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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遭遇后现代祛魅之后，艺术就仿佛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艺术理论自然也变成了一种“
泛神论”。
从前那个雄心勃勃地想要改变生活的艺术，今天却拼命要把自己变成生活本身。
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人人皆为艺术家、一切皆为艺术的阶段的时候，
艺术问题却陷入了一种奇异而尴尬的境遇之中：一方面，它变成了一个谁都可以谈论的、开放的、简
单的和轻松的话题，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个更加专业、更加复杂和更加沉重的话题。
确实，当艺术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彻底的解放之后，艺术的研究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许，艺术在其民主化过程中，扩展得过快过猛了。
当艺术的疆域趋于无限时，艺术的自治力就必然丧失。
所以丹托、库斯比特等人说，艺术终结了，鲍德里亚也说：“因为有太多的艺术，所以艺术死了。
当艺术声称自己就是现实的时候，过多的现实令我沮丧，正如过多的艺术令我沮丧一样。
”①让任何一种东西速死的方法，莫过于让这一种东西无限繁殖，使之成为所谓的“一切”。
任何一种东西一旦成为“一切”，它就必然被“一切，，所终结。
如果我们的世界，一切都是审美的，审美必然终结；如同在我们的世界大家全变富人，富人就终结了
一样。
如果一切皆为艺术，岂不是意味着艺术的终结吗？
契诃夫曾经说过，口渴的时候，我们恨不得要喝干一条河，而真正喝的时候，却只能喝下几杯水。
当人们感觉一切皆为艺术的时候，其实就是契诃夫所说的我们在干渴至极而无水可喝之时的感觉。
换句话说，这只是一种被极度夸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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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建构新的艺术形态描述范畴及其结构，目的是为考察艺术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对艺术的历史
和现实作出更有意义的描述。
从艺术是对生存意义的揭示这一角度看，特别是从艺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来看，艺术形态学的描述就
带有阐释的意味，这种阐释既包括艺术何以如此，又包括艺术应该如何，因而，本书形态研究所追求
的，就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所谓的纯客观知识，而是有着某种责任和担当，有着某种价值判断和理想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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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也就是在十八世纪中叶，不只是美术之概念已经形成，关于这些艺术的理论也已建立起来，一
项关于美术之共同特征和究竟什么构成它们的本质的见解已被逐渐建立了起来。
巴托是将一切美术视为模仿性的艺术，并将它们的普遍理论建立在模仿之上的第一人。
我们这个时代所继承到的定义是，艺术乃是美的产物，另一种辅助性的定义则说，艺术模仿自然。
不过，这两者无一被证明真正是妥当的。
因此，这种情势促成了对新起而较佳之定义的探求。
艺术所属之种类从未遭人质疑：艺术乃是一种有意的人类活动。
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使得艺术有别于其他种类之有意的人类活动？
争论的重点在于其类差。
关于这个种差，这个本质，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其一，艺术之显著特征在于它产生美；其二，艺术之
显著特征在于它再现，或再造现实；其三，艺术之显著特征在于形式之创造；其四，艺术的显著特征
便是表现；其五，艺术的显著特征在于其产生美感经验；其六，艺术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产生激动。
此外还有卡西尔创立、朗格所精炼的定义：艺术确是形式的创造，但却是特殊的一类，是象征人类情
绪的形式，等等。
这诸种定义都包含真理的种子，并且，每一种都能引证某些艺术品或某些典型与趋势，以支持它的要
求，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种足以公平处理通常所谓艺术的全部领域。
毕竟被涵盖在“艺术”这个同一种名之下的物类不只是广泛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殊得令人难以置
信。
二十世纪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要想建立一种周全的“艺术”的定义，不只是非常困难，而且是
根本就不可能达成。
有些通用的名词抗拒以任何准确性去界定它的企图。
在这些名词的本性2_eo，它们所指示的对象在每一种情况之下，都按照它们被应用的实际状况，在一
个广泛的范围之中游移不定。
维特根斯坦是第一个认真考虑过此项观察结果的人，他说，充其量，这些被涉及的东西只是一种“家
族相似”。
这种被涉及的概念的范畴是“开放性的”。
长久以来，一切美学的基本概念都被贬黜到这种范畴之中。
如今许多人认为，传统美学是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的，错误之所在便是美学企图去界定艺术。
事实上，被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原是具有多重性格的。
艺术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国家和文化，采取不同的形式，它同时也满足不同的功能，它出乎不同的
动机并满足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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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梅庵，坐落在四牌楼东南大学校园的西北角，与喧闹的北京东路仅一墙之隔。
墙外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墙内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历经千年风霜、阅尽繁华与冷落的六朝松为这
一角平添了几分古远、厚重和安详。
四年前的春天，我来到这里，师从万书元先生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
又是一年春来时，我终于完成了学业，不知不觉间，四年光阴已经匆匆过去。
徜徉六朝松下，昔日情景历历在目。
在这里，我有幸聆听了张道一先生、奚传绩先生和艺术学院孙长初、于向东等诸位先生的教诲，在此
，谨向诸位先生表示我真诚的谢意。
四年间，在学业和生活上我遇到不少困惑和烦恼，导师万书元先生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充分的信任和
热情的帮助，先生的道德文章令我感念终身、受益无穷。
同学问的交流也使我获益匪浅。
汪洋、王拥军、钟福民、龙红、喻仲文、冯炜、顾春花、雷鑫、铁晓娜、苏金城⋯⋯如今他们大多已
完成学业，各奔前程，真诚祝愿我的同学事业兴旺、生活美满。
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
书中新见无多，离圆熟甚远，仅仅是我几年来研读艺术学理论的一些心得和思考现实艺术问题的一份
笔记。
阅读是心灵的交流，在此，谨向给予我启发的大多未曾谋面的文献作者表示我诚挚的感谢，同时，本
人不揣浅陋，以此求教于方家，并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选题曾被列为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广播电视大
学的鼎力资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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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缪斯的身影:面向艺术本身的艺术形态研究》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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