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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史与世界性的构建：中国第四届高等院校美术史年会论文·纪实》将中国第四届高等院校
美术史年会的开幕式、研究、闭幕式及讨论等都包含于其中，将世界性与跨文化、世界性与视觉艺术
等做了对比研究并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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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世界主义的缔造者，又由于早就拥有了超民族、超国家的生活经验，欧美各国在经济全球化
的生存环境中游刃有余，而像中国这样曾经长期保守的国家则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花费更多的
学费才能掌握全球化条件下的生存本领。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艺术既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又表现出同质化的趋势。
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爱德贝尔特·柯普（EdelbertKob）教授写道：“放眼世界，经济已经通过
商品一体化过程达到了一种世界大同，艺术也在寻求世界大同，这将是必然的结果。
带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将被归纳到民俗学的范畴。
”①　　阿瑟·丹托在《美的滥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今天，无论怎样与世界相隔离，艺术世界
都是一个单一的巨大共同体。
也许，这是因为意义的存在定义了艺术，而意义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语言。
他们被体现在超越了在其他方面把我们分开的语言的对象中。
”　　在笔者最近翻译的英国评论家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所著《当代艺术》一书中，作者写道：“
（在当代艺术中）现代主义线性、单向、白人和男性原则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多向
、彩虹般多色人种、由实践和语言组成的碎片般的复杂景观。
”的确，此前由西方人撰写的“现代艺术史”足一部主要由西方白人男性艺术家组成的历史，因此我
们在翻译出版这类著作时往往会增加“西方”二字作定语，而在近些年西方艺术史论家撰写的关于“
当代艺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亚洲和非洲、黄种人和黑种人在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
各个种族的艺术家的创作。
在斯塔拉布拉斯的《当代艺术》一书中就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中国和古巴的当代艺术状况，出现在这本
书中的中国人除了艺术家谷文达、徐冰、王广义和王晋，还有批评家栗宪庭、高名潞和侯翰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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