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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格林伯格是美国20世纪重要的美术批评家之一，其批评主要涉及现代绘画与雕塑领域。
对于格林伯格而言，形式主义批评不仅是分析和梳理西方现代艺术发展与流变的方法，而且其中还潜
藏着他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性反思。
格林伯格是一个论战型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与美国特定时期的前卫艺术运动，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的
发展密切相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他的批评理论也是在与其他批评家的交锋与论战中日趋完善的。
    格林伯格从提出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到完善自身的现代主义理论，在时间上大约有三十多年的跨度
。
直到1960年，他才日在形式主义——现代主义之上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即将形式主义批评与西方
现代艺术的发展结合起来，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系统地阐释了现代主义绘画的“自我批判”
（self．criticism）与“形式简化”原则。
    20世纪60年代伊始，随着美国极少主义、波普艺术、欧普艺术等新艺术的相继出现，格林伯格所倡
导的形式主义批评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早期极少主义的发展是符合格林伯格主张的“形式
简化”原则的；但另一方面，当斯特拉提出“你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贾德主张“明确对象”
（specitic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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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桂彦，中央荚院美术学博十，中国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现任教于四川美院美术学系，主要从事中
国当代艺术、两方现代艺术批评与当代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

    编著
    《1976—2006：“四川画派”批评文集》（占林美术出版社，20074：）
    《传承与超越：197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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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虽然罗森伯格并不认同“新”与激进政治之间具有联系，但作为一种艺术价值，“新”已经在
美国前卫艺术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不过，格林伯格也同样主张“创新”，但就“新”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来说，两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
冲突的。
格林伯格强调的“新”是在一个“规范”的前提下，按照绘画的“形式简化”原则层层推进，其结果
的“新”最终与传统是密切维系在一起的：而罗森伯格的“新”却与传统完全断裂，“新”（New）
即意味着艺术家的彻底反叛。
格林伯格之所以不认同罗森伯格的观点，就在于，如果按照罗氏的理论，现代绘画就将丧失自身的传
统，变得毫无意义，而艺术家在片面求“新”的过程中，最终会走向虚无主义。
所以，格林伯格坚定的认为：我们时代真正的艺术并不像连续性断裂的观点所说的那样。
艺术像其它事物一样，都有自身的连续性，如果没有这种连续性，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没有艺术的过去，如果不需要也不强制保留以往艺术杰出性的标准，那么，像现代主义这样的事
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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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对我而言，要完成“形式主义批评的终结”这篇论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需要深入地梳理形式主义批评的发展与流变，注意内部的学理变化；另一方面还需要将其与具
体的艺术运动、艺术思潮结合起来，譬如如何处理形式主义批评与抽象表现主义、极少主义的关系等
等。
如果没有我的导师易英先生地悉心指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从选题到写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先生都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易英老师曾说：“岁月悠悠，学生是生命的见证。
”能成为先生“桃李”中的一员是我一生的荣幸。
在中央美院求学的日子里，我得到了许多老师、同学、朋友的帮助。
感谢过去三年中的各位授课老师：邵大箴老师、王宏建老师、薛永年老师、郑岩老师、李建群老师、
贺西林老师、李军老师、殷双喜老师、邹跃进老师，是他们的教导与智慧把我引向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感谢《世界美术》编辑部的各位老师：张海波、陈剑雄、鹿镭、张鹏、林卫宁、初枢昊、王刚，感
谢他们在学习与生活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感谢曾给予我帮助的王林老师、高名潞老师、朱青生老师、
沈语冰老师、贾方舟老师、彭峰老师、冀少峰老师；感谢师兄王春辰、丁亚雷给我的帮助；感谢杨冰
莹、赵兴、梁舒涵、晏燕等同学给我的支持；感谢杨方杰、陈漫兮、范荃荃，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本书是不能如期付梓的；最后，感谢我的夫人姜影一直以来对我的理解与鼓励。
有必要提及的是，本书的部分引文曾参考过张坚先生、周宪先生、连德诚先生（台湾）、张心龙先生
（台湾）的译文，在此一并向四位学者致谢。
当然，不管是作为基础性研究，还是专题讨论，形式主义批评都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因此在材料的选
择方面多少有所遗漏，这难免造成本书中的部分结论需要进行重新的检视与讨论，敬请读者与专家给
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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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式主义批评的终结》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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