区别于具有实用功

能的工艺美术(Crafts)。18世纪，德国剧作家莱辛开始使用“造型艺术”( 

Plastic Arts)这个词，指的是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等二维和三维空间形象的艺

术，将美术中的文学、音乐和舞蹈等门类排除在外。

　　“视觉艺术”(Visual 

Arts)概念出现在19世纪，它所包含的范围与造型艺术基本相同，指的是绘画、雕

塑和摄影等门类，但影视也被纳入其中。视觉艺术在20世纪逐渐取代了造型艺

术，成为“美术”的代名词。美国的所有美术机构几乎都采用视觉艺术这个概念，

最著名的机构是“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

　　在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美术”的概念被引入后一直沿用至今。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多地采用“视觉艺术”来代替美术这个比

较古老的概念，并越来越热衷于探讨一个与此相关但却更广阔的学术课题即视觉

文化。

　　与此同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和影像艺术逐步

取代绘画、雕塑等传统架上艺术形态，成为当代艺术的主要创作语言，艺术也越

来越突破了视觉感知的范畴，而向包括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在内的所有感知

领域发展，当代艺术应该称为“全觉艺术”(All-Sensual 

Arts)或“多觉艺术”(Multi-Sensual Arts)。

　　“多觉艺术”不仅是对既定的艺术收藏制度的彻底背叛——这类作品是无法收

藏的，也给艺术作品的展示带来了极大挑战。传统架上艺术(绘画和雕塑)的展览相

对简单，只要是室内空间、有墙壁，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当代装置和影像艺术作

品而言，传统美术馆就难尽如人意了。为了展示影像作品，许多传统美术馆的通

行做法是临时打隔断，如讲究一点的用隔板，简陋的做法则是拉布帘，这样是不

得已的权宜之策，其展览效果仍不免会大打折扣。

　　为了适应当代“多觉艺术”的展示需要，世界各国在新建美术馆时都做出了不

同于传统美术馆的内部空间设计，例如意大利罗马的“21世纪艺术博物馆”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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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完全根据当代艺术展示需要而设计建造的全新美术馆。该馆内部空间高低错

落，墙面蜿蜒流转，室内多曲折空间，很少有方方正正的展厅，且展厅之间相互

隔离，互不干扰。美术馆各层展厅通过长长的慢坡滚梯相连，所有内部空间既彼

此独立又相互连接，整座美术馆形成了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对于装置和影

像艺术作品，这样的美术馆能产生十分完美的展陈效果。

　　事实上，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展览空间已经成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许多艺

术家的作品特别是装置作品往往是根据现场空间来构思并在现场完成创作的，其

中不少作品成了特定空间的永久留存。也就是说，在当代艺术中，作品与空间是

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对于纯视觉艺术的展览，不管是架上绘画和雕塑作品，还是装置、行为和表

演作品，它们需要的是合适的空间，而对于以声音、气味和温度为媒介的作品，

空间的作用和功能就变得更加微妙、更加重要。

　　对于带有声光电元素的影像和数字艺术，特别是综合装置艺术的展示，除了

对空间条件有相应要求之外，还需要许多专门的配套仪器设备，它们的安装布置

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这类作品的展出成本往往是高昂的，事实上，当代艺术越

来越趋向奢侈化。

　　国内外一些展览实践也说明了当代艺术对展览空间、展陈条件提出新要求。

　　意大利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毛里齐奥·卡特兰，作为皮耶罗·曼佐尼之后意大

利“最伟大的后杜尚主义艺术家之一”，主要以雕塑—装置艺术闻名于世，其最重

要特点之一就是注重作品与环境的关系，将作品与环境融为一体。1999年创作的

《第九个小时》是卡特兰最广为人知和最饱受争议的作品。与真人等大、身穿白

色皇袍、形象逼真的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击倒在

地，但他似乎无动于衷，双目紧闭，面无表情，手里仍然紧紧握着带有基督受难

像的权杖。这件雕塑—装置作品在伦敦皇家美术学院、瑞士巴塞尔艺术馆和第48

届威尼斯双年展先后展出时，为了获得真实的现场感，卡特兰甚至要求将展厅的

天花板玻璃砸破，使碎片散落在教皇身边的地板上，观众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陨石穿过屋顶砸在教皇身上的现场和经过。作品以细节、情节和环境的高度真

实，营造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瞬间。

　　埃内斯特·内托是巴西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散发着香气的软体装置是他的标

志性创作样式。他使用弹性尼龙和优质薄膜制作的悬垂的口袋或水滴形装置常常

占据整个展览空间，这些相互连接的软体结构被拉长固定在天花板上，悬挂起来

形成一种类似动物器官的形状。其内填满了香料或香水，观众未见其物、先闻其

味。有时，他也创作一些特殊结构的软体装置，参观者可以通过表面的小开口进

入其中，用身体感受其质感，并与之产生互动。毫无疑问，内托创作的是嗅觉和

触觉艺术，观众通过身体接触以及嗅觉去感受才是作品完成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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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中国当代艺术对视觉艺术的超越，亦即对 

“多觉艺术”的贡献，最杰出的例证是彭锋策划的2011年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

馆“弥漫”主题展。他选取了5位艺术家创作的带有气味的作品来阐释这个主题，五

种气味分别是绿茶、白酒、中药、熏香和荷花，这些气味具有典型的中国民族文

化特色。除了气味，这些作品还利用雾气、温度等因素作用于受众的感官以接受

全面的刺激。其中，潘公凯的环境影像作品《融》将绘画与影像结合起来，由其

撰写的《论西方当代艺术的边界》一文的英文文字变成电子影像下的片片雪花，

纷纷飘落并融化在作为中国文化象征对象的水墨荷花图里。原弓的非实体装置作

品《空香6000立方米》通过定时释放的带有檀香味的水化雾将中国馆的室外展场

变成一个云雾笼罩、引人入胜的神秘之境。杨茂源的装置作品《器》展出的是

5000个大大小小装有中药的陶罐，除了感受药味的弥漫性之外，观众还可以带走

它们，这一行为是一个极为广泛、极度扩张性的弥漫过程……该展览完全突破了

视觉艺术的概念而提供了 

“多觉艺术”的一次崭新体验。这一观念体现了世界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

　　2014年5月5日至26日， 

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开门——王天德个展”，除了展出王天德的代表性“火烧绘

画”作品之外，一件温度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艺术家在展厅里搭建了四个小房间，

分别通过暖气片产生出四个不同的温度，从低到高，分别代表“明”(18℃—

22℃)、“清”(23℃—25℃)、“近现代”(26℃—29℃)和“当代” 

(30℃)。他用不同的温度代表自己及今人对古今不同朝代的认同感，观众也因此

获得冷热不同的真切感受。

　　从以上列举的非视觉艺术作品可以看出，当代艺术早已超越了视觉感知的范

围，而扩展到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所有感知功能。“多觉艺术”给整个既定

的艺术系统带来了挑战，它要求人们更新观念、改变标准、修订规则，以新的眼

光和态度来认识、理解和接受。

　　“多觉艺术”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艺术的边界，打破了既定的有形界限，给人们

带来了最大的精神自由。同时对原有的艺术传播手段构成了挑战——印刷复制品

无法呈现作品的性状，更给艺术的接受方式提出了严格要求——要求批评者和参

观者的真正在场。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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