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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油画在国际舞台上更加丰富多彩。

四、结论

朱谦之的“唯情论”美学与“宇宙美育”思想，作为近现代的哲学思考，对当代中国油

画创作具有深远的借鉴与启示价值。

朱谦之的“唯情”美学思想强调在艺术表达时注重“真情之流”，即“真情”和“直

觉”。朱谦之的“唯情”美学思想提醒艺术家们，作品应当是个体内心深处“真情”的抒发，

而非对外界期望的迎合；“真情之流”是发自本体的“直觉”，这种“直觉”是一种近乎本能

的冲动。朱谦之的“真情之流”理念引导艺术家在创作中注重个体的表达力与独特性。

朱谦之的“宇宙美育”思想是一种独特人生观和艺术理念，“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这

一思想在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中，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启示与创作灵感。“人和于天”的哲学思

想在当代油画创作中能帮助展现出丰富的内涵和灵感；“以美为本体”的“宇宙美育”理念

能引导当代油画创作者更为注重自身的审美体验。

当代中国油画家们可以此为鉴，通过对创作深入思考和对审美观念的深入研究，建立起

更为明晰的审美认知体系，开启自己的创作灵感，走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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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行为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在中国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了。其经历了开端、

发展、高潮到潜隐的过程，出现了若干载入艺术史的作品，学界围绕其展开的研究也数不胜

数，成果颇丰。经过多年的努力，笔者收集研读了关于中国行为艺术的书籍50余部，其中不

乏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罗斯莉·格林伯格（RoseLee	Goldberg）的《行为艺术：从未

来主义至当下》（Performance Art: 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从1979年出版以来多次

再版，几乎成为行为艺术的教科书，而且作者根据艺术事实对其进行了不断修订和扩容。此

书在论述21世纪世界行为艺术状况的时候，专门写到了中国行为艺术的贡献。还有一些中国

当代艺术史论书籍，其中某些章节谈到行为艺术，如吕澎、易丹的《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

史》一书，就提及“厦门达达”和“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行为艺术；汪民安和宋晓萍的

《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则对徐冰、谷文达、吴山专、黄永砯四位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作

品做了精彩的分析，极具眼光。还有一些理论家的艺术专论或文集也有一些篇章提及行为艺

术，比如高名潞的《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一书中开辟专章来论述中国行为艺术

的“仪式化”特征，比较具有学术价值。但总的来说，这类论述比较零散，难以形成体系，

因此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截至2023年9月17日，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以下简称“中国知

网”）中，以“中国行为艺术”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数据显示期刊论文752篇，硕士论文203

篇，没有一篇相关的博士论文。对已收集的文献进行整理发现（见图1），学界对行为艺术的

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稍有发展，在2000—2010年进入了第一个爆发期，

在2010—2020达到巅峰，近几年开始下落，这个状况与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趋势是大致吻合

的。当然，学术研究对行为艺术发展史实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是艺术史研究的常见现

象，无需赘述。笔者对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学位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我国学术界

对行为艺术的研究从最初的大加讨伐、严厉批判到学理层面的边界讨论、学科建构再到后来

的美学范畴研究最后迈入当下的跨学科考察，沿着一条从感性到理性、从评论到批评、从表

象到本体的道路演进；并且在资料文献的整理汇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

一、道德伦理层面分析

当行为艺术在中国出现时，其因显著的身体性而引起大众注意，并因其出格的行为引发

广泛讨论，因此有大量文章从道德层面和伦理价值角度对其展开讨论。早期对行为艺术的讨

论多以批评甚至痛骂的姿态出现，其中以陈履生的专著《以“艺术”的名义》为代表，本书

大量列举了中国极端行为艺术作品，尤以暴力、血腥、怪诞、低俗的行为作品为靶子，对中

国行为艺术进行穷追猛打式的挞伐，认为中国行为艺术

突破了道德底线，打破了法律禁区，超越了人性和公共

利益界限，以“艺术”之名行罪恶之实，是当代低俗艺

术的传播，是蛊惑人心的毒虫，并且如同病毒般在各个

领域蔓延，最终将污染整个社会，因此应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将行为艺术视为“洪水猛兽”的思想皆出自艺术道

德评判标准，但是道德并非评价艺术的唯一标准，特别

是在当代艺术中更是如此，如同我们不会用“美”的标

准来评判当代艺术一样。而因为某些极端、低俗的行为

艺术就将中国所有行为艺术一棒子打死，这是对那些严

肃认真的行为艺术家的不公对待。更何况，某些所谓暴

力、血腥的行为艺术完全是可以进入艺术语境进行讨论

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早期学术界对行为艺术歧视、批判

态度的集大成者，也是对当时国内蓬勃发展的行为艺术

的一次重创。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行为艺术的接受度也大为

提高，学界对其研究也开始进入了理性思考范畴，丢掉

对其歧视的有色眼镜，祛除掉笼罩其上的道德迷雾，还

图 1. 中国行为艺术近 40 年期刊论文数据曲线图（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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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其本来面目，真正从道德伦理的学理层面来探讨行为

艺术的意义，出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如张都爱的

《边界、本质与未来：对行为艺术建设性价值的哲学思

考》，杨大伟的《中国的行为艺术要符合自身的社会语

境》，王晓华的《行为艺术的道德底线》，陈琳的《当

前中国行为艺术存在的道德问题研究》，郭玲、徐友军

的《艺术行为背后的“手”——盲从与功利心理驱使下

的中国行为艺术》等文章。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朱亚军

的《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伦理困境》［1］一文，此文由当

下理论界对行为艺术的道德批判入手，剖析行为艺术所

面临的重重困境，指出其根源乃是伦理困境，而其本质

则是行为艺术作为现代主义艺术所要求的个人伦理与当

代中国社会强调的规范伦理之间的冲突。作者指出行为

艺术走出伦理困境的路径是艺术家淡化自身的精英色彩，

缩小与大众的距离；并且反思极端经验，以平等视角将

自身生存经验与公共生存经验对接；艺术家要关注民众

的真实境遇而不是以名利为导向；最后作者指出行为艺

术家在表达个人伦理诉求时要注意对自由限度的把握。

这类研究从浮华的喧嚣中沉淀下来，开始企图以客观理

性代替感性激情，以克制讨论代替攻击谩骂，将对行为

艺术的研究推上了崭新的台阶。

早期行为艺术招致挞伐的原因有三：一是行为艺术

实际是我国当代艺术的“早产儿”，一些艺术家对其还

没有深入了解时，就照着国外画册的简单介绍开始了模

仿。对身体的伤害是其最直接的手段，因此容易招致批

判。二是一些行为艺术家“博得大名”的心态使然，个

别年轻艺术家并非出于热爱而是想走捷径才开始搞行为

艺术，所以可能以出位为目的。即使是张洹，在多年后

回忆起他的成名作《十二平米》时，也强调“那时候一

个河南人到北京，你不大声喊我来了，谁知道你。”［2］

三是媒体的放大传播结果。由于行为艺术以身体为媒介，

而身体则具有天然的聚焦性，更何况早期那些比较极端

的行为艺术，这容易引起媒体的追逐，也容易引发公众

的激愤。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悖谬，某些在新闻舆论场被

［1］  朱亚军：《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伦理困

境》，《艺术探索》2007 年第 1 期，

第 48—51+147 页。

［2］   杨时旸 :《艺术家张洹：一个河南人的

幸福生活》，《中国新闻网·文化新

闻 》2010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

chinanews.com/cul/news/2010/06-

11/2338263.shtml.

［3］   吴艳丽：《由当代中国行为艺术引发

的批评》，载《2010 年青年艺术批评

奖论文集》，《美术研究》杂志社，

2010，第 144—157 页。

［4］  高岭：《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考察报告》，

《大艺术》2004 年第 2 期，第 36—43 页。

狂热讨论批判的作品却在业内学术界无甚水花。但是随

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经过短暂的疯狂批评之后，学者

开始理性地指出行为艺术的道德困境，讨论其伦理价值，

并且从法律的维度对其进行边界的建构，有力地撇除了

行为艺术热潮上的浮沫。

二、学理学科方向探索

沿着对行为艺术研究的理性推进，学者开始有意识

地研究其学理价值并建构其学科方向，这些成果大多集

中在艺术史和学科性质方面，如侯瀚如、范迪安的《延

伸与嬗变——关于行为艺术的对话》、蓝青的《从艺术

与生活的关系看行为艺术》、殷双喜的《仪式与记忆——

关于行为艺术的思考札记》、王端廷的《替罪的肉身——

中国行为艺术简述》等文章，这些文章一般都比较客观

克制，也有较强的学理价值。如杨林的《行为艺术的文

化悖论》一文，从行为艺术的行为、身体和偶发三个要

素出发，概括了行为艺术在后文化语境中“严肃与怪异、

揭丑与献丑、人性叩问与道德亵渎、追求新奇和遭人嫌

恶”等7个悖论，从而揭示了其人文精神的衰变。吴艳丽

的《由当代中国行为艺术引发的批评》一文绕开了传统

的社会伦理和道德批判角度，从艺术本体层面评析了中国

行为艺术，通过行为艺术的观念批评、行为艺术的叙事结

构批评和行为艺术的媒介批评三个方面的论述，反向确立

了行为艺术的道德底线，为行为艺术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

路。［3］高岭的《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考察报告》［4］一文应

该是中国行为艺术研究中较早的一篇客观公正的学术探

讨文章，本文简单梳理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状况，论

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行为艺术中的主要艺术家及其作

品，并且揭示了中国行为艺术自身的历史语境，提出了

中国行为艺术的几个问题，是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行

为艺术的重要文献。祁劲松的《行为艺术的政治进步性》

一文则从行为艺术诞生之初的政治性入手，探讨了行为

艺术在不同发展阶段与政治的关联，从而论证了行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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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具有叛逆性的本质。李淼、张春江的《从艺术的角度

阐释行为艺术》一文则透视了将行为艺术与道德捆绑的

批评假象，有力地驳斥了从道德立场将行为艺术一棍子

打死的做法，还原了行为艺术的艺术本质。［5］

这一类成果学术专著数量较少，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鲁虹、孙振华的《异化的肉身：中国行为艺术》，该书

围绕中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5年的行为艺术发展状况，

梳理出一条鲜明的行为艺术价值评判标准，具有重大的

学术史价值和意义。此书突破了一般艺术史以时间为线

索的写作手法，而采用了“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先将

20年来的中国行为艺术进行了分类筛选，然后再专章论

述。作者采用这样写法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国行为

艺术20年的状况比较混乱，很难梳理出一条明确的发展

线索，并且资料庞杂，如果以时间为线索，难免有很多

遗漏，并且工作量太大。二是因为作者的重点不在历史

线上，而是考察中国行为艺术的一些共性特征，这样容

易在读者脑海中形成某种知识结构。这种写法确实能

够让读者在短时间内抓住中国行为艺术前20年的大致内

容和特征，但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个艺术家在多

个章节出现，容易让人混淆，不太利于建构知识体系。

并且这种写法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忽略了很多行为艺

术作品。当然，瑕不掩瑜，鲁虹、孙振华的写作是一次

非常有益的尝试，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还有贾方舟、朱青生主编的《中国行为艺术》一书也是

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行为艺术专论。这本书是一本

论文合集，中国艺术批评基金会于2015年在湖北神农架

召开了“中国行为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将讨论

过程、参会的18篇论文以《中国行为艺术年表（1985—

2014）》之名集缀成书出版，这是学界第一次对中国行

为艺术发展进行总结和回顾，并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工

作，且参会人员几乎囊括了中国最权威的行为艺术理论

家，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汤伟峰（Thomas·J·Berghuis）	的《行为艺术在中

国》（Performance  Art  in China）是一本较早由外国学

［5］  李淼、张春江：《从艺术的角度阐释行为

艺术》，《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3 年第 4 期，第 51—52 页。

者所写的论述中国行为艺术的专著，作者以一个亲历者

的身份，用他者的眼光介绍了中国的行为艺术，并从原

创性、真实性、哲学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6］。作

者介绍了中国行为艺术家从传统艺术实践向行为艺术转

变的过程，并将这个转变纳入了世界艺术实践范畴。本

书将20世纪80年代中国行为艺术实践纳入艺术史考察，

集合了行为艺术的新实践，探讨了新媒体在行为艺术实

践中的作用，讨论了中国当代审美失范的问题，期望能

够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与国际艺术实践相联系的新的行为

艺术话语机制，促进中国行为艺术家更好地实施其行为

作品。但是此书也有一些缺憾，比如作者是在1999年才

开始接触中国行为艺术的，所以对之前十几年中国的行

为艺术实践只有二手材料，缺乏亲历性。此外，他作为

一个西方人，难以避免带着某种西方眼光看待中国艺术，

存在一些偏见，比如他在讨论中国行为艺术意义的时候

总是喜欢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解读，虽然中国某些行为艺

术确实有着对抗性，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行为艺术家都

有这样的反叛，也并不意味着反抗性是评价衡量一件行

为艺术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

由上可知，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行为艺术的研究开

始转向学理学科的层面，不再在道德伦理当中打转，而

是理性客观地为建构行为艺术的学科合法性努力，并且

企图建设一个可供讨论的学理平台，这为中国行为艺术

进入当代艺术史做了较好的舆论准备。

三、美学范畴价值论证

除了在学理学科层面探讨行为艺术，学界还开始对

其审美价值展开研究，并且注意到了某些行为艺术的暴

力美学特征，这将行为艺术研究纳入了美学范畴。如陈

宇鹏的《行为艺术应遵循审美原则》、高洁的《当代行

为艺术的审美解读》、宋思慧的《关于当代行为艺术中

“暴力情结”的思考》、吴艳艳的《中国当代行为艺术

的怪诞特征研究》、石永欣的《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叙

［6］  Thomas J. Berghuis, Performance Art 

in China (Timezone 8 Limited Hong 

Kong,2006),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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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张三夕的《论行为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极端经验》

等文章皆属此类。其中彭修银的《行为艺术的“混乱”

美学论》一文从行为艺术来源于达达主义的非逻辑论入

手，在艺术哲学的层面对行为艺术的“肉身主义”进行

辨析，并反思“艺术终结”论中的“反艺术”内涵，认

为行为艺术只是“艺术”在反思时代的自然延续［7］。王

杰泓的《行为艺术语言论》则从艺术语言的角度切入，

认为行为艺术可以从材质语言、修辞语言和审美语言三

个层次进行分析，材质语言是指行为艺术的身体特性，

修辞语言则是指行为艺术的传奇与观念强迫症，而审美

语言则是行为艺术的最高层次，是否有新的审美洞见成

为行为艺术的考量标准。［8］梁光焰的《行为艺术的边界

到底在哪——基于康德美学表象论的探讨》一文则以康

德的审美表象论来剖析行为艺术，主张应该将审美活动

和认识活动区分开来，从艺术对象是行为而非身体、情

感角度的合情理以及内容方面的行为艺术刺激应是辅助

三个方面对行为艺术作出了规定。［9］

行为艺术相较于其他艺术最大的区别就是其“身体”

的媒介性。它突破了以往艺术门类的载体限制，承认了

身体之于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此类研究关注行为艺术的

“肉身性”，正好切合了当下国际学术界的热潮“身体

美学”，将中国行为艺术研究纳入了国际学术视野。

四、传记个案资料汇编

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资料的搜集，一些评论家和理

论家注意到了行为艺术的“一过性”和“现场性”特点，

开始有意识地对行为艺术现场进行影像式记录存档，也

对行为艺术的物料进行搜集整理，做了大量资料汇编工

作。比如《行为艺术中国文献1985—2010》《中国行为

艺术年鉴2015》等，具有较高文献价值。还有展览画册

或展览合集，这类书籍基本没有公开出版发行，市面上

流通数量较少，很难搜寻。但因为是展览文献，所以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比如高名潞和

［7］  彭修银：《行为艺术的“混乱”美学论》，《南

开学报》2006 年第 1 期，第 35—38 页。

［8］  王杰泓：《行为艺术语言论》，《南开学

报》2006 年第 1 期，第 38—40 页。

［9］  梁光焰：《行为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基

于康德美学表象论的探讨》，《武陵学刊》

2018 年第 1 期，第 112—116 页。

温普林举办的纪念“中国现代艺术展二十周年”展览中

对1989年“现代艺术展”上行为艺术的导读解析画册《七

宗罪》一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大展上的7件行为艺术，

并且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还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还有“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大同大张”展的文

献画册《大同大张》，从大张的生平、绘画、邮件艺术、

行为艺术和手稿等多方面呈现了大同大张的一生及其艺

术主张和艺术成就，是了解大同大张最全面的资料。段

君的《20世纪90年代北京东村行为艺术》则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向读者全景式地展现20世纪90年代北京东村行为

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与生活状态。

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学界开始对有代表性的行为

艺术家做个案式研究，这将行为艺术研究纳入了艺术史

的考察视野，也有利于纠正大众对行为艺术的偏见。如

高名潞《个人的生命体验与集体的偶发形式——张洹的

行为艺术》一文，概括了张洹行为艺术活动的大体趋势、

转变与特征，揭示了其偶发神秘性。［10］金福基的《马六

明的艺术》、游优的《中国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叙事——

以何云昌行为艺术作品为例》等文章皆是对著名行为艺

术家的个案研究。王志亮的《行为艺术的语言门槛高在

哪？》一文以刘成瑞的《一轮红日》和何云昌的《心殿》

为例，对行为艺术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英国学者安

德鲁·布华顿《人性的尺度——何云昌行为艺术》则对

何云昌的代表行为艺术作品作出一一评析，论述了何云

昌极端行为艺术的持续和耐久两个特征，并且认为何云

昌的“游戏”为诸如游戏、行为、苦闷、生活、信仰、

快乐等词汇注入了现实意义。［11］

当然有重大影响和价值的还是学术专论，这类书籍

当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视觉艺术理论家和策展

人亚德里安·西斯菲尔德所著的《现在之外——谢德庆

生命作品》，这是一本对谢德庆经典行为艺术的全面而

独到的批评分析，作者的敏思与才华伴随着与谢德庆面

对面密集交流的对话而闪现。本书从时延思想、保持孤

独、消解时间、走出生活、持续纽带和存在艺术几个角

［10］  高名潞、Asea Dai、张洹：《张洹：个

人的生命体验与集体的偶发形式》，

《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 年第 11 期，

第 32—47 页。

［11］     安德鲁·布华顿：《人性的尺度——何

云昌行为艺术》，简内、毛卫东译，

《 东 方 艺 术》2012 第 15 期， 第 20—

32+146—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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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论述了谢德庆行为艺术的方方面面，并附有优秀的艺

术家佩姬·菲兰、卡萝·贝克和被誉为“行为艺术之母”

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等人的一系列信件和专文，是

目前研究谢德庆的权威著作，现已在中国台湾地区翻译

出版。另外，罗伯森·克雷格《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

年以后的视觉艺术》一书谈到行为艺术的时候，则从身

体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并专辟一节，对中国行为艺术家

张洹做了精彩的个案分析。

由于行为艺术的“现场性”和“一过性”特点，很

多行为艺术作品成为“传说”，而资料汇编工作将这些

珍贵资料保存下来，成为艺术史的一个部分，也为后来

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个案研究聚焦于某一位行为艺术

家或者某些重要行为作品，这样有助于加深大众对行为

艺术的了解，并推进行为艺术深入研究。

五、跨界跨学科研究

行为艺术是在剧场里诞生的，所以它天然地带有综

合性特点，它是融合了多种媒介的艺术，它集中了架上、

装置、观念、影像等多种方式的表达。［12］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演进，行为艺术更是具有了融媒性特点，所以近年

来有很多学者从跨学科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并运用跨学

科方法展开论证。如蔡与汀的《互联网时代下的行为艺

术》、徐津的《儒家美学视野下的中国行为艺术困境》、

李红春的《商业欲望的美学修辞》、王林的《行为艺术

与城市化生存》等文章都是此类典范。冯钢、吴佳莹的

《行为艺术的符号解读》一文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来分

析行为艺术，从行为艺术的符号特征、其符号的表述形

式、文化价值以及符号的文化选择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黄鹤的《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行为

艺术》一文从行为艺术的历史沿革入手，分别从身体与

规训、隐喻与功能等方面对行为艺术进行了论述，突显

了作者艺术人类学的主张［13］。还有马榕君《禅宗修证与

现当代观念行为艺术之比较》一文则从禅宗观念与行为

［12］  罗斯莉·格特伯格：《行为表演艺术：

从未来主义至当下》，张冲、张涵露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第 11 —18 页。

［13］  黄鹤：《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行为艺

术》，《民族艺术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142—149 页。

［14］  马榕君：《禅宗修证与现当代观念行

为艺术之比较》，《艺术百家》2007

年第 2 期，第 159—162 页。

艺术的关系入手，分析了两者相似之处与不同区别，创

造性地揭示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历史文化语境。［14］

另外跨界研究成果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蔡青《行

为艺术与心灵治愈》一书，这是蔡青就读中国美术学院

的博士毕业论文，本书不仅极具学术价值并且有很强的

实践意义。蔡青以一位行为艺术家的视角，在引言中论

述了行为艺术概念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很多理

论家所回避的。他陈述了行为艺术概念的多变性，梳理

了国外理论家对行为艺术的定义并追溯了行为艺术的复

杂历史，阐明了行为艺术中重要的互动因素。接下来他

在上篇中详细论述了行为艺术互动的多种形式，从身体

互动、精神互动到媒体互动都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并辅

以大量东西方行为艺术作为例证，非常具有说服力。下

篇则是从行为艺术的互动性引入他的行为艺术创作实践

理念，即他认为行为艺术具有心理治疗作用，他用了很

多亲身实践来进行证明，让人耳目一新。最后他还附上

了多位知名行为艺术家的访谈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佐证，

逻辑思路非常严密。总而言之，蔡青的著作是目前中国

行为艺术研究中较有参考价值的作品，被巫鸿誉为“国

内出版的最成熟和最深入的一套著作”［15］，也被栗宪庭

评价为“有教科书性质的书”［16］。

行为艺术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达达主义运动，与剧场

有着天然联系，所以它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多媒介、融合

性特点，且与当今时代的融媒体更是契合。跨学科和跨

界研究有利于拓展行为艺术的边界，并将其引向实践转

化。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其“度”的把握，否则盲目

跨界只会消弭行为艺术的学科界限，并消解其自身存在

的合法性依据。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学术界对行为艺术的研究基本经历

了表象呈现→全面批判→道德论争→学术探讨→学理建

构→跨界研究的过程，可以看到一条越来越趋向冷静客

［15］  蔡青：《行为艺术与心灵治愈》，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第 6 页。

［16］  同上书，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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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全面辩证的批判之路，出现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推动了我国行为艺术研究的发

展，从而转化为指导行为艺术创作实践的助推力。

虽然我国学界对行为艺术的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也可以看出研究呈现着某些不

足。第一是学理性不够，对行为艺术的研究大量集中在道德伦理层面，这忽视了行为艺术的

本体研究；第二是研究单一，很多文章和著作都集中在行为艺术的作品形式、艺术家风格这

些浅表层面，而缺乏系统的艺术理论支撑，对行为艺术这个门类成因、发展逻辑、哲学基

础、艺术语言等方面较少深入研究；第三是专论较少，对我国行为艺术的发展分期、阶段特

点、艺术史影响等方面研究不够。当然，这些局限与不足也为未来学界对行为艺术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学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