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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汉语当代学术正在从吸纳融汇欧美学术思想和华夏古典传统转向一个创造性的时期。
这种品质在广义的艺术领域里尤为突显。
为推进对当代艺术的学术思想研究，我们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决定出版“人文艺术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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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典汉译五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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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论丛由汉语学界的人文学者、艺术家共同承担编辑任务，同时邀请海内外资深学人、批评家共同参
与。
愿本论丛的问世，能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个体性向度与人类性向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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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艺术（第8辑）》分典范图式、图像中国、艺术问题、深度批评、边缘艺术五部分，具体
内容包括：范勃艺术作品、走向对世界图景的整全书写、陈海艺术作品、罗奇艺术作品、先锋艺术的
异化与回转、论蒂利希文化神学中的生存论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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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查常平，男，笔名西美正，1966年生，重庆长寿人。
博士，著名批评家、人文学者。
1987年在四川大学、1990年在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日语、美学、基督教，获得
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学术方向为艺术评论、历史逻辑、圣经研究。
出版《日本历史的逻辑》、《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主持翻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
成世界的观念》等，主编《人文艺术》论丛5辑，现供职于四川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
人生定向：以信仰为基业、以学问为志业、以批评为事业、以教师为职业、以翻译为副业。
学术方向：艺术评论、历史逻辑、圣经研究、日本文化。
学术理念：以原创性的逻辑历史学阐释人类历史的逻辑，奠立汉语人文学术发展的内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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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艺术历程／典范图式范勃艺术作品走向对世界图景的整全书写／查常平风景人体化与人体风景化——
对陈海油画风景和人体的双重诠释／杨小彦陈海艺术作品俗世社会与世俗历史中的图像追思／西美正
陈克艺术作品艺术历程／图像中国罗奇艺术作品赵峥嵘艺术作品罗奇和赵峥嵘的相遇：软现实主义绘
画的可能性／夏可君不反抗的反抗——关于软现实主义／罗奇软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伍方斐艺术
的第三种道路／赵峥嵘艺术的新媒体／金江波“否定性”镜头与金江波的《经济大撤退》／王南溟金
江波艺术作品岛子艺术作品岛子的“圣水墨”——圣秘的灵语／可君文化评论／艺术问题先锋艺术的
异化与回转／尹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消费主义文化／杜曦云消费主义作品选／魏光庆等民族主义、本
质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盛葳在观念与制度之间：身体控制与公共政治——以中国现当代绘画为中
心(1978-2000)／黄宗贤鲁明军形上言述／深度批评“内在批评”中的生命救赎／李菡论蒂利希文化神
学中的生存论建构／宣庆坤物与艺术／成穷学典汉译／边缘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爱德华／露西-史密斯
编者后记约稿启事《人文艺术》专递指南(199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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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在赵峥嵘的作品上，感受到了生命的内在悖论：欲望的流泻之后是虚软，但是欲望的爆发
依然还很强烈；我们的生命都很憋闷，但是欲望之光如何带来自由的呼吸？
如果艺术只有深人混沌才可能重新开始，但是，在混沌之中，我们会被混沌所吞没，无论这混沌的力
量是欲望还是死亡。
我们在赵峥嵘名为《简单生活》的系列作品上，看到画面黏糊糊的、脏兮兮的，我们无法进入画面，
画面似乎还在拒绝我们的阅读，而且几乎4米高的画框，还是黑色为主，带给观众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
但是，在灰黑厚重的色彩之间，有一股股隐秘的光透露其间。
这是在生命的混沌之中，画家为我们发现的光！
赵峥嵘的绘画，启发了我们去思考中国架上绘画本体语言之新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了时代的基本情调是郁闷，是虚软，是气息的堵塞，我们已经被带人欲望的混沌
之中，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进入这混沌，并且打开新的生命表达空间？
如果传统艺术是以气象和氤氲之气来呈现混沌的力量，现在，这气场已经衰败，气息已经处于堵塞之
中，如何可以单单凭气韵生动起来？
任何简单地回到传统再现传统都是想当然的。
因此，迫切需要绘画打开一个新的生命空间，在那里，生命可以自由地呼吸，这需要形成新的看视方
式，伴随对新的技法的发现，需要接纳西方的“光”，西方文化都是从混沌中破解出“光”，西方的
油画最为体现了“光”所澄明起来的空间——还是虚构的空间，因此，如何让“气”与“光”结合，
成为绘画语言本体上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如何在混沌之中，让流动的“气”与爆裂的“光”一起运作，从而产生新的绘画语言？
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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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雪灾、地震之类自然灾害面前，在矿难、车祸之类社会事件面前，任何物质主义的承诺、肉身主义
的应许、科学主义的展望，除了能够表明汉语思想在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在个人生活的灵魂方面、
在历史生活的人文方面的匮乏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因为，仅仅有物质的丰富、肉身的富足、技术的进步，并不构成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任何英雄主义
的庆典、乐感传统的欢呼、体育神话的制造，除了能够表明汉语族群在自然观、苦难观、人生观上的
心理假熟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因为，人类从未征服过自然灾害（有接连不断的天灾为证），除非学习敬畏自然的功课；华人从来不
曾避免社会苦难（有频频发生的人祸为证），除非建立敬重生者的制度；汉人从未获得身体的强健（
有遍布街头的药店为证），除非实现以身、心、灵为内容的全人教育理想。
如果人类还有第三个千年的日子，如果华人在那时具备足够成熟的心智来反思我们在第二个千年之交
的所作所为，反省我们今人对自己生命的迷惘、对他人生活的冷漠、对自然生态的肆虐的态度，反省
我们怎样把尸骨未寒的手足同胞留在大地的表层、怎样用铁丝一般的材料浇铸的学校把我们朋友的孩
子亲手送入坟茔、怎样在一个现代文明兴起的时代把儿童当作矿奴来蹂躏、怎样在另一场群众性的欢
乐中迅速忘记昨天的苦难、艰难、不义，那么，他们一定会像楚国的屈原那样问天而无语，像《旧约
》的约伯那样问神而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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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文艺术(第8辑)》是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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