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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反思
沈 琐 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

,

甘肃 兰州 。。

摘 要 女性主义是 世纪 年代末
,

艺术领域出现的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
。

中国女性艺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
,

在中国特有

的文化背景下发展
,

至 世纪 年代真正崛起
,

已在中国艺术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

但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于极端和出现偏差的地

方
。

本文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

希望中国女性主义能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下
,

调整方向走出误 区
,

迈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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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是 世纪 年代末
,

在西方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 的关系
,

女性艺术家不应把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出来
,

而应该发

的历史背景下
,

艺术领域出现的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
。

中国的女 展自身
,

在承认客观差异的基础上发展自我
。

不要只想着自己

性主义直到 世纪 年代
“ ”

一词引入以后才出现
。

的权利
,

而应该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把握大局
,

与男性相互作

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并逐 用
,

相互依存
、

相互协作共同创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

步成熟起来的
。

自的年代起
,

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们开始关注女 中国女性艺术对
“

女性
”

的极端认识和过于强调

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

并从女性的角度审视世界
,

在实践与自我 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
,

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
,

也不应该

反省中逐渐使得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具有了独特的人文价值
·

但 有男女之别
,

但是不能否认艺术的创作者有男女性别的差异
。

女

是
,

中国女性艺术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盲 目追随与 性主义对于性别的论证主要有男女性平等和男女性相异的两个

忽略中西方差异的不足
,

本文试从以 「几个方面谈谈对中国女 倾向
。

其实
,

从
“

女性主义艺术
' ,

一词的出现到女性主义将自己

性艺术的反思 的艺术与当下的公共艺术及
“

男性艺术
”

加以区别
,

这无疑已经

中国女性艺术对
“

女权
”

的极端表现和过度干涉 陷入了一个误区
。

女性应该从生理上正视自己
,

承认生理上与男

“

女性主义
”

是西方女权运动下的社会产物
,

它旨在通过 性的差异性
。

男子天生强悍
、

女子生而柔美
,

这并没有本质上的

女权主义者的倡导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

利用女权运动来消 优劣之分
。

亚当斯 甚至认为
“

差异的存在对妇女

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差异
。

中国的女权运动与欧美完全不同
,

不是不利条件
,

而是有利条件
。

川 〕

女性的母性特征是女性主义
“

西方女权主义激昂亢奋
,

轰轰烈烈
,

富含对立仇视情绪 而中 争论的另一个热点
,

生育并 嘴识是女性的事
,

更是整个民族的大

国妇女运动却温和舒缓
,

心平气和
,

柔中带刚
,

一派和谐互补气 事
。

认为女性是因为生育特性而受到歧视是不正确的
,

是一些

氛
。 ” 「〕中国女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

,

没有
“

扬弃
”

的接受西方 眼光短浅者的认识
。

女人很少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

是社会问题
,

的女权主义理论
,

没有弄清楚东西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的 并不是由于生殖上的问题
,

是其家庭
、

社会背景为其带来的
。 【̀ 〕

情况下
,

忽略了中西方女性的不同点
。

这种盲 目的追随与吸收
,

相反
,

女性应该为自己特有的生育特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

波伏

使得中国女性艺术在对待女性权利方面走向了极端
。

瓦和费尔斯通都曾认为要想实现性别平等
,

女性必须克服生育
“
由于女权主义在界定并影响社会变革方面所做出的努 这一特殊性

。

但是可以想象
,

如果女性不再具有繁衍和生育的

力
,

我们可以认为女权主义是彻底的政治运动
。

川 〕

中国女性艺 能力
,

那么
“

女性
”

这一词还有何意义
,

争论男女相异还是相同

术利用艺术作品反映女权问题
,

呼吁女性权力
,

是艺术与政治 又有何意义呢 对于女性艺术家来说
,

重要的不应该只是强调

及社会的关系问题
。

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 女性特征或者否认男女差异
,

女性主义艺术家应该去关注更广

为女权主义服务的
,

艺术作品被富于极强的政治性
,

成了政治 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及其内涵
。

运动的工具
,

削弱了作为艺术作品本质的审美性
。

大多数中国当 在当前种种艺术现象 「
`

,

女性艺术不应该以女性特征为存

代女性主义艺术家从行为及作品内容等各右面都体现了艺术对 在的依据
,

而应该参与到
“
公共艺术

”

之中
,

使之更快的成熟起

政治的附庸
,

使艺 刘乍品常常走向泛政治化的道路
。

来
。

在把握大局的情况下体现女性的共性
,

同时也要关注女性

从中国传统的
“

阴阳和而万物生
” 、 “

男女阴阳调和
”

的观 内部种族
、

阶级
、

能力等个性差异
。

目前很多女艺术家打着批判

念来看
,

中国 人氏期以来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协调互 男性对女性身体
“

凝视
”

的旗号
,

在作品中特意去强调女性性

补的关系
,

而西方男女之间被视为是斗争的关系
。

因此
,

中国女 别
,

刻意的标榜自己是女人
,

以陛和身体为创作对象
,

使得描绘

性艺术家不应站在西方男女斗争关系的立场上试图以艺术形式 女性身体几乎成为女性艺术品的界定标准
。

身体
、

生殖
、

性器官

来捍卫女性权利
,

要求
“

男女平等
” ,

并倒向为女性争取权利的 等女性特征成为滥用的女性艺术的符号
。

女性艺术家对性别角

极端
。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和谐
,

从儒家提倡的
“

中和
” 、 “

正 色的过分沉溺
,

有意无意的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赏玩需求
,

自觉

和
” 、 “

冲和
”

的中庸之道到今天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
。

女性艺 不自觉的迎 岂门
声

男性的窥视心态
。

作为女人
,

以女性的视角观察

术家所追求的
“

男女平等
”

很大程度上是女人以男人为楷模的 社会
,

不自觉的关注自己身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

但是作为一个

男性价值观的反映
,

是一种抹杀男女生理差异的错误认识
。

这 真正有学术见解的艺术家
,

更应该 从 个社会人的角度去观察

个社会是女性和男性共存的社会
,

男女之间不应该是径渭分明 社会
、

理解社会和反映社会
,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表现自身一一

女人
。

作者简介 沈淡
一 ,

女
,

汉族
,

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助理 中国女性艺术对
“

女火
,

的狭隘理解和过分关注

馆员
,

研究方向为 艺术学美术理论
。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是因为女性在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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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社会角色上更接近自然
。 【 〕

的确
, “

女性的生育功能很自

然地使 人们联想到土地滋生万物的情形
,

于是视女性与地
、

坤
、

阴同一属性
。

川
〕

女人更接近自然没有什么不好
,

自然界的万事

万物是艺术创作的主体
,

由人类对大地的情感和大地与女人的

联系可以推断
,

男人以女人身体为题材并不全是对性欲望的满

足
。

女人确实有比男人更柔美的身材
,

更接近于自然的曲线的

美
。

无论是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
,

选择以女人身体为创

造对象也是对美的追求的体现
。

女性主义如果把男艺术家对女

人裸体或者半裸体的创作作品全部认为是其对女人窥视心态

的满足
,

难免有点过于片面
。

中国女性主义对
“

女刀
,

的过分关注主要体现在艺术作品

的内容上
。

一些女批评家认为只要是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女

性主义的
,

这种对女权主义的错误引导使得现在有很多女艺术

家对艺术题材的选择只集中在裸体或半裸体
、

生殖
、

性器官等

女性特征方面
,

范围十分狭小
。

只要是女性的作品就一定是体

现女性艺术的吗 只要是女性就一定要创作体现女性主义的作

品吗 女性作品中的女人和男性作品中的女人到底有多 友下同

女性艺术家对女性身体的过分关注使得女性人体的艺术形象

已经很难断定是在为自己宇取权利还是对男性窥视心态的迎合

或是女性自慰意识的流露
。

除了描绘身体之外
,

还有很多女艺

术家把目光只集中在花卉等一些具体的事物上
,

试图借用这些

植物来描述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孤独
、

自我陶醉
、

自我满足的体

验
。

为了突现自我的存在
,

把自己与社会隔离
,

将艺术只锁定在

自我的生存范围之内
,

这是对艺术的狭隘的理解
。

女性艺术家

应该放眼世界
、

关注社会各个领域
、

各个层面的深层次问题
,

而不应该局限在女性生活的小圈子里
,

使得女性艺术几乎变成

自我封闭的自恋艺术
。

女性艺术应该关注更广的范围
,

更深的

层次
,

才能使女性艺术及其作品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和艺术

价值
,

为中国的女性艺术迈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而做出应有的贡

献
,

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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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

第三部门
”

的建设

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上
,

比起政府
,

众多
“

第三

部门
”

组织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 “

第三部门
”

是非赢利性组

织
,

服务于某些特定的公共目的
,

为特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

提供公共利益
。

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困难
,

无力支付市场价格得

到所需的物品
,

而政府部门所提供的物品又往往不能满足他们

的需求
。

而
“

第三部门
”

可以填补这片空白
。

政府应当加强
“

第

三部门
”

建设
,

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

明确规定
“

第三部门
”

的权利和义务
,

使其拥有合法的行动空间
,

才能充分发挥
“

第三

部门
”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作用
。

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

通过就业
、

发放救济金
、

养老保险来满足弱势群体的物质

生活
,

这是社会和政府都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

但另一方面
,

弱势

群体的精神需求
、

文化生活等精神生活似乎被忽略了
。

从弱势

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生存状况来看
,

在精神生活上他

们有着特殊的需求
,

而社会提供的一般文化产品却无法满足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人的生活被大量涌入的西方价值观念和

生活方式所影响
,

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被逐渐淡化
,

形成了中

国人的精神空虚
、

信仰迷茫和缺失的状态
。

而这种精神领域状

态促使了迷信
、

宗教
、

邪教的传播
。

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

没有良好的生存状况
,

容易产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
。

因此
,

他们最容易被某些含有非安定因素的精神产品
、

非法传播的宗

教甚至是邪教所吸引
,

进而给社会安定埋下严重隐患
。

因此政

府要在满足弱势群体物质生活的同时
,

积极关注他们的文化生

活
,

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求
。

此外
,

要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的前提下
,

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

防止其对社会特别是弱势

群体的消极影响
。

结语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协调的发展观
,

它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

达成一种适当的平衡
。

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应当有平等的发展

权利
,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相互依存
,

强势群体要想持续发展

离不开弱势群体的发展
。

因此
,

保护弱势群体不仅是政府和全

社会的责任
,

更是强势群体的责任
。

为此
,

在坚持可持续发展过

程中
,

我们更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

才能更好的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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