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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会非常偶然，或许也非常必然，我认识了以色列霍伦理工学院的艺术与文化哲学教授齐安·亚
菲塔（Tsion Avital）。
通过电子邮件，我告诉他我对诸如“什么是艺术”、“艺术的起源”、“艺术与语言的关系”、“艺
术与文化和人性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深有兴趣，他立刻回复说，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出版了他的一本书
，相信我在该书当中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得到了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大体翻了一下这本书，我就决定把这书翻译出来，其时我还没有和可敬的商务印书馆签订任何合
同。
这是很冒险的；但是，我拿定了主意：即便此书的中文版没有问世的机会，我自娱自乐也是值得的。
　　翻译这么一本大书，第一稿仅仅花费了我四个多月，那当然是蜜月般的四个月，我每天都工作十
几小时。
翻译的过程，也是我和亚菲塔教授交流和讨论的过程。
在这四个月中，我们的电子邮件往来频繁；我拿定主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发生误解的机会。
亚菲塔教授警告过我第五章或许是很难理解的；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困难。
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对读者友好，行文异常清晰，逻辑相当严密，从来不故弄玄虚；作者的好友英译
者约翰·哈里斯（John G．Harries）显然忠实地传达了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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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章节不同，目的也不同。
上卷包含前四章，旨在强化读者对现代艺术创造了一种新艺术这一假说所持的怀疑态度，或者使他们
产生出这种态度。
这一卷，语言相当朴素；不怎么需要事先有艺术和哲学知识；理解它，常识足够了。
    下卷包括其余四章，意在解释为什么现代主义艺术不是艺术。
这比起单单指出现代主义艺术的缺陷来，要麻烦得无可估量，因此，从性质上说，这一卷的主题要比
上一卷难。
然而，在这里，太多的哲学和艺术背景也并不必要，如果读者习惯于这个或那个领域里的概念思维，
并且也有愿望和好奇心来理解为什么现代主义艺术不是艺术，这就足以理解呈现在这几章里的观念。
    在上卷中，第一章试图表明，现代主义中毫无限制的多元局面，仅仅在于掩盖这么一个事实：艺术
正遭受着艺术史上第一次范式危机的剧痛。
但是，因为这种危机在艺术中是第一次，本领域中大多数艺术史家和理论家，还不曾把这种情况认定
为一个范式危机。
不仅如此，那些在艺术市场和艺术机构里靠现代主义艺术混饭的人，已经不遗余力地为现代主义艺术
构造了一种形象，好像它就是正常的艺术。
但是，在生活中，所有这些人不可能总是自欺欺人，如今这种范式危机的症状也太多了，再也掩盖不
住了。
在一个艺术没有范式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当然就会把艺术还原为艺术的这个或那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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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于是，照片趋向于拥有高度的语义复杂性和句法复杂性，但它的抽象层次总是极度低下。
由于这个原因，留给摄影的主要功能，记录性质的多于艺术的和比喻性质的。
今日的摄影师们，拼命抓着摄影不撒手，把它当艺术，而不把它当记录工具，单凭直觉也能感到这一
让他们扫兴的真相。
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相当正确地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以便减少照片的细节量和清晰度，目的是把照片
变成关于物件的一个不怎么具体的图画呈现品。
把照片的细节减少一些，再把它搞得模糊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提升照片的抽象层次，把它提升
到一幅画的那种抽象层次上。
在画家们悉心于这种抽象长达四万年之久的今天，问题只是：摄影是否能为视觉艺术提供一种重要的
创新，或者说，摄影能不能为我们的文化贡献点东西。
　　在对概念抽象和图画抽象之间的比较做总结的时候，应该强调的是，西方文化为概念抽象层次的
上升所付出的代价真不算少。
概念思维的发展，就事物的本性而言，导致了对视觉思维的疏远；这种疏远，起码在开始的阶段，导
致了整体观的丧失，而整体观是视觉思维的特点。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概念思维怂恿片断性的思维，这东西的破坏性牵涉西方文化的许多领域。
与此同时，最近几十年中，概念思维和形式思维似乎达到了充分成熟的地步，这就允许向一种整体观
点和系统观点的复归；这种复归，在联结性的层次上，要比在视觉思维中可能的那种整体的、系统的
观点高得多。
这种变化的最清楚的迹象，一方面是学科间的、跨学科的以及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繁荣昌盛，以便
努力把知识统一在越来越抽象的共同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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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对非艺术》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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