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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英格雷斯为静止提出秩序，我则宁愿为运动提出秩序。
　　——克利　　一部作品中的形式关系和多部作品之间的形式关系构成秩序，构成宇宙的隐喻。
　　——福西隆　　这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是因1958年第7届国际哲学大会公报(题目是《开放的作品问
题》)而写。
后来以《开放的作品》为名于1962年出版。
在那一版中还附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论述乔伊斯的艺术理论的发展，他的艺术理论已经是在作品结构
上探索这样一种艺术发展的个人努力，在这种艺术发展中，开放的作品的方案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
这是一种文化努力，是在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是两种道义和哲学世界的死亡与诞生。
这篇文章现在单独出版了，是同一丛书中的一种，书名为《乔伊斯的艺术理论》。
因此，现在这本书就只剩下了那些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讨论的文章，这些文章编为独立的一本书。
但是，在这本书中又加入一篇长文(即《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一文)，这篇文章原来登在《梅那
波》第5期，发表于《开放的作品》出版后不多几个月——因此是在同一种讨论和研究的气氛中写出
的文章。
这是一篇在《开放的作品》中找到合适位置的文章，因为像这本书中的其他文章一样，它也在意大利
引起了反对和争议。
今天，这些反对和争议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文章年岁已老，而且也因为意大利
的文化已经更加年轻。
　　如果我们必须综合一下这些研究对象的话，我们就应该运用已经被很多当代美学所承认的一种观
念：艺术作品是一种从根本上说含糊的信息，是在一个语音之下共存的多元的语义。
每一部艺术作品都处于这样的条件之下，这正是我们在第二部分《诗的语言的分析》中所要探讨的问
题，但是，第一部分和随后的文章的议题则是，这样的含糊性——在当代的艺术理论中——已经成了
作品的一个明确目标，已经成了一种需要优先于其他价值而实现的价值，从其特殊的方式来看，我们
似乎应该运用信息理论向我们提供的手段来对之进行研究。
　　另外，为了实现这些价值，当代艺术家们常常模仿非形象性、无序、偶然性、结果的不确定性这
样一些榜样，人们也想提出“形式”与“开放性”的辩证关系这一问题，即确定一些界限，在这些界
限之内一部作品可以实现最大的含糊性，可以由消费者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作品仍然不会不是“作品
”。
这里说的“作品”是有自己确定的结构特性的客体，这样的特性容许并协调演绎的多样性及其前景的
变化。
　　然而，为了弄清当代艺术理论所希望的含糊性的性质，这些文章必须面对这一研究所涉及的第二
个前景，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第二个前景具有首要意义，这就是，要设法弄清艺术家们的行动计划如何
呈现出与当代科学研究范围内确定的行动计划的类似之处。
换句话说就是，要设法弄清作品的某些概念是如何同科学、心理学或当代逻辑学的方法相一致，或者
在其明确的相互关联之下而产生的。
　　在介绍这本书的第一版时，当时认为，应当将这一问题综合为一系列的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公式。
当时写道：“这些探讨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艺术和艺术家(他们所代表的形式结构和诗学计划)面对偶
然情况、不确定性、可能性、含糊性、多元价值所做出的反应⋯⋯总的来说这是对当代艺术同各种无
序打交道的各个时期的情况的研究。
这不是盲目的、不可救药的无序状况，不是对任何有序可能性将上一军，而是现代文化向我们表明的
存在很多可能性的无序状态：这是传统秩序的破裂，西方人认为这种秩序是不变的、确定的，是同世
界的客观结构相一致的⋯⋯现在，由于这一概念在长时间的有问题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融化于方法学的
怀疑、历史辩证法的确立和不确定性、统计或然性、临时性和变化性的模式的可能性之中，所以艺术
只能接受这种状况，只能努力——作为它的职责——给这种状况以形式。
”　　但是必须承认，这里涉及的是不同领域的关系，是活动疗式的相似性，在这样一些微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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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尽管已经十分谨慎，一种涉及隐喻的论述仍然会有被认为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的危险。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更深刻、更严格地确认以下几点：一、我们的研究范围是什么；二、开放的作
品的价值是什么：三、谈论“开放作品的结构”，以这一结构同其他文化现象的结构进行对比意味着
什么；四、最后，这样的研究应该到此为止还是进一步的联系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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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音体系音乐、乔伊斯、试验文学、非形象绘画、运动艺术、电视直播的时间结构、新小说派以及
安东尼奥尼和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信息理论在美学上的运用，由这一系列的不同观点诞生了一种对当
代艺术的观点以及对它提出的认知模式的观点，将之作为“认识论的隐喻”提出来，这将独立地进展
为对世界的定义，很像新的科学方法确立的定义。
这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后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年，成为走向非传统的
“人文学”的美学起点，这是建立在评论―哲学议题和科学议题紧密结合―基础上的美学。
《开放的作品》至今仍然是就语言技术和20世纪先锋派艺术的思想意识作用进行的讨论所依据的坐标
，这里所说的先锋派艺术既包括“历史的”先锋派，也包括“新先锋派”，对这种“新先锋派”既做
了最具挑战性的理论总结，也进行了最详尽的批评。
    本版既包括了艾柯写的序言，也包括了他在后来写的序言，而且还有详尽的评论概述，即这本决裂
性的图书遭到拒绝或受到欢迎的历史。
这是中译本的第二版，修订了第一版的部分文字错误，重新设计了版式，尾注改为了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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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亚历山德里亚。
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VS杂志领导人。
他的学术性作品有《缺席的结构》(1968年)、《论一般符号学》(1975年)、《神话中的读者》(1979年)
、《关于镜子》(1985年)、《阐释的极限》(1990年)，以及在各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结集《来自帝国的
边沿》(1997年)。
《开放的作品》(1962年)被公认为是他学术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
 
    艾柯198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获1981年斯特雷加奖)，1988年又出版了《福科摆》(
获1989年邦卡雷拉奖)，1994年出版《昨日之岛》。
1963年出版《小记事》之后过了三十年才于1992年出版了《小记事第二集》。
其他作品还有：《悠游小说林》(1994年)、《康德和鸭嘴兽》(1997年)、《伦理作品五篇》(1997年)和
《谎言和讥讽》(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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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版序第二版序《开放的作品》：时代和社会第一章  开放的作品的艺术理论第二章  诗的语言的分
析第三章  开放性、信息和交流第四章  视觉艺术中的开放作品第五章  事件和情节第六章  禅和西方第
七章  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附录：伊甸园语言中美学信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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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开放的作品的艺术理论　　在最近的器乐作品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作品有一个突出
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容许演奏者在演奏时有特殊的自主性，演奏者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理
解作曲者的说明（这同传统音乐很相像），而且必须对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真正的干预，常常是
在演奏时即兴地自己决定一个音符持续时间的长短或者一些音符延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举一些比较突出的实例：（1）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的《钢琴曲第十一》，作曲家将全
曲十几段全写在一大张纸上，而且就这么一页，演奏者可以先选一段，由这一段开始演奏，然后可以
另选一段作为开始段，演奏完这一段之后接着演奏前面的其余段落。
这样一来，演奏者任由自己基于不同段落的“组合”去自由演奏，任由自己自主地去“组装”各个乐
段。
（2）卢恰诺·贝里奥的《长笛独奏变奏曲》，演奏者面对的是这样一部音乐作品，它的音符的组合
安排和强度是确定的，但某一个音符持续的时间长短则容许演奏者根据自己想要赋予它的价值决定，
演奏者当然要根据这一乐段的总时间的长短去安排一个音符的长短，音符的组合还要符合确定下来的
节拍韵律。
（3）亨利·布瑟在谈到他的《文字换位组词游戏》时说：“《文字换位组词游戏》与其说是一个片
段，不如说是一个‘可能的场’，是请你做出选择。
它总共有十六小节，每一小节都可以同另外两小节串联起来，发出的声音之间的逻辑连续性不必有关
联。
也就是说，两小节事实上一开头是几个相同的音符（从这些音符之后开始发生变化），另外两小节可
以回到同一点上。
由于可以从任何一小节开始，所以可以形成很多不同的排列组合。
最后，从同一点开始的两小节可以同步调谐，这样就可以组成结构十分复杂的复调音乐组合⋯⋯不难
想象，这样的组合建议当然可以录到录音带上，然后再将这些东西投放市场出售。
只要拥有昂贵一点的音乐设备，个人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就此组合出未曾听到过的音乐作品来，这是一
种对音乐材料和时间的集体新感受。
”（4）（在皮埃尔·布莱的《第三钢琴奏鸣曲》中，其第一部分（《轮奏，方式1》）是分别写在十
张纸上的十小节，很像可以随意安排的十张卡片（但并非所有组合都是容许的）；第二部分（《方
式2，比喻》）由呈圆形结构的四小节组成，因此可以从任何一小节开始，然后由这一小节同其他几
小节连起来构成一个圆环。
演奏时在每个小节内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其中有一小节开始的一拍很特殊，比如《插曲》这
一小节，其第一拍持续的时间很特别，它的持续时间像一个括号，可以自由掌握。
这是这样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由段与段之间的关系提示来表现的（比如，不停顿，不间断连续，等
等）。
　　在所有这几个实例中（这只不过是可以提供的很多实例中的四个例子而已），一种很突出的区别
展现在我们面前，即这种音乐交流类型与我们已经习惯的传统音乐交流类型大不相同。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的话。
这种区别可以这样归纳：—首古典音乐作品，巴赫的赋格、《阿伊达》或者《青春之祭》都是这样一
种声音的组合：作曲家以确定的、封闭的形式来组织这一组合，然后献给听众，或者将这种组合用通
常的符号标示出来，以引导演奏者用作曲家设想的方式再现作品；而这些新的音乐作品则是并没有封
闭的、确定的信息，不是以单义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的，而是一种有多种可能的组织方式，使演奏者
有可能自己去主动发挥。
因此，这些作品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不是要求在—定方向之内使之再生、在—定方向之内加以理解
的作品，而是一种“开放的”作品，是演奏者在对它进行美学欣赏的同时去完成的作品。
　　为了避免在用语上产生歧义，需要指出的是，就这些作品所说的“开放”尽管是为了确立作品和
演绎者之间的新关系，但这个词在这里必须是这样一种定义：我们必须摆脱这个词的可能的、听起来
合理的其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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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学上，探讨的是艺术作品的“确定性”和“开放性”，这两个词指的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我们
常常被形容成的那种欣赏艺术作品的状态，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就是一种产品，作者以切实的交流效
果组织安排起来，使任何欣赏它的人都可以（通过与那种因敏感和智慧而感受到的艺术效果进行的交
流）来理解艺术作品，来理解作者原来设想的形式。
从这种意义上说，作者创作出的是一种本身就是封闭式的东西，他希望这样的东西能以他创作时的那
种方式来理解，来欣赏。
但是，在刺激和理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反映活动中，作品的任何一个欣赏者都有自己独
特的生存状态，都有自己的受到特殊条件限制的感受能力，都有自己的特定文化水准、品位、爱好和
个人偏见，这样一来，对原来的形式的理解就是按照个人的特定方向来进展了。
从本质上说，一种形式可以按照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时，它在美学上才是有价值的，它表现
出各种各样的面貌，引起各种各样的共鸣，而不能囿于自身停滞不前（一个公路交通信号牌则只能有
一个统一的含义，不能有歧义，如果它被人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去解释和理解，它就不再是那一个具有
特定含义的指示牌了）。
因此，这样说来，一件艺术作品，其形式是完成了的，在它的完整的、经过周密考虑的组织形式上是
封闭的，尽管这样，它同时又是开放的，是可能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解释的，不可能是只有
—种解读，不可能没有替代变换。
这样一来，对作品的每一次欣赏都是—种解释，都是一种演绎，因为每次欣赏它时，它都以一种特殊
的前景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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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艾柯先生比那些可以称之为行动者和组合学者的美学家们更深刻、更有说服力。
因为艾柯先生从总体出发，历史地看待“开放的作品”这一问题，即把它看做我们西方文明的一个自
有的现象。
　　——米歇尔·泽拉法《新观察家》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据我们所知，这是全面分析当代
艺术的设计和方法的最早努力之一。
它正确地、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我们时代的艺术的深刻进步作用。
　　——让-保罗·比埃尔《左翼报》　　在评论思想的巨大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位对自己的时代和自
己时代的人进行评论的最现代的伟大分析家，他在分析自己的时代时通过自己的直觉发现了未来评论
的预兆。
　　——弗朗索瓦·冯·拉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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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西方文化界大师艾柯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当代意识理论的革命性标志作品！
引发西方文化界巨大持久争议，探讨西方现代艺术、文学的趣味之作！
　　《开放的作品》至今仍然是就语言技术和20世纪先锋派艺术的思想意识作用进行的讨论所依据的
坐标，这里所说的先锋派艺术既包括“历史的”先锋派，也包括“新先锋派”，对这种“新先锋派”
既做了最具挑战性的理论总结，也进行了最详尽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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