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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丛强调艺术研究在深度上的人文性和广度上的历史性，倡导以人文价值关怀为指向的、对中国当
代艺术的个别形态及整体现象作严谨的学术追思，阐明艺术所置身的广阔文化背景，促成学术界与艺
术界在思想层面上和精神层面上的交通。
　　《人文艺术》常设艺术研究、艺术历程、文化评论、形上言述、学典汊译五个栏目。
“艺术研究”着重刊登以当代人文学术思想为参照探究艺术的人文性的纯粹学术论文。
“艺术历程”为艺术家内在人文精神的表达，因而发表个别艺术形态艺术家的作品、札记、随想。
“文化评论”把艺术的人文性探究根植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对其中的文化思潮、文化学典及文化
人展开深度的非意识形态化、非情绪化的评论。
“形上言述”阐发作为当代人文学术根基的形上之必要性、可能性及方式等，在汉语学术中进一步注
入纯粹超验的维度。
“学典汉译”选刊汉语学界外的关于艺术及其人文学科的经典作品，以拓展汉语人文学术思想的横向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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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因为灵魂或绝对实体具有如上性质，所以尽管各项二元对立都曾遭到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怀疑
，但在始源的层面上，他们始终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成立的。
不过，正如《巴门尼得篇》所最终证明的那样，前述二元对立的论断最终是无法证明的，那么，绝对
的本质同一性、从不在场的价值的始源、纯全的美和善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书写进可朽的、
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凡人的心灵的呢？
——解构的建树性就恰恰表现在此处：　　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虚假的，尽管意
义的踪迹由差异和差异的差异构成，但世界的原初起源仍然是可能的。
这一可能性就是：在意义这一绝对的他者、书写者与书写的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反复
。
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意义如何能一再地自我显现并与意义的领会者一再地照面？
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任何单个的书写行为如何可能被书写的接受者认可为书写行为？
因此，如果存在着边界，那么任何边界都不发生在灵魂／肉体、神圣／凡俗、不朽／可朽、理智／情
感、统一／分解、单一／复杂、善／恶、回忆／想起、言说／书写等等的“二元对立”之处，而只能
发生在“绝对实体”自身之中，意义的重复显现本身之中。
因而，所谓世界的原初起源，所谓存在的普全意义，就只能存在于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交互领会
的时刻。
不仅如此，连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自身也只能存在于彼此的交互发生之中。
如是，所谓柏拉图文本的署名难题就得到了裁决；当代社会文本隐秘的构织原理和游戏规则也有了解
读的可能。
　　然而，如果说意义的绝对始源本身是交互发生的，如果书写本质上具有一种话语间性沟通式的处
境，如何才能判定当代书写的有效性呢？
在当代现实中，苏格拉底和德里达所梦想的那种写作是否还具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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