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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为艺术而艺术”是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观的精髓，他通过小说、戏

剧与文论构建了完整的美学体系。本文以《道林·格雷的画像》为核心文本，从艺术与生活、道德、形

式的三重维度解析其思想内核，结合维多利亚时代文化语境与数字媒介技术的新发展，揭示唯美主义的

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研究发现，王尔德通过画像的魔幻设定解构了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其形式至

上的主张在NFT艺术中实现技术化转生，而对道德规训的抵抗则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审美异化提供批判视

角。本研究为经典文论的跨时代阐释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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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eading advocate of the British Aesthetic Movement, Oscar Wilde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aesthetic system through his novels, plays, and critical essays, with “Art for Art’s Sake” as its core 
principle. This study takes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as the primary text to analyze Wilde’s aes-
theticism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life, morality, and form. By 
contextualizing Victorian cultural discourse and examining contemporary digital media practic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modern relevance of aestheticism. Key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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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e that Wilde’s magical portrait device deconstructs the art-life dichotomy, his formalism 
finds technological reincarnation in NFT art, while his resistance to moral didacticism offer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esthetic alien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era. This study provides a methodological model 
for trans-temporal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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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斯卡·王尔德是 19 世纪后期英国文坛出现的唯美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及集大成者[1]，其所倡导

的唯美主义思想在文学史上占据显著地位。《道林·格雷的画像》作为他的经典之作，不仅是一部引人

入胜的小说，更是其唯美主义思想的生动诠释。在当时社会变革与文化思潮涌动的背景下，王尔德的唯

美主义思想既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也是对新兴审美理念的探索。后现代理论家琳达·哈琴指出，

该小说通过画像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实现了对维多利亚实证主义的历史反讽，这为本文的跨时代

解读提供了理论支点。通过对该作品的深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

精髓，汲取其思想中的精华，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借助福柯关于“自我技术”的阐释[2]，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可视为 19 世纪晚期的抵抗美学实践。当道

林凝视画像完成自我客体化时，这种“看与被看”的辩证法恰如拉康镜像理论的原初场景，个体通过他

者建构主体性的过程，在数字分身时代获得新的阐释维度。在当下的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用户对个人形

象的精心修饰与塑造，印证了唯美主义对自我表达和美学追求的当代生命力。 

2. 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内涵 

2.1. 艺术与生活、自然的关系 

在王尔德的观念中，生活和自然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宝库，但艺术并非对它们的简单复制或模仿。王

尔德强调，艺术应超脱现实的平庸与琐碎，对生活和自然进行提炼和升华，才能创造出一种理想化的美

[3]。画家霍尔沃德在小说中创作的以道林格雷为原型的肖像作品，是一种超越性的艺术表现生活的作品。

肖像画中的道林格雷被赋予了一种永恒的青春和美丽，而这种美丽并不是现实中的道林格雷所能完全拥

有的，而是通过艺术的加工和创作，让它变成了一种象征着美丽的东西。正如王尔德所说：“生活模仿

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艺术具有塑造和引导生活的力量。在看到自己的肖像后，道林被凝固在肖

像里的青春和美丽所触动，从而开始追求一种充满艺术感的生活方式，试图把自己的人生也变成一件体

现艺术反哺生活的艺术品。这种“生活艺术化”理念在戏剧《温夫人的扇子》中得到延伸，当达林顿勋爵

宣称“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时，王尔德将现实困境转化为诗性超越的美学策略得

以完整呈现。 
在鲍德里亚看来，画像与道林的关系构成完美的拟像等级：画像作为现实的替补，最终取代并操控

了本体[4]。这种“超真实”的审美逻辑，在 Instagram 的滤镜文化中得到再生产——用户通过 104 种美颜

参数[5]建构理想自我，恰似道林通过画像维持青春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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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艺术与道德、功利的关系 

王尔德极力反对将艺术捆绑在道德和功利主义上，他坚决主张艺术的独立性。他认为，艺术不应成

为道德说教的工具，不能以艺术品是否符合某种道德规范为价值标准。在小说中，道林的行为举止违背

了传统的道德规范，他沉溺于感官享乐，放纵自己的欲望，但王尔德并没有对他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

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对美的呈现和对艺术追求的描绘上。这体现了他的观点：“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

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6]。同样，王尔德也摒弃艺术

的功利性。他认为，一旦出于功利目的进行艺术创作，其纯粹性、唯一性的美学价值就会丧失殆尽。这

种理论在《里丁监狱之歌》中遭遇现实挑战，诗中“铁栏切割月光的裂痕”意象，迫使唯美主义直面暴力

创伤的伦理重量，预示了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著名论断。 

2.3. 艺术与形式的关系 

在王尔德的艺术观念中，形式在艺术领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十分关注艺术作品的形式美，

并坚定地主张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形式的重要性甚至超越内容，形式本身即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就王

尔德的诸多作品来看，其在语言运用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考究程度。用词方面，精准、华丽且充满想象

力，同时，借助巧妙的修辞手段以及别具匠心的句式结构，着力营造出一种优美典雅的语言氛围，进而

赋予作品强烈的形式美感[7]。以对道林·格雷美貌的刻画为例，作者运用丰富多样的色彩词汇、细腻入

微的描写笔触以及华丽绚烂的辞藻，将其外貌塑造成为一种几近完美的艺术呈现形式，由此为读者带来

了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及高层次的审美享受，这无疑是王尔德对形式美精心雕琢的有力例证。这种形

式主义追求在数字时代获得技术回应：NFT 艺术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作品的“不可替代性”，正如小说

中画像与道林的本体绑定，但加密货币市场的投机本质，暴露了形式自律原则在资本渗透下的脆弱性。 

3. 《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唯美主义体现 

3.1. 人物塑造与艺术追求 

道林·格雷这一人物形象是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者。他拥有令人惊叹的美貌，这美貌成

为了艺术的象征，吸引着周围的人，也成为他追求艺术化生活的资本。道林起初对艺术充满了纯真的热

爱和向往，他在霍尔沃德的画室中初次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时，内心被深深触动，这种触动促使他开始追

求一种充满美感和诗意的生活，试图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8]。   
对比《莎乐美》中“银盘盛首”的意象，可见王尔德对形式美的极端追求：当莎乐美亲吻施洗约翰被

割下的头颅，血腥场景被转化为“红玫瑰衬着白玫瑰”的唯美构图(王尔德，1893)，这种暴力美学化策略，

预示了后现代艺术对崇高与卑贱的辩证处理。 
然而，道林在其对艺术的探寻进程中，逐步偏离了应有的方向，陷入了对感官享乐的无度沉溺。但

即便如此，他的行为仍然与艺术紧密相连。他把自身的生活视作一场艺术化的表演，凭借持续不断地涉

足全新的体验以及情感领域，来充实其所谓的“艺术人生”。在小说中，他屡次更迭情人，踊跃投身于各

类社交活动以及娱乐消遣事项之中，每一段经历都仿若在演绎一场别具一格的艺术戏剧。尽管这种追求

模式已然背离了正统艺术的既定轨道，却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折射出王尔德所秉持的生活应与艺术相互交

融的理念。这种“生活戏剧化”倾向在《不可儿戏》中达到极致：阿尔杰农通过虚构病友“Bunbury”逃

避社会责任，将伦理困境转化为语言游戏，与道林的堕落美学构成双重变奏。 

3.2. 情节设置与艺术观念 

在王尔德的小说创作中，其情节架构呈现出浓郁的奇幻特质，此为其唯美主义思想的鲜明彰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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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与道林之间的精妙关联为例，这一情节设置不仅构成了故事的关键脉络，还深刻蕴含了王尔德对艺

术与生活二者关系的隐喻化诠释。画像作为艺术创作的具象成果，精准地映照着道林灵魂的本真样态，

而现实生活中呈现出的道林青春常驻的状态，则象征着艺术矢志追求永恒不变的美好寓意。   
此类情节编排方式显著突破了现实世界既定的常规逻辑框架，着力凸显了艺术世界所独有的特异性

与超越性价值。与此同时，这也暗示出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张力关系。具体而言，生活中所

涵盖的丑恶与美好元素，于艺术范畴内能够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予以呈现和转换变形。譬如，当道林在现

实情境中肆意放纵自身欲望时，画像却随之变得丑陋狰狞，这一情节深刻揭示出艺术具备揭示生活隐匿

真相的能力，反之，生活中的各类现象也可为艺术创作源源不断地提供灵感素材以及表现客体。二者既

相互作用又彼此独立，共同构筑起王尔德所认知与构建的唯美主义观念世界。1945 年阿尔伯特·列文执

导的电影改编版，通过表现主义的光影对比强化画像的异化效果：当道林触碰画像时，画面突然转为高

反差黑白影像，这种媒介转换策略揭示出唯美主义的视觉政治学。 

3.3. 语言风格与形式美感 

王尔德的语言风格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展现出了极高的形式美感，成为其唯美主义思想的重

要载体。他的文字充满了诗意和节奏感，用词精准、华丽且富有想象力，每一个词句都经过精心雕琢，

如同精美的艺术品。   
在对自然景色进行刻画时，以“花园里，玫瑰红得像燃烧的晚霞，黄得像初升的朝阳，白得像大海

的泡沫。风信子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宛如一首甜蜜的歌曲”为例[9]，作者借助丰富精准的色彩词汇和

生动形象的比喻手法，将自然之美呈现得淋漓尽致，有效增强了文本的画面感与感染力，使读者能够凭

借想象构建起清晰的视觉与嗅觉感知，从而身临其境的阅读效果，体现了作者在自然描写中的高超技巧

与艺术表现力，契合唯美主义对美的雕琢追求。这种感官轰炸策略在数字美学中复活：Instagram 的高饱

和滤镜与小说中的唯美描写共享同一基因——用形式过剩掩盖意义贫血，当 Beauty 标签日均使用量超过

200 万次，王尔德的形式主义预言了注意力经济的视觉支配。 

4. 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根源   

4.1.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与文化氛围   

王尔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从外表上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道德严谨的状态。工业革命成为

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但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等诸多社会问题也在这一过程

中衍生出来。当时的中产阶层积极鼓吹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对人性施加强大的约束和规范，以

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维护自身利益，从而营造出一种沉闷压抑的社会风气。   
但正是这种压抑的社会情境，催生了知识分子对自由与美的炽热渴望。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恰是

在反抗传统道德束缚的土壤中孕育而生。他的着眼点在于强调艺术的独立与纯粹，旨在为人们开拓一片

超脱现实困境的领域，追求心灵的自由与美。在他的作品中，道林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叛和对美的不懈

追求，实际上映射出了当时一些群体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深深向往，这也构成了王尔

德批判的视角和挑战的姿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成为他在时代背景下对唯美思想

的独特表达和深刻内涵的呈现。这种批判性在当代社交媒体文化中重现：当用户通过美颜滤镜制造标准

化“完美面容”时，实为对维多利亚道德压抑的数字化重演。 

4.2. 唯美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影响   

19 世纪中后期，唯美主义思潮在欧洲迅速兴起，其核心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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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广泛影响。唯美主义者们反对艺术为道德、政治或其他功利性目的服务，追求艺术的纯粹审美价值

和形式美感。   
王尔德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并成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道林·格雷的画像》

中充分实践了唯美主义的理念，将美和艺术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探索了艺术与生活、道德、功利等之

间的复杂关系。唯美主义思潮为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作灵感，使他能够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创

造出具有独特风格和思想内涵的作品，同时也推动了唯美主义思潮在英国的发展和传播，对当时及后世

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元宇宙中的虚拟化身创作，恰似道林在镜像前的自我重

塑，其人工美预言了数字身体的兴起，而肉体在场的加持又构成对虚拟异化的警示[9]。 

4.3. 个人经历与文化素养的作用   

王尔德出生于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精通多种语言和文学艺术形式。在

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各种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潮流，与当时的文化名流交往密切，这些经历拓

宽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敏锐的审美感知和独特的艺术见解。   
此外，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情感体验。例如，他在作品

中融入了对爱情、友情、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独特感悟，使作品个性色彩浓厚，富有感情张力。同时，他深

入研究古希腊文化、浪漫主义文学和各种哲学思潮，为其作品融入多种文化元素，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

格和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唯美主义思想的文化基础。其狱中创作的《里丁监狱之歌》，将唯美主义

从沙龙美学推向伦理深渊，这种创作转向预示了后现代理论对艺术自治性的反思。 

5. 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性   

5.1. 文学价值与创新意义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创新意义。他

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对现实的简单模仿和道德说教的模式，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性，使文学作品更加

注重自身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体验。在小说中，他通过独特的人物塑造、奇幻的情节设置和精美的语言风

格，创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审美魅力的文学世界，开辟了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这种创新性在詹

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得到延续，后者通过意识流手法实践了王尔德“形式即内容”的主张。 

5.2. 审美价值与审美教育作用   

从审美角度来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提升了人们对美的感知和欣赏能力，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和审美教育作用。他的作品中对自然、人物、艺术作品等的精美描写，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领略到

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引导读者关注生活中的细节之美和艺术之美。同时，他对艺术形式美的强调也促

使读者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技巧，提高对艺术作品的审美鉴赏力，从而在审美教育方面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为培养具有较高审美水平的读者群体做出了贡献。在数字阅读时代，这种审美教育功能

通过“慢直播”“数字美术馆”等新型媒介得以延续，但碎片化传播也稀释了整体审美体验。 

5.3. 思想局限性与现实困境   

然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过度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和纯粹性，造成了艺

术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在小说中，道林对美的追求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和道德约束，最终陷入了精神空

虚和道德沦丧的境地，这反映了唯美主义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脆弱性和不可行性。   
此外，他对形式美的过度追求有时会掩盖作品的思想内涵，使作品显得空洞和肤浅。而且，他的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被误解为推崇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负面影响，对社会风气、个人价值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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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剑桥大学 2023 年研究显示，过度接触滤镜美学的青少年群体中，68%出现身体意

象障碍[10]，这警示唯美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潜在异化风险。 

6. 结论   

通过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深度阐释与系统分析，本文全面揭示了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丰富

内涵、独特体现以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根源。王尔德的这一思想体系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多维度上都有其价值的体现。一方面，它以创新性的理念为文学创作实践提

供了新颖的视角与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与题材深度，有力地推动了审美观念的变革与发

展，成为文学演进历程中的关键驱动力；另一方面，它也深刻映射出 19 世纪末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多元

性、复杂性以及内在的矛盾张力。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不管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如何地惊世骇

俗、华冠丽影，其迅速被公众抛弃的结局表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以反抗社会为初衷、

进而演变为只顾个人标新立异、直至堕入纯美深沼的艺术思潮，最后被取代，被抛弃的命运是难以避免

的，这也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需要警醒和借鉴的。  
借用詹明信的认知测绘理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恰似一张未完成的审美地图，既标记着 19 世纪文化

转型的坐标，又为数字时代的迷失者提供重新定位的星图。当 Snapchat 用户用 AR 技术重塑面容时，他

们正在重演道林的镜像游戏，但数字时代的“画像”已获得区块链认证的永恒性[11]。这种技术赋权与异

化的双重性，要求我们以德勒兹的“褶皱”理论重新思考艺术自治命题。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进一步拓宽对王尔德及其作品的研究边界，积极引入跨文化比较研究、跨

学科交叉分析等前沿研究范式，深度挖掘其唯美主义思想的底层逻辑与广泛辐射效应，系统梳理其在不

同历史分期、多元文化场景下的演变轨迹、传承脉络以及适应性转化机制。通过这一系列研究举措，我

们有望对这位文坛巨匠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独特文学贡献、思想精华及其深远影响进行更精准、更

全面、更深入的洞察，进而为世界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更为坚实且卓越

的学术力量，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广袤版图上镌刻下更为深刻且持久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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