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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典型的潮玩艺术家将其IP开发做到了极致。尽管部分艺术

家以精英身份立足于艺术界，却创作出了大量服务于大众、面向大众的

衍生品和区别于传统美术馆展示的艺术作品。消费社会背景下，艺术家

对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在创作中和创作后均做过深度反思，诸如凯

斯·哈林与村上隆对于跨界、艺术与商业所做的探讨与思考。与其虚伪地

置身于制度之外，倒不如胸怀坦荡地去主动将艺术与商业、艺术与普罗

大众之间的关系模糊化。“低眉艺术”与“精英艺术”之间的相互碰撞与

交织在艺术领域层出不穷。而以凯斯·哈林为首的涂鸦艺术家们同样是

在这一领域值得研究的个案。平面化、扁平化的图形使得凯斯·哈林等

艺术家在形式上首先比较容易先入为主，此类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和商品

属性孰高孰低值得反思。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大众”与“精英”两种艺

术在不同阶段动态转换，其文化原因和价值观值得探讨和审视。

一、是作品还是商品？消费社会中的艺术作品的IP化传播

关于创作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涂鸦艺术家凯斯·哈林认为：“有时，

宁可完全不处理一切有关‘艺术市场’的繁杂琐事而专心于艺术创作。

在艺术市场面对的人和商界的人毫无区别。艺术品议案成为‘产品’或

者‘商品’……有些‘艺术家’认为自己能够‘超越’这种状况，因为他们

很‘纯洁’，从未参与流行文化的‘商业化’生态，因为他们不做广告，也

动态的文化图腾：消费社会下的艺术作品与IP商品

中外当代艺术在学科交叉视域下其创作边界逐渐拓展与消融，而艺术与商业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结合得愈发紧密。文章列举当代艺

术领域的跨界艺术家案例进行分析，挖掘“低眉艺术”与“精英艺术”中的不稳定性。认为亚文化一旦走向主流，其地位也会相应改

变。当代艺术作品IP化传播使其更加平民化，而潮玩艺术走进美术馆博物馆殿堂，使得其本身又变得精英化，这种变化与其内在的

文化原因和社会价值观联系密切，而商业和艺术的联姻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博弈中进行动态转换与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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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专门替大众市场生产产品，但是他们在画廊里销售，拥有着类似模式

操控他们和他们作品的‘经销商’，事实上，这种假装将自己置身于制度

之外比承认或者实际参与更加虚伪。艺术世界并不比麦迪逊大道更‘纯

洁’，实际上，更加堕落，弥天大谎”①。当村上隆被问及跨界的艺术和商

品生产之间的界限时，村上隆认为其自身“不可以称作‘跨界’”，他提到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日本的线路，然而，这条线路并没有被定义得

那么明确。无论文化，抑或战后的经济形势发展。日本人接受艺术与商

业的融合，事实上，他们惊异于西方世界的‘高级艺术’的死板以及自命

不凡的森严的等级制度”②。然而，尽管村上隆一味地否认自己的跨界，

事实上，村上隆所厌恶的西方的等级森严的艺术体制已经被其突破了。

艺术家一旦成名，势必会重新进入美术馆的殿堂或主流艺术世界中。这

一点上，村上隆与凯斯·哈林的身份转变过程是一致的，无论其源头是

在于商业，还是在于兴趣，抑或在于对情感的表达。“太阳花”这一典型

的形象与凯斯·哈林的空心人和婴儿、小狗，从根本上来说，其在IP领域

的传播与扩散方式上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一旦其作品和身份成为公众

和艺术精英阶层所追捧的对象。那么，这些所谓的“高级艺术”和“低级

艺术”之间边界的消融不可避免。2001年，村上隆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

公司怪怪奇奇公司（Kaikai Kiki Co.，Ltd.）③，除了不断制作自己的作品

外，还负责管理和推广年轻艺术家，组织国际项目和艺术博览会。村上

隆把自己开展的业务比作是唱片公司，为年轻艺术家提供职业规划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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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支持。他试图在日本建立一套原创和可持续发展的艺术市场④，

这种做法与凯斯·哈林的初衷极为相似。2008年村上隆把东京工作室

的地下改建成为美术馆，除了管理旗下年轻艺术家外，还策划了马克·格

罗蒂扬（Mark Grotjahn）等知名艺术家的展览⑤，第二个叫做“Hidari 

Zingaro”的画廊在东京⑥开业，目前已经扩大到东京中野百老汇购物中

心（Nakano Broadway shopping mall）内的四个独立位置，以相似方式

工作的艺术家无论是奈良美智以及后文所探讨的草间弥生⑦，对于个人

品牌的经营和个人图像IP的传播扩散是不可磨灭的。

涂鸦艺术家凯斯·哈林的作品表达形式涉及到雕塑、绘画、装置、

行为、影像、人体彩绘等诸多领域的跨界。而工作室的模式无疑是上述

在世艺术家们所持续效仿和追随的样板和典范。尽管凯斯·哈林已逝去

多年，但这种工作室、商店、文创衍生品、跨界综合的合作方式还持续地

在其基金会的运作下不停地进行着。在内容方面，它广泛与商业结合，再

次形成了跨界，包括凯斯·哈林在世期间与德国汽车品牌宝马（BMW）、

瑞典南部小镇的伏特加酒品牌“绝对伏特加”（Absolut Vodka）、好彩

香烟（LUCKY STRIKE）合作的作品，以及逝世后至今基金会与诸多

诸如唐可娜儿（DKNY）、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UNIQLO，日文：ユニク

ロ）、1941年诞生于纽约曼哈顿的轻奢品牌蔻驰（COACH）、英国服装品

牌尼可拉斯·科克伍德（Nicholas Kirkwood）、好莱坞的世界时尚潮牌

JOYRICH等品牌的合作。至今，凯斯·哈林的艺术形象遍及全球。不仅

如此，而国内方面，艺术家徐震的没顶公司（Madein）所倡导的“品牌比

个人重要，品牌比个人效率更高”⑧的理念，而雕塑家夫妻向京、瞿广慈

于2010年在北京创立的“稀奇艺术”的名称“取自于两人姓氏的拼音缩

写（X+Q）”⑨完美地将艺术与商业巧妙地结合起来，作为国内的典型案

例大获成功。而其他案例中以当代知名艺术家的创作元素和符号进行的

衍生品创作，通过限量版的复制，比如隋建国的“红色小恐龙”，周春芽

的“绿狗”，刘野的“娃娃”，沈敬东的“圆润的军人”等诸多提炼后的衍

生品大规模地将艺术跨界和商业完美地联系了起来。

二、消费社会背景中“低眉艺术”与“精英艺术”的不稳
定性

艺术的商品化与商品的艺术化，与“低眉艺术”和“精英艺术”

的弥合与不稳定性有关。低眉艺术，坊间均以1970年代的美国洛杉

矶作为其起源。虽然艺评与学者为了让 这样的艺术风格得以被“高

眉”（highbrow，知识分子）的商业画廊和学院所接受，而赋予其一

个更花哨、更亲近现代艺术史脉络的称号——“普普超现实主义”，

“Lowbrow”英文原意中的通俗、低俗，在中文世界对于Lowbrow Art

的相关研究中，多是将该字词直译为低俗艺术，“低眉”则是透过将字根

（low与brow）拆解之后重新组成的翻译。与低眉相对，精英艺术则代

表高雅艺术（源出法文elite——优秀的，挑选出来的）。资产阶级艺术文

化中的一个流派，它为少数“精英分子”创造艺术，即为审美和艺术上的

“精英”创作作品，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评价和接受高级创造精神的“神秘

的”艺术史上精英倾向的出现，是艺术与其他活动形式脱离和对立的后

果，是艺术创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结果。

无论西方、日本的还是国内的艺术家，在方法、方式上与凯斯·哈林

是高度一致的，艺术家的品牌化、艺术的商业化、媒介的多样化、与商品

结合的紧密化等诸多方面与凯斯·哈林异曲同工。在消费社会背景下，艺

术的品牌化⑩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个人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动漫领

域或卡通形象的传播等方面⑪。而这些艺术家们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紧跟着其步伐而顺理成章地被公众所接受并广为流传，无论是艺术领域

还是消费领域。美术实践，就像任何形式化的学科一样，是其历史的囚

徒。它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这种活动需要来自其实践

者和现场观众相当多的学习以及内心的努力，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将一

直伴随它的存在⑫。

从艺术的生产与消费层面来看，理论家巴克桑德尔（Baxandall）曾

从生产、消费和艺术作品三个方面考察艺术界的三部分，虽然在不同章

节中研究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但是将其理论应用到对凯

斯·哈林作品的分析过程中同样有效。然而，在这种“高级艺术”“高雅

艺术”“精英艺术”与“低级艺术”“低眉艺术”的对峙背景下，商业与艺

术的结合，文化艺术诸领域的跨界显然是极为明显的案例。其实，关于社

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艺术，社会学家“布迪厄同时指出了人们对于一般艺

术的知识是与趣味和社会阶层相联系的。上层社会的受访者更有可能报

出十二甚至十二位以上的古典作曲家的名字，并声称‘我对抽象画的兴趣

和古典画一样’。不同的社会阶层会以不同的方式谈论艺术”⑬211。

本文多次提及的凯斯·哈林案例则将涂鸦艺术通过改良使其逐渐

进入了精英阶层，走进了美术馆的公共空间，这也恰恰证明了很多事物

并非一成不变的。众多高雅艺术品本身，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仍然为

当时非常“流行的”作品。关于高雅艺术的严肃性有观点认为：“高雅艺

术承载着严肃的智能和美学经验。反之，大众文化‘仅仅’是为了娱乐而

生。这种观点的秉持者们认为高雅文化是‘创作者导向’而流行文化是

‘观众导向’。在创作者导向的艺术中，观众必须顺从艺术形式，而时刻

地关注艺术家的意图。相反的，在观众导向的艺术中，艺术家必须关注

观众的需求，并使作品的意义鲜明易懂”⑬253。所以，对于观众来说顺从

艺术家的导向思维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素。然而，艺术高低之别，既

然不是来自于它与生俱来的特质，那么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学者们转而

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即“跨界在商业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

这种重要性及基础性地位是基于怎样的背景而稳固的，这便引发了我们

的思考，即在消费社会背景下，艺术逐渐商业化、IP化的文化原因与价值

观何在？

三、存在即合理：文化与原因与价值观的探索与溯源 

正如凯斯·哈林的“波普商店”作为高雅艺术形式和低俗艺术形式

边界的融合的这一典型案例，美的艺术、流行艺术和民间艺术之间，是

否有根本区别？如此清晰的艺术分类观，对艺术社会而言是个重要的问

题。一边是由各种美的艺术组成的“高雅”（high）艺术，另一边是由“真

正”属于大众的民间艺术、商业化的“大众”艺术或者流行艺术组成的

“低俗”（low）艺术。一些学者认为这两种类型间的区别纯属“自然”，

无需社会学的分析。但是，从艺术形式的内在特质为基础来解释各种类

型的差别其实都难以令人信服。比如，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美的艺术比

流行艺术更加复杂，并且看似“更好”。比如莫扎特的音乐比童谣体现出

更多的天赋，内容也更加耐人寻味。但是这种论断低估了许多低俗艺术

的内涵。

当然，繁多和持续不断的案例是阐述不尽的。列举部分案例作为举

例论证，目的并不在于展示凯斯·哈林生前或逝世后在商业上有多么的

成功，而重要的是归纳和探索全球化商业背景中，艺术与商业紧密融合

背后的文化原因。上述诸多案例所指向的内容已然十分明确，高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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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的社会背景下，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并且消融，结果便是最终的愈

发紧密。如同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界限模糊过程意象，凯斯·哈林

作品中的商业与文化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加值得我们反思。其存在均有

其合理性。

基于对消费社会背景下“低级艺术”与“高级艺术”的讨论，在“低

眉艺术”与“精英艺术”的频繁碰撞和交融的基础上，以上案例和跨界元

素的形成和发展是全球化与地球村的直接结果，无论是汽车用品中的宝

马，还是轻奢品牌等。总结起来，笔者认为这些全球化商业化的原因可

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原因与价值观的趋同使跨界结合现象有了文化基础。冷

战结束后，曾代表西方政治文化的当代艺术失去了原有意义，而在相对开

放的环境下，旧的政治文化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人们的立场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酒吧、舞厅、娱乐场以及大量的新鲜事物和原本

被禁止的食物被纵容、默许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对于整个文化领

域的影响来说强调民主仍旧是重要方面。大众迅速地入侵，大量众人涌

入美术馆与博物馆朝圣般观看展览，以去欣赏美的价值观和观看方式来

取代业内专业人士的评判。而凯斯·哈林作品反映出来的形象大多取材

于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幻想。其次，利益和价值的共识使得频繁出现的现

象得到广泛的认可。从波普艺术开始，对大众文化和消费文明的鼓吹已

经显而易见。然而，在凯斯·哈林的时代，这种对于消费文明和机器社会

的歌颂和鼓吹更有甚之。文化意味、价值取向在普遍的商业行为中变得

不那么重要甚至有时可以被忽略，进而凯斯·哈林的“波普商店”作为商

业和艺术的完美契合而诞生并一度从纽约转移到日本。甚至，当今全球

范围内，他的形象、衍生品随处可见。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不可避免。

因为，凯斯·哈林深陷在一个工业化文明的世界中，早在20世纪40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已经对这方面做出过详尽的理论阐释。最后，

文化产品的工业化量产，通过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方式触及精英艺术

使得广泛传播的融合得以成为可能。比如，媒体对于作品及作者的推广

机制发展迅猛。从口袋版的图书，到光盘、电影、录像、纪录片或电视甚

至互联网的传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此同时，这种行为更多地涉

猎到了通俗文化领域及文化领域的产品制作，从流行音乐到电视节目、

从纪录片传记到电影，只要有市场的存在，它便会吸纳更多的创作。

结语

众多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考虑到了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文创

衍生产品与跨界相结合。村上隆、凯斯·哈林的“商店”作为高雅艺术形

式和低俗艺术形式边界的融合的典型案例，完整体现了中外当代艺术

在学科交叉视域下其创作边界的拓展与边界的逐渐消融，艺术与商业

的结合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中愈发紧密。文章对当代艺术领域的跨界艺

术家案例进行列举并分析，挖掘“低眉艺术”与“精英艺术”中的不稳

定性，认为亚文化一旦走向主流，其地位也会相应改变。当代艺术作品

IP化传播使其更加平民化，而潮玩艺术走进美术馆博物馆殿堂，使得

其本身又变得精英化。这种变化与其内在的文化原因和社会价值观联

系密切。而商业和艺术的联姻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博弈中进行动

态转换与弥合。文中对案例的分析与挖掘可使我们初步厘清导致这一

问题的诸多原因，即对背后文化的深入发掘，对于利益和其艺术的价值

取向的追寻，以及文化产品在工业社会上的重要意义等诸多层面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中外现当代美术与设计研究”

（课题编号：310432102）；2022年广东省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课题编号：

2022WQNCX122）；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外美

术交流研究”（课题编号：2019200026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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