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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希那是韩国一位享有盛誉的绘本创作者，她的作品大多从审丑的角度出发，运用多元造型艺术形式，塑造“丑”的形象，

讲述有一定丑陋意向的现实故事，并回归童年本真，展现儿童力量，宣泄儿童情感，带给儿童别样的感官和精神体验。对我国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而言，审丑教育应进入当代儿童艺术教育的范畴，让儿童在“审丑”中感受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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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 of Ugliness Appreciation and Its Educational Value of Baek
Heena’s Picture Books

LIU Yu-hong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Maanshan 243041，China)

Abstract: Baek Heena is a well-known picture book creator in South Korea. Most of her works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gliness ap⁃
preciation，using multiple forms of plastic arts to create the image of ugliness and tell realistic stories with certain ugliness intention;
And those works usually go back to childhood，show children’s strength，express children’s feeling，bring children different sensory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As far as preschool children’s art education is concerned，ugliness appreciation education should come into
the category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s art education，so that children can feel the truth，the good and the beauty in ugliness appreci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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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的艺术教育习惯于给孩子打造

“真善美”的视观，却往往忽略“丑”这一元素。史

蒂芬·贝利认为，审丑是将“丑”作为一个审美对

象进行审美活动的；“丑”的含义之一是自然真实

地呈现、不加以修饰，是某种事实的真相，而这种

返璞归真的艺术表现更贴近儿童的审美需求。

身处社会文化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儿童，

他们不像理论家和艺术家一样具有专业素质，但

是，由于其经验的真实和生动，依然可以了解审

美的复杂性，甚至可能更加接近美的本源［1］。“丑”

作为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反而更接近儿童原始

的精神世界。儿童观的进步使我们愈发深刻地

认识到审丑能刺激感官，宣泄情感，对儿童具有

净化和陶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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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丑”的历史

追溯“审丑”历史的实质是探讨“丑”与“美”

的辩证关系。

（一）西方的“审丑”历史

1.“丑”是“美”的陪衬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获得相对独立的地

位，人们开始追求审美需要的满足，美成为艺术

创作的重要标准，关注于捕捉、表现和定义

美［2］75。丑意味着大小、形式和比例违背了美的原

则，因其带有天然的厌恶排斥感而被边缘化。时

至中世纪，受到宗教对审美标准的控制，艺术中

只许展现美，丑则被自然地与邪恶和恐惧关联起

来。简言之，丑是为了衬托美，美带来愉悦的感

受，而丑则带来痛感和不安。

2.“丑”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丑得以重现在艺术创作中，

重回人们的审美视野里。19世纪工业革命的伟

大成果混合着社会中日益尖锐的不和谐以及神

权的倒塌，艺术创作把丑放在非常重要的位

置。1853年，罗森克兰兹出版了西方艺术史上

第一本关于“丑”的著作——《丑的美学》，他指

出：“丑作为美的否定，必须是崇高的积极的倒

错，必须是悦人的积极的倒错，必须是单纯的美

的积极的倒错。”［3］348也就是说，丑是崇高的、悦

人的、单纯的、积极的，它独特的“性格”同样能

引起审美感受，而其性格就是现实的、内在的真

实。整个19世纪后期，具有先锋倾向和品位的

艺术家们都潜心专注于寻找“真实”的丑。此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层出不穷，丑取

代美，成为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的主要对象。

这一时期，丑占据绝对地位，在绘画领域对丑的

特殊兴趣更加明显，丑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学范

畴［4］2。

（二）我国的“审丑”历史

1.丑与美的渗透

在我国，对丑自古以来就有记载。上古时代

的龙凤图腾集美丑于一身，商朝时青铜器上的饕

餮纹将丑陋的饕餮形象与人类的伟大和善良形

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的祖先已经理解了美和丑

的辩证关系，强调美和丑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

而是可以互相协调的渗透关系。

2.丑与美的互相转化

美和丑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如，

汉代墓室壁画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呈现了形态扭

曲、夸张、怪诞的人、物等，表现出自然事物的拙

朴，显得“丑而不丑，趣味无穷”。

3.丑的意识形式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晚明时期的市民阶层

不断壮大，人的个体存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

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审丑来表达个人焦虑、失落、

压抑的情感。文人墨客通过追求丑而展现出对

奇特人格的追求，他们追捧拙朴、天真儿童般的

处世方式，讲究“奇”、“性灵”、“童心”这些带有个

人适性色彩的理念。

4.“丑”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

丑在现代社会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拓展，在美

学建构上出现绝无仅有的成熟特点。人们对事

物的感受更偏向“审丑”，不和谐与被压抑的因素

增多，而当下的“审丑”意识更符合时代的发展规

律以及人们的心理需求［4］11。

纵观中西方“审丑”历史，其实质都是传达真

性情和鲜明思想，艺术家关注人在精神层面的生

存，侧面反映当时社会民众的心理。人们通过审

丑来获得精神层面的疗愈，从而更加接近“美”。

二、白希那绘本的“审丑”艺术

白希那的绘本呈现出独特的“审丑”艺术。白

希那出生于1971年，是韩国著名的绘本创作者，

她先后学习教育学、动画制作，在女儿出生以后开

始专职从事绘本创作。2020年4月，她获得年度

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纪念奖。作为一位绘本创

作者，她为儿童创作绘本，在她的眼神中流露出孩

子般的天真，但她也“敏感，缺乏融通性”，自认为

“很难适应这个世界”。在一次采访中，她透露自

己深受抑郁症的困扰，成人世界复杂的人际关系

让她倍感疲惫，她总是像牢记“数学公式”一样记

住与人相处的模式。而绘本创作不仅是为儿童创

作读物，同时，也是创作者自身的心灵之旅，白希

那通过绘本给自己一个展现自己童年读过的故

事、记忆里父母的爱与支持的空间。

（一）以“丑”的形象审丑

艺术的审美价值有时候只能用丑的形象来

传递。 白希那描绘了一系列“丑”的形象，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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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敏感善良的内心体贴着儿童，由此形成了

其绘本的独特审丑特点——“丑萌”。她创作了

一系列生动的“丑萌”形象，向儿童展示了丑得可

爱的形象。“丑萌”在日文字典中定义为：“一般指

角色之类，虽然有恶心的外观，却又不知从何处

感受到可爱的感觉”［5］3。“丑”的厌离感与“萌”的

亲近，复杂的体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审丑与审

美的中间地带，从而流行开来［6］。

1.丑萌可爱的儿童

白希那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儿童的丑萌形象，

并贴合儿童的真实生活。《澡堂里的仙女》中，女

孩小志肚皮圆滚滚、头发上还绑着号码牌；在回

家后的晚上感冒发烧，额头变成了蓝绿色，鼻孔

里也流出长短不一的黄绿色鼻涕。而在《奇怪的

客人》中，千月露这个来自天上的小神仙，大大的

脑袋下是极小的身体，长长的袖子明显不合身，

连手也无法伸出来，在男孩给他吃了面包后，他

的肚子变得圆滚滚的，“放了一个大大的屁”。

2.浓妆艳抹的老奶奶

令人意外的是，白希那创作了较多的老奶奶

形象。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的衰老是无法抗拒

的，白希那真实地展现了老奶奶衰老的身体，但又

用浓妆艳抹凸显老奶奶的可爱。《我是狗》中的老

奶奶穿着碎花裙、一口黄牙、波浪卷头发，虽然年

纪大了，但是十分爱美，每次出门前都要搽口红；

《澡堂里的仙女》描绘了一位体态肥胖臃肿的老奶

奶，她的脸上布满皱纹，双眼肿胀嘴唇干瘪，老年

人特有的皮肤下垂高度还原了当今大多数奶奶们

的形象。老奶奶稀疏的头发梳成古代宫廷飞仙

鬓，又画着浓淡不一的妆，耳朵上带着漂亮的耳

环，又提醒我们老奶奶确实是一位“仙女”，原来她

就是和砍柴郎相爱的那位勇敢的仙女。

3.丑陋而又狼狈的父母

白希那绘本中的爸爸或妈妈都是平凡生活

中的父母，他们有高矮胖瘦美丑之分，白希那曾

说：“我希望创作的人偶从体型到神情能反映出

大多数妈妈的状态”。在《奇怪的妈妈》中，白希

那创作了一位“比澡堂仙女丑一万倍”的仙女妈

妈，她身材矮胖，脸色煞白，眉眼间距大，眉心和

脸颊都涂上大片腮红，牙齿稀松，头颈部戴满了

各种首饰。这样“丑”的形象甚至让昊昊感到害

怕，并且仙女妈妈厨艺不精，笨拙滑稽地为昊昊

做鸡蛋汤和煎荷包蛋。同样，昊昊的妈妈硕大的

臀部、下垂的胸部和突出的肚腩，也真实地展现

了一位因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孩子的“职场妈

妈”形象；而在《糖球》中，东东爸爸的黑框眼镜、

居家服、满嘴的青胡渣，形象描绘了中年男子的

不修边幅。同样，《云朵面包》里的爸爸似乎因熬

夜而上班迟到，他的黑框眼镜、肥大的身体、挤在

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公交车里的形象也很狼狈。

白希那将平凡的美丽心灵放到一个个相貌丑陋

或身份平庸的爸爸妈妈身上，体现的其实是对大

多数父母的关怀和在意。

4.憨态可掬的动物

动物是儿童最喜爱的形象之一，儿童认为动

物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情感。白希那的绘本描绘

了憨厚可爱的动物形象，赋予动物以人格化特

征。《我是狗》中的小狗珠珠因为吃了太多零食而

在床上拉屎的形象颇具喜剧意味；《昨天晚上》中

的善良的狐狸因为不忍心吃小动物而总是挨饿，

甚至瘦得连裤子都往下掉；而在《红豆粥婆婆》中

老虎的形象仅在最初出现时显得丑陋凶恶，再次

出现时带着傻笑，憨笨的表情露出可爱。

艺术作品中的“丑”形象，如果能够在内容上

体现出真或善，符合美的规律，那它便是美

的［7］。 在白希那的丑萌绘本中，丑陋的形象大胆

挑战了现代社会对形象的偏见，让儿童认识到丑

陋的形象并不意味着丑陋的行为，外表的丑并不

代表精神的丑，白希那真正做到了尽量不以外貌

来展现人物角色的优秀品质，并且不掩饰、不妥

协，在绘本中自始至终没有展现“由丑变美”的常

见的戏剧变化过程，做到了不为外在美而纠结，

引导儿童在阅读中学会欣赏和接纳他人。

（二）以多元造型艺术形式“审丑”

白希那的绘本强调通过丑得“真实”的人物

形象去迎合儿童的审美需要。阿斯特里德·林德

格伦纪念奖在评委会致辞中提出：“白希那对于

材料、样貌以及造型的精准感觉，使得她电影式

的图画作品，为那些关于孤独与团结的故事提供

了舞台”。白希那采用电影的方式为儿童讲故

事，她综合采用纸偶、传统泥塑、布艺、剪纸、绘

画、摄影、造型装置艺术等形式，为儿童创作了丑

得鲜明、夸张的视觉材料。史蒂芬.贝利认为：对

自然真实的忠实描摹，美和丑都是某种事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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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53。生理形态的丑及其暗含的厌恶排斥感并

不一定是令人厌憎或排斥的，实际情形可能与我

们设想的恰好相反［2］77。

《云朵面包》是白希那早期的绘本作品，主要

采用了剪纸和布艺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以半立体

的技法描绘了小猫一家的幸福生活，猫爸爸的胡

须采用细钢丝制作，猫爸爸手里的公文包由真皮

制作。猫爸爸的身体肥胖，他跑出家门的画面特

地采用了一个对页来呈现；《红豆粥婆婆》这个绘

本则描绘了一位住在山中的老婆婆形象，采用了

立体纸艺技法将老婆婆凸出的颧骨和干瘪的嘴巴

进行夸张地呈现，以衬托出老婆婆的苍老，预示着

弱小的老婆婆要想战胜凶猛的老虎需要很多人的

帮助。在绘本《昨天晚上》中，动物形象采用了布

艺技法，在绵羊毛中粘连的刀叉和鞋子、怀表等小

物件更真实地把一只憨态可掬的羊阿姨形象描绘

出来。而《糖球》《奇怪的妈妈》《奇怪的客人》《澡

堂里的仙女》《我是狗》等作品较多地运用泥塑的

形式，泥塑本身是立体的画，能够更加直观、形象

地展示人体的形态，如，凸出的眼睛、乌青的胡渣

等。尤其是《奇怪的妈妈》和《澡堂里的仙女》这两

个绘本都描绘了丑得特别的妈妈和奶奶形象，在

一个充满设计的时代里打破了对美的强制性观

念。白希那认为美化主人公的身体并没有必要，

“丑”化反而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绘本中的泥塑

人偶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演员或者人物，并且非

简单地呈现，而是得到了美的升华。

（三）以现实叙事“审丑”

19世纪中叶以后，人性的异化、世界的荒诞

成为了西方人世纪末的情感共识，艺术家源于现

实和心灵的感触进行创作，自然也要调整自己的

方向，拒绝生活的理想化和虚伪性。“美学的使命

并非是为文明的奇迹作注，而是深入地思考文明

给人类带来的后果。”［8］447“现代主义是现代人灵

魂的自我拯救……致力于展示和批判生活的丑，

并使形式合于展示和批判性目的。”［9］20世纪末，

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深感物质与精神、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对现实充满迷茫、怀疑甚至

悲观、绝望。于是艺术家们倾情于丑，借丑所激

起的不安和痛苦来宣泄情绪。在白希那的绘本

中，除了描绘丑萌的形象，也通过具有现实感的

叙事来描述生活中的焦虑、令人不安的情绪等。

《奇怪的妈妈》中，天上的仙女是一位不擅长厨艺

的妈妈，她做出来的汤味道怪怪的，“昊昊喝完热

汤，还是冷得全身发抖”，让人不禁对笨手笨脚的

仙女妈妈能否照顾好昊昊而产生怀疑；绘本《昨

天晚上》中，单亲爸爸兔子先生的家里有八个孩

子，尽管得了重感冒还要坚持上班养家，只得请

鸭奶奶来帮忙照顾孩子们。

也有的绘本集中表现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

负面影响，《月亮冰激凌》中，生活在同一栋楼的

居民因为难以忍受夏季的炎热而尽情地享受空

调带来的凉意，但超负荷用电导致停电，于是伴

随着一声“哎呀”，所有人都跑了出去；《昨天晚

上》中，狗夫妇仅仅因为丢了一只袜子而大声争

吵，反映了城市居民在快速的社会生活节奏中滋

生的暴躁情绪；《我是狗》中，五岁的男孩东东被

小狗珠珠嘲笑“人类小孩真懦弱，都已经五岁了，

还跑不稳”等，则是对被过度保护的孩子的动作

能力弱的暗示和讽刺。

三、白希那绘本的教育价值

（一）对儿童的教育价值

儿童是艺术家，毕加索用一生的时间向六岁

的幼童学习绘画，以六岁的幼童为师，从而创造出

伟大的艺术作品。可见，成人的艺术应当以儿童

的艺术为尺度，应当以童年的世界为家园。在白

希那的系列绘本中，无不体现着其对儿童的观照。

1.回归童年本真

白希那在绘本中描绘“丑”的人、物和世界，

丑的外貌给儿童以感官刺激，却在精神上引导儿

童释放情绪，白希那通过“丑”的形象讲述了美好

而温暖的故事，准确把握了儿童的心理特征，使

作品具有浓厚的儿童情趣。

叶朗曾说：“如果一个人只能鉴赏美而没有

能力鉴赏丑，那么这个人的审美感受能力就是残

缺不全的，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脆弱的’观

众。这种人的审美视野太狭窄，她看不到感性世

界的丰富多彩的面貌，因而也领悟不到历史和人

生的深一层意蕴。”［10］224审美是一个人在欣赏文艺

作品时，由艺术的美所引起的心理或情感上的波

动，“具有情感和想象力是审美的根本条件”，也

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审美能力或判断一

个人审美能力的高低，并不是以心智上的成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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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阅历的丰富为基础。儿童具有情感和想象

力，可以进行审美活动，而丑具有独立的审美意

义和美学价值。罗丹指出：“自然中认为是丑的，

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能显露它的‘性格’。”［9］当

然，儿童诞生于某个时代，经历着历史的发展，可

以积累并完成经验，就可以和艺术发生关系，儿

童对待“丑”的事物也会引起心理或情感上的波

动，也可以进行审丑的活动。

儿童对美或丑的事物的认知会受到成人过

度反应的影响，但情感模式是儿童最深层、最源

初的东西。儿童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有时并不能

清楚地表达喜欢该作品的原因，而只是觉得心里

喜欢，就在于艺术作品本身具有符合儿童的某种

心理结构的内容［11］。大多数父母在看到白希那

的绘本封面中“丑”的形象时，并不倾向于给儿童

购置这类图书，往往会因封面而放弃优秀的内

容，但在伴随儿童阅读的过程中却发现儿童并不

关注人物形象的“丑”，并不觉得仙女奶奶是个

“丑奶奶”，也没有很留意那些离她生活比较远的

澡堂环境，甚至没有太在意仙女奶奶的半神仙状

态，比如从脸盆里出现，帮小志摆脱感冒的痛

苦。孩子真正在意并一再询问的是：“仙女奶奶

的衣服去哪里了？”“‘小仙奶’太小了，不够喝！”

“小志到底哪里疼了？”从儿童的角度来看，他们

总是急于了解符号与现实的联系，认清里面有什

么？是什么？而不去注意吸引他兴趣的形象外

观特征的审美意义［12］40。

2.展现儿童力量

在白希那系列绘本的相关阅读评论中，大多数

家长提到，儿童第一次看到绘本中的人物形象时会

感到害怕，但阅读完故事内容，却常常爱不释手，似

乎白希那的绘本表现出特别的“魔力”，而这种魔力

就是白希那在其作品中对儿童力量的展现。

在绘本《澡堂里的仙女》中，小志的妈妈是一

个严厉的妈妈，她明令禁止小志去冷水池，还以接

受搓澡作为得到小酸奶的代价。后来，小志遇到

丑得可爱的老奶奶，看起来衰老、羸弱的老奶奶却

是一位有着法力的仙女，并且带领小志玩起了冷

水池里的游戏。在这里，似乎是小志的妈妈和仙

女奶奶在主导着故事的发展，但我们仔细分析会

发现，小志才是故事的主导者，她并没有顺从妈妈

的命令，而是在冷水池玩了很长时间，还用自己坚

强的意志忍受妈妈的“搓澡”，换来小酸奶送给仙

女奶奶。此时，小志作为儿童，是有力量的、是敢

于反抗的，也是敢于接受的，并且是能够帮助成人

的形象。而在绘本《奇怪的客人》中，千月露这个

来自天上的小神仙是一个任性的、爱发脾气的小

男孩，他一哭便带来雷电和大雨，他放的屁能把家

里的很多东西吹散，但是，故事中孤独的姐弟俩还

是无比期望他再次到访，因为千月露正是儿童力

量的展现，他给孤独在家的姐弟俩带来精神慰

藉。白希那正是通过儿童力量的展现让其绘本更

贴近儿童生活，满足儿童的成长需要。

3.宣泄儿童情感

绘本是图文合奏的艺术表达形式之一，之所

以受到儿童的喜爱，与其叙事性的特征密不可

分。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喜欢听故事，而绘本以

简单的叙事来表达深层的精神内涵，深深吸引着

儿童。在白希那的系列绘本中，综合运用多元造

型艺术形式塑造了具有视觉张力的人物形象和

空间艺术形象，不断刺激儿童的视觉，她电影式

的图画作品通过电影的语言，让镜头不断地变换

角度，让故事的视觉语言升腾跌宕，让每本书都

产生流动的艺术感。并且，白希那注重从儿童的

视角去讲述故事，让儿童在审丑中获得强烈的认

同感和喜悦之情，让压抑已久的内心得到释放和

宣泄。在绘本《糖球》中，白希那描绘了一个自卑

胆小、不敢主动交朋友的男孩东东，但是，在吃了

不同颜色的糖球之后，他先后听到了旧沙发的抱

怨、老狗珠珠的心声、不停唠叨的父亲的内心以

及非常想念却无法见到的奶奶的亲切问候，正是

这些人物、动物和事物给他以支持，让他有勇气

说出对于孩子来说最简单却又最难的一句话：

“可以和我一起玩吗？”而在绘本《奇怪的妈妈》

中，白希那塑造了一个孩子眼中并不完美的“奇

怪妈妈”，她有一张奇怪的脸，穿着奇怪的衣服，

笨拙地做饭，但这位并不“能干”的妈妈却给昊昊

最柔软的一片云，让昊昊孤单的心灵得到安慰，

让昊昊知道妈妈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妈妈的爱

一直都在。几乎在白希那的所有绘本中都有儿

童喜爱的食物：冰激凌、糖球、红豆粥、云朵面包、

小酸奶、棉花糖、蛋糕等，这些食物贯穿儿童的童

年。吃虽然是生活中一件平凡的事情，但是，隐

藏在食物中的温情带给儿童不一样的感受。对

12



总37卷 刘玉红：论白希那绘本的“审丑”艺术及其教育价值

于爱吃的儿童来说，欣赏绘本变成一件奇妙而又

享受的事情。

（二）对教师的教育价值

目前，在我国学前儿童艺术教育领域过多地

强调单纯的审美教育。《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强调，“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

重要形式”［13］，《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艺

术领域的目标中提出，“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

生活和艺术中的美”［14］，而忽视了儿童可能从审丑

中获得美学感受，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选择、提

炼“丑”。长期以来将审美教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的

观点，是以“美”作为艺术教育内核的艺术观的体

现。而美并不是艺术的最重要的目标，更加重要

的目标是一件艺术品刺激人们胜过以它的美来取

悦人们，这种撼动人心的效果大可由包括丑在内

之美以外的手段来达成［15］149。并且美学研究感性

认识，其研究范围也应包含“丑”这一类感性认识

问题，可以说，感性学意义下的美育应该包含审美

教育和审丑教育两个维度，但审丑教育却依然是

幼儿艺术教育的盲点，幼儿园艺术领域课程理念

在价值取向上走向审美单极化，教师的价值引导

与幼儿的自主建构呈现不统一性，幼儿在自主建

构中美丑兼审，而教师在价值引导上却只有审美

单极，往往导致幼儿审美经验的缺失和审美能力

的单薄。

白希那获得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纪念奖进

一步确立了其在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正

如该奖项的评委会致辞中所说：“白希那的作品

是通向奇妙世界的大门：感性、迷人并且敏锐。”

白希那的绘本直面真实的社会和生活，对儿童承

受压力和痛苦等能力的培养上、对现实的包容和

批判等人文精神的培植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

值。儿童艺术教育无论是从审美还是审丑的角

度去表现，艺术家无非都是渴望培养具有善感的

心灵，因而儿童绘本资源的编选应树立包容意

识，引导幼儿在与绘本的互动中体验生命的美丽

与丰富，构建直面现实、主动发展的人生观。

另外，幼儿教师应具备敏锐的审视能力，提

高审丑能力，提高辨丑意识，影响儿童从丑的外

在中去发现真善美，并且，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环

境中，教师还应引导儿童对精神上的美丑形成一

个标准。尽管人类对美丑的认识带有一定的主

观性，且每个民族对美丑的看法不尽相同，然而，

对于人性的丑陋以及影响社会和谐的丑陋现象，

各民族有一些共同的“普适”认同。

诚然，艺术“丑”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适合

于艺术的变化表现，但并不意味着丑就成了美。

本质上来说，艺术“丑”仍然带给人不安和厌恶，

与人类享乐、舒适的天性相悖。而白希那的绘本

减弱了人们对丑的形象的厌恶感，使艺术“丑”更

容易被接受，更具有通俗性，更好地实现了艺术

“丑”的审美价值。综上，无论是从审美还是审丑

的角度去表现艺术，艺术家无非都是希望社会现

实、人类生活更符合人类渴望、期待的理想状态，

都必然具备正直、真诚、善良的心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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