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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斯洛文尼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科研中心哲学所学术所长，卢布尔雅那大学美学教授，普力摩斯卡大学
人文学院文化研究系主任。
他曾是斯洛文尼亚美学学会的首任会长(1984—1999)，国际美学协会会长(1998—2001)。
他的著作包括《美学、艺术与意识形态》(1983)、《美学与认识论》(1984)、《意识形态与现代主义艺
术》(1988和1991)、《20世纪80年代的斯洛文尼亚文化艺术》(合著，1991)、《美学与批评理论
》(1995)、《图像时代》(1996和2002)、《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状态》2003)、《爱在最后一瞥：前
卫、美学与艺术终结》(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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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就是我想要指出的第一点：在审美或认知魅力的初级阶段，文化背景就是形成我们的倾向性的原因
。
——而且，我找不到其他与过去或遥远的事物相关联的原因。
在场当然不能与这些事物当前用途画等号。
它更大的作用在于，这些用途还可能发生转换。
如果你认为某些特别的文化物品属于那个不可能重现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看法将成为你当前观点的
一部分，而这代表的正是你更真实的观点——比你周围的人认为该物品是在文化沙漠中发现的标准观
点更为真实。
那么，正是这个看法（你自己还无法及时清楚表述）是你当前的世界观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关键
的部分。
在对在场的论述过程中，我就更怀疑那些一方面称颂传统事物，另一方面却显然并不吸取传统的任何
营养、甚至传统对他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化观点。
有时我看到对历史模式的强力推荐，而该历史模式却丝毫不影响推荐者——比如他的陈述方式。
主题与态度形成明显反差，甚至彼此矛盾。
我认为这是一种学术的（或历史的）病变。
b.魅力不是文化内的，而是跨文化的我要指出的第二点是，与吸引力与魅力现象相关的一个事实是，
伟大的作品或理念，其吸引力与魅力显然不会只局限在一种特定文化内，比如其来源的文化。
它们拥有跨文化的吸引力与魅力。
基本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尽管在当今它似乎被忽略了。
因为在现代性中，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事物都是严格局限在其文化之内的。
我们的所有经验与认识都是由文化框架决定，由此也受文化框架的限制。
这就是当今在人文与文化研究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对论、语境论与文化多元论背后的典型现代公
理——抑或教条。
但根据这一公理，我们在理论上就完全忽视了伟大作品或观念明显不受文化约束的跨文化潜力。
①我们这个研讨会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意识到这种观点的目光短浅，并想办法来克服它。
如果我们不是被那些异己文化的艺术或美学观念所吸引，我们今天也不会聚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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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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