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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从2002
年到现在所写的关于策展实践的学术论文的合集，这些文章曾发表在国内外各种学术性刊物上。
该书论述了视觉文化研究、当代艺术研究以及策展实践。
策展对于作者来说，不只是表述或再现方式，而且是一种塑造现实的力量。
他认为艺术家只是一个社会位置，而策展人不过是个媒介。
通过这个媒介，我们将获得一种目光，这种目光可以穿透艺术作品的拜物教，穿透艺术创造的个人主
义神话，穿透艺术—价值—资本的社会交往系统，进入到这种被名之为“艺术”的心灵的社会运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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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展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视觉文化、
当代艺术以及策展实践。
近年来，他参与策划了许多大型学术性展览，包括“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的迁徙与地缘政治”系列
研究计划（2002—2004）、“影像生存：第五届上海双年展”（2004）等，并还担任了“巡回排演：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2010）、“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三届广州三年展”（2008）、
“影子的炼金术：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2007）等国际大展的策展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动的书>>

书籍目录

2002—2003?地之缘
亚洲谜结—— 一种非西方的经验与表述
全球化，一条不断延伸的地平线—— 中国当代艺术的境遇与文化抉择
附：地之缘主题框架?—— 亚洲当代艺术的迁徙与地缘政治
2004　影像生存：可视者的技术
影像—现场：2004上海双年展的构造与叙事
新媒体时代的视觉与表述制度
影子的炼金术—— 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问题视域
2005　显微学
显微学—— 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
从历史经验到生活世界—— 论当代艺术的“社会参与”和“作者问题”
复数的政治—— 对吴山专的意识形态解读
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结构—— 吴山专、托斯朵蒂尔的物权及其他
2006　黄盒子：没有展览的时代
黄盒子?青浦：中国空间里的当代艺术
山水之危机
书是书非—— 关于现代书法的札记
2007—2008　与后殖民说再见
“后殖民之后”的观察和预感
即将到来的历史—— 论“本土”的拆解与重建
2009—2010?排演
何谓“排演”？
——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策展思考
排演的政治—— 关于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对话、通信与札记
在路上：“胡志明小道”万象讨论会
甜蜜的60年代：运动与空间
我从“印中对话”中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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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早在1992年冷战结束之初，身为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划的奥利瓦就提出了“过
渡的国家性”或“超国家性”（Trans—nationality）作为其策展口号。
在那次艺术盛会上，各国家馆纷纷邀请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参展，德国馆邀请了韩国艺术家，美国也邀
请了法国艺术家⋯⋯奥利瓦兴奋地将此状况描述为“新国际主义”。
而在1999年，现任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艺术指导的非裔策划奥克维更明确地以“全球化”和“地缘性
”取代了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概念。
在2000年的第五届里昂双年展中，这一表述得到进一步强调，其主题“分享异国情调”展示了在一个
全球化的时代里异国情调的日常性和交互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超国家性”和“身份政治”，正像两把互为递进的锋利的剃刀，肢解
着传统的“地域一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国家观念，组构着上述全球化的两重性对国际艺坛的强烈影响
。
 然而，在西方国家正成为日益显著的事实的这种“全球化”，在广大非西方国家却面临着某种艰巨的
话语转换。
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因长期追求现代性的努力而发生了普遍的断裂，各国的现代化都经历
了不同程度的西方化的阶段而产生强烈的认同危机。
在西方话语有意识地引导和展露国家、民族认同的模糊感并使之呈现为可以分享的异国风情之时，认
同危机在非西方国家却成为一道尖锐的刺痛，一道关于文化根源性的深刻而长期的刺痛。
另一方面，全球化这个西方话语又在非西方知识界的眼中具有一种反西方的象征意义。
于是，接纳这一独特的西方话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反对西方的过程，依然从属于后殖民国家现
代化进程中那种自相矛盾的“反西方的西化”现象。
这种全球化氛围中抵御着的现代性必定难逃身份政治的阴影。
作为对一体化的全球化的抵抗，它往往皈依于全球主义诱发的种种本土化倾向。
而这种本土化倾向并未像西方那样成为消解“民族一国家”这一传统政治模式的药方，相反，它往往
成为民族主义的强烈兴奋剂。
 事实证明，作为西方“解国家化”话语的“全球主义”，在非西方语境中往往表现为以“民族一国家
”为其载体的本土化运动。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充满着身份政治色彩的那一部分，扮演了一个又一个西方的他者形象
。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主义是西方现代性自我反叛机制继“他者”策略后的最新表现形式。
针对中国艺术而论，引起慎思和警觉之处至少有二：其一，在“全球概念”与“文化多元”的旗帜下
，不加批判地弘扬差异，并由此建构起一个片面的他者形象以充实一个“全球化的文化想象”。
在这种危险的话语实践中，“他者”自己解构了“他者”的形象，多元已不成其为文化根源意义上的
多元。
其二，由于头脑中往往存在着一个他者的建构机制，西方策划人在面对非西方艺术作品时，往往进行
着一种文化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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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编辑推荐：策展对于作者来说，不只是表述或再现，而且还是一种塑形方
式，是一种直接在历史暗房中进行的实践性写作。
艺术是可以并且能够改变生活的，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回馈我们不同的生活经验。
艺术家的内部有个策展人，策展人的内部也有个艺术家，他们共谋合作，也互相抵抗战斗，但二者都
被艺术所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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