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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当代”，已成时髦。
以至于当我们看到边做法事边打手机的喇嘛，用计算机清理当日拾荒成果的破烂王，从不知“当代”
是何物的“当代艺术大展”。
我们是不是该由衷地感叹“当代”概念的实用升值和精神贬值？
当然。
感叹之余还是做事为佳。
因为，好的艺术不产自感叹，更不产自白日梦。
辛勤劳作，日积月累，是任何时代都有效的艺术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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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动物问题上，他认为哲学——特别是笛卡尔哲学，反映了一种传统，即人与动物并非平等，
人占有支配地位。
德里达宣称“针对以往的哲学著作，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我所表达的切解构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均是
对他们普遍忽视动物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人与动物之区别的理解的否定。
”德里达的策略是以复数来称呼动物，因为用单数来称呼动物并不能涵盖所有非人类的生物。
他为了颠覆人与动物之间这种等级关系甚至提出“支持某些吃人肉的习俗”。
《主题互换》（金锋1996年）在一块破碎的铝制屏上，投放南美洲珍奇动物影片，而音箱传出来的却
是美国枪战片的声音。
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最终害及的还是人自身人也在生态之内，生态并不外在于人。
《检疫——所有食物都可能是有毒的》，这件作品试图将生态问题转化为人自身的问题：你在怀疑食
物有毒的时候，你怀疑的对象实际上不是食物，而是人。
每个人都可能是生态的破坏者，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怀疑的对象是不确定的，这是可怕的。
王广义担忧的是这种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将给个人内心深处造成的伤害，并最终反思所谓的“文明”
。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和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是密不可分的“今天谈到的种种霸权，如
逻各斯中心主义霸权和政治霸权，均与一种男性霸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解构的动机也总是与性别差异问题联系在一起，注意，不是某种差异，而是多种差异。
”为了强调性别差异问题的重要性，德里达甚至不惜违背解构的反中心特质，将它称为“研究的中心
问题”。
本土女性主义艺术的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女性复杂的手工性，去对抗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文化给
女性带来的角色限定。
贾方舟在总结中国女性艺术的特点时曾提到：“这种类似于编织、缝裰的语言，虽然不是普遍的存在
于女性艺术之中，但却是女性艺术中特有的现象。
”这特有现象亦由另一方面因素造就，岛子在评述林天苗的两件装置作品《缠的扩散》与《木箱与雪
花膏》时，曾委婉地指出这两件作品所构成的冲击力“概缘于本土艺术家对西方女权主义之文脉逻辑
的生疏所致”。
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其独特性亦在于除了针对男性中心主义，也反对西方女性中心主义。
林天苗表示“非常反感那种很极端的女权主义，那种极端的、永远一副紧张的、针锋相对的女权架势
，没有必要总摆出来⋯⋯”而德里达更进一步，在坚定支持女权运动的同时，又时刻警惕着对女权事
业的盲目跟从。
他担心女权斗争会以二元对立的逻辑重新造成一体化的霸权，而男性中心主义逻辑正是建构在这种基
础上“因此，我们既要站在妇女运动的一边，又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运动很可能会构成新的二元对立
，这种二元对立直是我们解构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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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艺术(2007年上半年):川音成都美术学院(第8辑)》取名“大艺术”并不是望文生义地对“艺术”论
大道小。
也不是将生动多元的艺术生态简单地用量度概念评说优劣，给出“大艺术”平台。
是想在健康人文的语境中，营造一块开放自在的学术田园。
川8音成都美术学院，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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