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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方法与理论

宣娓·达勒瓦( Aullt' n'AIl C'\'A )以浅析的方i圭和浅里羁懂

的语吉为学习艺术史的学生介绍了艺术史实践背后的重要

理论。通过勾勒噩草行的并彼广泛运用的理论方法，她帮助

读者去理解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曾塑造7艺木里的理幸。

边勒瓦在第一章里时理论作了界定，井探讨了用理论迸

行研究是如何的艰难，但却是街价值的工作，古睦增强我们

对艺术的理解，并有助于扩展攫间的方式以引导研究。在本

书的核心部分.即堕二章王雪在五章.她详细地讨论了不罔的

理论方法.举出详真的例子#展示了特酷的方法是国何运用

在例子之中的。量后，在声六，隆重，跑时写研究性的论文与论

题提供7有烛的指导。

注勒瓦在这本给学习艺术史的学生量的简洁明7、t肯值

却不可估量的参考书中提供了作为一个艺术史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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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总序 如

人类的文化从视觉认知和感曼的角度 ， 可以分为文本文化和图像文

化两大类.文本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系统准确地传达和沟

通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符号罩统，图像则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模仿和想

靠而创造的另一种表现与传达的方式. 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的史前时

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制作图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来中

断.如果说文学、哲学、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章是以文本系统为主，那

么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则主要是以图像作为其研究的对草.长期以

来， 艺术史学科在我国一直处于相对边缘. 不受重视的状态.不知是何

原因， 整个 20世纪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具有强大的文史类专业.却

很少设立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专业学科.通常都将这些专业放在艺术院校

和单科的美术学院内 ， 而这类院校又以艺术创作与实践为主，艺术史作为

公共课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相比之下.西方的著各大学和综合院校则普遍

设有艺术史与视觉传播专业，其研究和教学均产生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和理论的转型. 这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艺术史研究

的对靠不再局限于"精英艺术" 和"高雅艺术" . 而逐渐扩展到 "大众艺

术"和 "通俗文化图像'$ 二、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西方艺

术.而扩展到亚、非、技美等世界范围的艺术图像上 s 三‘艺术史的研

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方法，而选择和吸收丁其他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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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些方桂租理论体旱，如符号字、现辈学.阐释学.社会学. 心理学、

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理论等.这章瞧着传统经典的艺术史

正在向一种跨学科和多元性的新艺术史转向.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W

J. T. 米切尔指出 . 当前学术界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种关单错综

里杂的转型.这一转变被称为 "图像的转向' ， 由此艺术史学科将会从理

论的边缘性转化到学术中心的位置.今天，艺术图像和视觉文化研究正

逐渐成为学术租文化研究的中心.

事实上，当今的时代已进入了一个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时代.电

置、电视. 摄影、绘画、 雕塑、 建筑、广告、设计、动漫.游戏、 多媒体

等正在互为激荡汇流.这个以图像为中心的时代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图像

时代或视觉士化时代.随曾图像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国际

学术界出现的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视觉文化及其研究已经由一个对

从事艺本史、电影与搜体研究.社会学及其他视觉研究者有用的术语，变

成丁一个时髦的.也许还是有争议的研究交叉学抖的新方法.关于跨学

科Onter- d.i sciplinari ty)研究，法国学者罗兰巴特认为。‘要进行跨学科研

究，挑选一个 ·学科. (-个主题λ而后扩展到它周围的两三门学科是不够

的. 跨学科研究旨在创建一门不属于任何-门学科研究的新对草. "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策划编辑出版了这在 "西方当代视

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 ，精选欧美当代著名艺术史和文化研究学者的

最新论著译介到 我国.本丛书的选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 . 新艺术史革列 e 二 、 视觉文化研究军列 事三、 公共艺术研究系

列 ‘四 . 博物馆研究系列.通过这套丛书的精选租翻译 . 我们希望

能够反映和体现出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租动向 .并对我国的文化

研究和学术本土化有所碑益 .

常宁生 周华明

2006 年 7 月 1 日



品
导言:本书使用方法 宝善

我希望为理论研究提 出 一种平同的隐喻，与天使搏斗的隐喻 .

唯一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必~将之打耻的理论，而不是件轻松地诀

论的理论 .

斯图亚特 ·霍串 ( St uart H all) , « 文 化研 究 且 理论遗 产》

(Cultural Studies and It 's Theoretical Legacies )( 1 99 2 年〉

本书仅仅是研究艺术史实践理论的入门书 . 它既不全面也不精

深一一我不知道它如何可能全面而精深丑不失为一本垂考书，就是堆在

电脑旁被翻旧丁的那种.

本书通过展示当前艺术史学科申广泛使用的理论.从而提供一革

列可能的进入这个领域的路标.我尽最大努力不过于笼统.而是尽可

能地介绍每个人的论点、争论及多样化的视角.艺术史理论是一个激

烈、通常卫充满激情的争论的论坛.这里出现的诸多观念并不是 "一

锤定音"的. 而是一直处在发展‘ 不断变化之中.就此而言，艺术史

本身作为一种学科并不是 "一锤定音"，自从我还是大学生时 (20年

前我写此书的时候)以来，它发生丁 巨大变化， 而且在未来的 20 年里

还会发生同样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在想，谁会去寻找这些我这里介绍的路标呢9我想象中的

读者是那些读艺术史的大学生.他们是对艺术史极其感到趣的人，即

使他们对它很陌生， 即使他们不想成为职业的艺术史学家.他们是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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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世界感到趣的人.他们追求课外的知识.政治和艺术.他们不满

足于仅仅记忆一些幻灯片事实上.我有时候希望他们主动拒绝背诵

2 幻灯片 1 他们的教师可能给他们布置了批评理论阅读作业. 或在课堂

上提到批评理论. 所以.他们希望获得进-步研究这些观念的背景材料

或建议. 你也许符合这些描述 . 也许不符合 . 但无论怎样，政迎你章

到这个思想的论坛. 我这本书是献给它的.

但是 ，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不是艺术史的编年史 ， 也不是艺术理论

的解释.相反.它介绍的是艺术史与批评理论的多重交叉领域，因为

育些批评理论是在大约最近 30 年的艺术史实践中产生的 ， 有些则并不

源于该领域.因为本书不是编年史 ， 所以它再时并不强调艺术史中的

重要人物.例如.瑞士学者梅园里希沃年夫林 (1 864-1945军}也

许不是Z本史当前的理论争论的中心人物，但是如果你学习编年史.那

么他肯定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当然希望 ， 在其他的语境中 . 艺术史学

生去阅读他的著作，掌握这些著作提出的问题川 .

鉴于本书涉及到的方法范围.我尽量列出简明、合理的纲要.本

书的核心是第二章至第五章. 它们详细讨论了艺术史的不同理论方法 .

每一章介绍-组相关的方法. 例如，第三章 4艺求的诸语搅E 讨论丁

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及后殖民理论.因为在我

吉来所有这些方法都以重要的方法讨论了语镜中的艺术史 . 无疑 . 众

多互相事照的注释清楚地表明， 这样的分类是可以接量的.本书远景

的理论反映丁我对该领域的认识. 但我决不认为这本书给出了批评理

论的标准，给出了全部最重要的著述，或者是推动了这种做法.相

反 . 它更像一本家庭相册一一一本记景了这个领域的影集.本书是可

以修订的 . 它是个人著述.正如家庭相册可能是被对照片所描述的事件

布特殊昔法的人拼凑起来的那样 . 照片也许是可以随意增剧的.

每-章开头都有简要介绍，解释丁所涉及的理论范围 ， 然后分节

依次讨论每一项内容. 每-方法的介绍在开头部有一个综述.如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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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不是产生于艺术史的 . 我就会讨论采用这个理论的艺术史草.

最后.我选择一两件作品.根据刚介绍过的特殊理论模式来提出一种提 3

间的方式. 这将有助于你理解如何提出研究问题.以及特定学者、 理

论草的观点如何被应用到艺束史的分析中 . 每一章后面有简要总结 ，

并提出若干思考.

另外两章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核心. 第一章 《关于理论的思考E 介

绍了理论概念.并解释了理论为什么对艺术史实战是震耍的. 第六章

4用理论写作E 介绍了-些撰写 以理论为指导的艺术史论文的实用建

议.它集中在第 2 1 2- 2 1 7 页的研究论文上，因为这是艺术史大学生们

经常碰到的标准格式.

阅读本书可以有不同方法 . 这取决于你的知识水准、时间限制以

及目的.那种如饥似渴地把书从在读到尾的最理想的读者总是有的.

另一方面 {也许更现实 ) . 你可以阅读某一特定章节. 以便对你感封趣

的-些观念-一如女性主义或接受理论有草本的认识.然后通过它

制订帮助你深入研究这-领域的书目 . 或者，你仅仅是在找一些现章

来表述某个研究课题，这样.你可以直奔艺术品个案.浏览研究问题以

获得灵感.如果你正写一篇论文，你可以翻到第六章 . 以帮助你提出

论 点 .

我想强调 的是.如果学生对这里介绍的任何理论视角特别有兴

趣.那么就阅读一些第一手的文本.例如.如果你读了第三章 《艺束

的诸语境如 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一节.你应该去阅读马克思、 恩格斯 . 葛

兰西 . 阿尔都事及其他重要理论章的著作. 这类著作有许多具体研究

的选集 . 可以帮助你开始研究.最后你也许想阅读他们的全部著作.

你也应该读一下马克思主义艺术史芋家的著作. 每一章后面列出的书

目 (题为 ·入门读物 . ) 以及尾注会对你有所帮助 ， 但这不能代替你抛

开这些著述深入地去读文献.

当接触到一些艰深的理论文本时.阅读过程本身就变得有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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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你可能发现你在研究中 曾使用的阅读技巧不大有用.为了提高

4 积极的阅读和批判的思考 . 许多芋习指南都推荐 SQ3R 方法 {浏览 、 提

间、阅读.记忆、 直习}川.读者首先浏览或扫一遍阅读材料.对论

点的性质有个印靠 . 特别注意引言.结语. 插图或图示.标题与小标

题.然后，读者围绕它提出一单列问题. 标题和小标题通常是线章

比如小标题 "弗洛伊德与古埃及' 可能就变成丁 "弗洛伊德为什么以及

如何对古埃及发生提趣的? .接下来 ， 阅读文章 . 或是做笔记.或是在

文革上做标注 (仅仅画横线或涂重点是相当被动、无放的阅读方法 ) •

简单地记下你的问题的害事.根据出现的要点提出新的问题 .并

且保证你理解新词汇.在回忆阶段 . 总结你阅读过的内容 ，检直

你最韧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要特别地注意那些仍然不明 白的观

念 . 井评价论点的优点租缺点 .与你读过的其他著作联革起来.

作为 在 艺术史学者 . 要重缸阅读是如何让你更广泛地接触艺术

活动的 . 一两天之后 . 星 习你学过的内容 . 这样有助于 巩固所

学 .成为你的知识基础的一部分 .

读过我以前的书 4雷 ? 艺术史基础» (Look ! The Fundamentals

of A时 History ) (2∞3 年 ) 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这两本书的相似处租不

同处. 我尽量让丈体简明.可读-一尽管考虑到这里讨论的观念的星

杂性 . 但是所用语言还是相当专业化的.关于组织论点.写作论士的

具体案例与实用的建议是同对非常抽象的观念的讨论在这里同时给出

的.我尽最大努力公允地讨论各种艺术史实践的理论.但是我希望没

有完全丧失我自己作为艺本史家的立场相经验.

最后，本书是学习位搏斗一一既高意义卫令人沮丧的搏斗一一的入门

读物，这种搏斗己为斯图亚特瞿尔在前文所委婉地提及了. ~IJ指望

读完之后你就可以以精神分析或符号学专家自居了(这么说是令人如

释重负呢，还是大失所望) . 你还要读更多的书才能成为这样的 专

家.但是你要做好开始读书的准备. 祝你学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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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的工具永远也拆平 了师傅的房于 . 5

奥特莉 . 11理~ ( Audre Lord叶 ， ( 局 外 的 姐 蛙 )( 5;51"

。巾idt'r H 1 984 年 )

回忆吏然出现了.那点心的增味就是我在贯布雷 时某一个星 期

天早晨吃到过的一小块玛惶琳噩峰的温 味……我的某奥妮姨妈把它

放在不知是莘叶堆的还是眼花串的莘水中去理过之后退蜡我吃 .

马 罩尔 ·普 鲁 斯特 ( Marce l P rous t ) : ( 在 斯 万 家 那边'

( Su xm n's Wuy ) <D

在探章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或 精神分析这样的 批评理论流派之

前.我们不得不首先界定什么是理论 一一并回答-个关键的问题. 理论

为什么重要9 和理论打交道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当 你在艰难地咱哥卫

一篇关于文化霸权或者符号的文章时 . 你也许开始想知道为什么 你会

①这是If鲁斯特的各 著E血忆似水年华》巾的一章. 一一译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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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我希望 . 你会在这找到菩案.

理论何以成为 "理论 . ?

大学生们常常向我这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的著作被量作是理

论? 当人们谈论起文学理论或批评理论时，这就是我们正在用于艺术

史的理论吗'为什么某个艺术史草的著作被雷作是理论 . 而另外一个

却不是.

就像 "艺术 ' 或 "文化' 一样.理论是那种我们且在用 ，而当夜们

停下来想一想.却十分难以界定的词之-.理论可以界定得相当严

格 . 也可以界定得比较宽泛.这两种曹法都是有效的.

我们从一个相对严格的界定开始吧.我要借助于 4韦氏宇院词典E

(M f'mam W由trr 's uJllrgiatr Dictionary) • 它归入 "理论" 词条下的

定义如下

3 大量事实 . -门科学或者一种艺术 (音乐理论) 的一般或抽草

原则

h 作为行为的基准而被提议或遵从的一种信牵 . 政策或者徨序

6 (它的方法是基于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愿意学习}

b 一种关于事实 、 原则或者环境的理想或者假设-;il常用于 "在理

论上' 这个短语中 (在理论上 ， 我们一直倡导全民自 由 )

5 ， 一种似是而非的或者在科学上被接曼的用以解释现草的一舷原

则或一套原则 {光的波动理论)

6a 一种由于争论或者调童而采取的预设 b ， 一种未经证实的

假设、推测 C ， -垂代表晴一门学科的简洁的体革性的观点 {方程式

理论 )

所以理论是行为的基准.但也是现草如何发生的一种解释. 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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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 . 我们可以说. 理论帮助我们产生正确而富有洞察力的提问方式.

以引导我们的研究.果些提问的模式.或者理论，被认为是有跨学科的

价值的 2 这些理论申奇符号学、 马克思主义、醋儿理论与精掉分析.其

他理论都更专属于自己的学科一一就像艺术史申的图像学一样.

今天，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最为常用的各种理论通常被称为

"批评理论· . 这个术语始于 20 世纪中翔的法兰克福字掘，这是一群

出身于法兰克福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 他们批评资本主义与消 费者

文化(见第三章 ) . 该术语现在更多地是指那些在跨学科的历史 ‘ 文

化与社会调查中有效的各种当代理论. 这些学科包括诸如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 符号学与结构主义. 尽管如此 ， 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建立

批评理论的条条框框，仿佛真的有某些著作被雷作是理论.而其他则植

拒之门外.从事理论工作并不是流行什么.或者别人正在做什么，我

们就去做什么 s 它与你在自 己的智力上、对政治的关心上与创造性上的

付出有关. 与你的努力有关， 还与你能找到并产生出你用以开拓你的思

维与从事这项工作所幡耍的工具有关.

在宽泛的意义上. 你也可以说. 理论是帮助你更好地去思考一个

对靠、开拓你的视野、 并帮助你提出新问题的任何东西.它也许并不

出自一个广泛使用的文革， 上面贴着"理论"的标签.我借用本章开

头曹鲁斯特的各吉来指出这种很宽泛的理论的吉义.对于普鲁斯特小

说的主要特性而言 . 一块蛋糕的峰道舍不经意地引起许多的记忆.同

样，很难说什么东西舍启发你的想法 . 并在你的作品中给你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一一首歌、 一首诗 . 一篇小说.-段舞黯表演.对于真正起 7

到理论作用的启发 ， 我要说.在你的课题申 . 种坚定不移的追问方

式. 一种持之以恒的相角，必定是从这样的启发中产生出来的 .

例如.我在写关于 19世纪早期的塔希提岛的一种特殊风俗习惯的

文章时.采取了在理论上从未再过的方法.这个岛上的法庭是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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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影响下建立的.这些法庭视纹身为犯罪，但矛盾的是.他们却

用纹身来每罚纹身的罪行.以及其他罪行 (困 l-l ) nl .我尤其感兴

趣的是这套习惯中的阶级与性别因素，精英阶层向来不受这种惩罚 ， 而

在普通人中 . 只有妇女会因获罪而被在脸上刺青(包括通奸罪 ) .能够

帮助我们思考这种情形的 "理论"并非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 . 是法国哲

学革与历史学草来歇尔福柯的作品 ( 192←-19剧年) (见第五章) •

他关于囚犯与身体延罚的在作 f劝戒与规训) ( Di>eiρlint' arid 1飞mish )

( 1977 年 ) . 讨论的是欧洲社会惩罚罪犯与用身体来改变行为的各种方

式. 在追溯社会的极力结构与体制发展的问题上. 我觉得求助于小说，

求助于美国作家霍桑 ( Nathaniel Hawthorne ) 的 小说 《红 字 » ( Th,
Scarlet lAter ) (1 850 年 ) 与奥地利作家卡夫卡 ( Franz Kafka ) 的短篇放

4在流放地» (In the Pn la/ C,o/(Jny) (19 1 9 年 ) . 就如同求助于福柯

样是大有博益的.与这些刺骨习惯有关的情况是.我想调童个体的体验

与作用-一即在社会中的活动能力与机会-一这是福柯在 4劝戒 与规

... ... '

•

午 ， ι' 一
一 ， 町.. .'. • ..

，目~. .I I帕," '.w.. ..,
ι . . .• ,,, "
• •

'. < 、 . ..

图 1_ 1 ..H . J事 盒 马 丁 仆审W

局g啊 MlYto'l I . 喝u~' .tl束束

'哆. .咱们 董事 ，应..趟 · x事

亮'西 .. ..鱼雷 (~ E.刷

"-'响 l . 事 伦 布

( So lem ) 队价.

4皇 马了精3忆 当地法庭闲浪"

金~杀巢丈夫而判处巍死 iii .

但是当地的传极左强为压刻 ，

认为应该苞鲍的'金主制上·遭

杀 4自 ' -词-~ i.l‘ · 的保

事，使集团同巢 .. 在 ... 巍倚

·主的跑回向芋 ，蝠，曲 ..藩卑.

..妇女鑫为遇H' .-a

..传入"只被鑫但为-蝴

犯 w-一 通过往 跑刑 Ii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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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11»申未曾真正考虑过的东西. 在小说中 . 我发现一个模式.它有助于

我讨论这种申I)青的个体的 、 经验的内容 s 这对我的思考很重要. 我考虑

的是.对于一个妇女或者一个宗教的抵抗者而吉.和l上一个作为惩罚的

刺青 . 或者对某个人而言承壁作为惩罚的刺青的折肝.这会是什么样

的.这里没白-抽卑的道德或诗意问题.而是考察接受这些刺青以及各种社

会条件与权力结构的条件与如何使惩罚性的事IJ青成为可能的关键问题.

行话

如果你读一本书觉得jJ(费衅 .

那就 试试 以 非常 规 的 方 埠

在想平 到 的 时 刻 去批咀 'E .

且中斯 ( H . G. wells)

语言什么 时住正吁是精确而

且是技术性的.什么时佳又是行

话一-做作.冗长并且晦涩9这是

难以垣渭分明的.在息于过青一

篇主幸纯件是行话之前.品须确悻

这不过是体自己对那些令体体验

"行话放且"的题材蛙主熟 ~ 与 适

应 . 通常 . 当你刚接触-门曲学科

或理论性的方法时 .甚至一些基础

性的坷汇〈比如在持号学中.符号

( si民n) 、解#项 ( interpretant ) 、 j~ 号

过程 ( semiosi s ) ) 看起 率也舍是奇

怪而革拙的.只要it-坚持读下

去 .这些词汇也告 置得主熟患 .并

不再是蚌脚石 . 与 此 同 时 . 一 些

理论著这很费解·并非所有伟大

的思想草都是优茸的作事.如罩

是这种情形的话.击刑的地方去

找关于这些讨论的梗迫{例如.一

部 主边的导论、 一 草 书 评 ) . 有时

提舍有所助益 .

8

理论是否纯粹? 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否公正?

对这个问题的简拮回害是 ·没有" .现在我想给-个长的回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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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来界定 "话语" 一词.当你读到理论著作时 . 你常常会

在 "艺术史的话语·或 "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这样的短语中碰到这个

词.在这些语填中"话语'有极具特殊的意义. 你可以总是将"话语"

定义为"对话' ."摘说'或‘交流.. 但更为正确的是. 在文学理论草

9 特里 · 伊格尔顿雷来. 它同样可以是 匾语言即表达， 即涉及说与写的对

卑，并因而至少在浴在的意义上也涉及读者或听者" IZ』 .我们理解演讲

并非闲谈，而是有意义的交流，这种主流表达井形成文化的理念与活动.

(记住， 有意义的交流可以包括图像， 事势 ， 或者声音以及写或说. )

所以语言或话语.不是单纯的或申性的‘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塑

造.传达‘反眠 ， 甚至遮蔽人类的经验与人类的现实性.福何在他的

所有著述中都在强调的是，话语是与权力关革和社会活动空织在一起

的 川 .这种动力在两个范围内是可见的 . 大的范围是指某些组织未曾

进入政府权力.因而不能制定政策与法律 在小的范围 内 .则想一想

家庭与课堂是如何运作的 . 文化批评家贝尔霍克斯 ( bell hooh )

(有意用小写 ) ①的著作提醒我们. 当被剥夺丁极力的人们直接为 自 己

说话并表达自 己的观点与经验时. 就会产生革命的姿态 川 .

理论是-种话语{或-张吏织在一起的众多话语组成的网) . 并且

同样它并不是中立、政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无偏见的. 不同的理论与作

家代表了世界上不同的独特观点. 任何既定的理论出现于特定的地方与

时间申.回应特殊的事件.随后宫会循环.被有辛辛特殊动机的学者所运

用与发展.在不同的地方与时间里既发生作用. 卫面对特定的读者.

本章开头的第一句引文表达丁这个问题. 正如你将看到的那样 .

它关注理论能够反思社会的不公以及使之牵远存在的方式一一也关注

①贝尔 · 宿克斯 ( bel l h∞ks ) U:黑λ拍向学 <r伤'且亚 华特-:i:: )目的笔名 .她使

用 自己侃茧的姓氏.证坚持不把自己的键在自字 f哥大可.国 :h皑认且I .相对 'Hi价

值的且坦J.个人无足轻愤.评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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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挑战社会不公的方法. 诗人与激进主义者奥特利 ·罗德 (Audre

Lm de ) ( 1934-1992 年 ) 指出 . 如果我们想获得社会公正 . 我们就需

要新的理念与新的理论建构. 她认为， 师傅的工具章远也拆不了师傅

的房 . 因为在种族主义者、男极主义者与厌恶同性恋的语撞申出现的观

念是无法改变这些语撞的 ls l . 同样.贝尔· 霍克斯质疑潜藏于众多当

代批评理论之下的种族主义.她写道 "只要黑人还只是与具体的非理

性的经验相提并论.要么是作为抽草思维与批评理论生产的对立面， 要

么是与之有关联.那么种族主义就会幸远存在. 有关黑人的经验与关于

美学或文化的批判性思维没有有意义的联系的这种观念.必须不断地被

审问. . "I理论甚至当它批判文化的时候也不是置身于文化之外的.

实证主义.或者反理论姿态的理论

"只要那些事实 ， 太太 . ..

恤探 jf . 弗某迪 (joe Friday ) , (浩 网擒 凶)( DraJ{nl'tl

那么 . 当乔 弗莱迪侦探 . 这位经典的电棍剧中的警察 ， 与案件的

受害者与证人交谈时.要求 ·只要.那些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他

所说的话暗示丁那些事实是解决案子的关键.但也暗示了对它们的阐

释一一这个重要的因素-一应该吏给专业人员 . 它们之中的与它们 自

身的事实并不说出什么， 贫乏的阐释说出得更少.

实证主义是一个用以描述拒绝从事阐择的学 问 . 仿佛事实能够不

加阐悻就被挑选而呈现出来-一仿佛阐释是某种十分可疑的活动. 实

证主义最初是源于反对形而上学与神学的一种哲学争论‘实证主义者

革认那些处理"事实" 的科学 . 它们是真正的知识的唯-来源.法国

哲学家奥吉斯特 孔德 (Auguste (二omte ) ( 1798-1857 年 ) 作为现代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相信人类的行为是遵循规律的，正如重力与运动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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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s通过运用科学观察来揭示这些规律 ， 不道德与罪恶的行为便会得到

怯除 . 而无需求助于宗教 川 . 由于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过去的

半个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 现在很难认为科学是中性的，或者是表注了无

需阐释的事实真理.科学史草斯蒂芬 -古尔德 ( Stephen J. Gould )

( 1 941-2∞2 年 ) 在4人 的 不可 测 量 » (TI.. M，凹'nt'asurt' of M ml )

(1 99 6 年 ) 中 ， 讨论了一些方式 . 比如说种族主义就是以这些方式歪

曲了科学实践的.

在艺术史中 . 实证主义变成了对艺术品高度描述性的阐释.包括

它们的形式质量.创作历史 、 草征与母题、艺术家传记等等.通常 .

如此详尽的描述要么被表现为一种反对以理论来推动阐择的吉法的论

证， 要么表现为一种 "先于'阐释的必要工作 {奇怪的是.阐择的恰当

时间似乎从未曾出现过.. ) . 比起以理论为根据的艺术史 ， 实证主

义者的艺本史确切地说通常并不等同于具自身-一常常声称更真

实 ， 或者更以事实为根据.在作这样的声称中 .实证主义在理论与

实之间设定了一个不幸的对立状态 ， 似乎二者根本走不到一块. 一个

作品或者事实的任何方面都能构成理论性阐释的一部分，但它

们不是理论性阐释的终点.

II 在过去的大慨 30 年里 唱 艺术史学者曾热情洋溢地争论在对一件艺

7牲品的阐释中理论应该扮演的角 色 . 些学者反对进入艺术史的理论

的 ·重要性' . 似乎艺求史是没有理论的 . 也不需要它.高时批评草

们信奉形式主义.井常常将图像竿的研究 (见第二章 ) 局限为 ‘天生'

地用于艺术史研究，并抵制那些由马克思主义 、 精神分析或者符号竿的

提问方式所引起的对诸如政治.接受这样的问题的考察 . 实际上.许

多这类以理论为根据的当代艺术史所提出的问题 关于语境.接曼 、

艺术史惯例、权力与意识形态、 生产关罩 在 1 8- 19世纪的艺术史

实践中就己见端倪.由于众多原因 . 它们甚至一度不量欢迎 1·l .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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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学者在为他们的研究设定理论模式时可以涉及更多领域一-运

用政治学理论、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等一一反映出近来学术

活动的跨学科性.

我在这里的讨论不是要反对细致的语境与/或视觉分析，它们对于

优秀的艺术史也是至关重要的.有问题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

它们被呈现的方式， 它们被用来呈现或者不呈现什么的方式.认为对

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由知识的立场来决定的看法是一种错觉 ， 尽管如果

作者不表明这个立场的话，知识的立场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正如特

里 伊格尔顿敏锐地指出的 "对理论的敌视往往意味着对其他人的理

论的反对 ， 以及对他自己的理论的忽视. " 19 1

用理论来思考

将一种理论的方法用于艺术史实践.意味着你把你的视觉与语境

的分析引向更加集中的研究中. 围绕←阜列特定的问题.除了从"通

过这个图像这幅画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普遍的问题开始外，我ill还可以

问: 崎关于 18世纪的性别关罩，这幅画能告诉我们什么 ? "采取理论

的方法进行研究意晾着你在深入地追求一种独特的提问方式.这意晾

着在这种提问方式上你得训练、自 己，并做好准备对这件作品进行十分

深入的形式与语境分析.以这种方式从事批评理论会使你甚至更能意

识到艺术史是一个阐释的过程 . 而不是一个描述的过程.

你会发现，本章开头引用的词典土关于理论的定义大多集中于科

学理论.什么时候研究艺术史时.我们才能以像实验室的试验证明科 12

学理论的那样方式试着去"证明 " 一个理论呢9我想答案在于要在科

学活动的两个不同层面之间作一个区分. 当你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你的实验室的试验要求你去"证明"不同的定理，这些定理事实上早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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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分地验证过了.这些练习的要点最终并不在于要证明定理，而是

要教导你如何按照科学的步骤与实验的程序进行研究.艺术史著作的

理论更像真正的试验科学 . 科学家有有效的假设或定理， 然后进行试

验雷晋这些假设是否是真的.通常.这些试验的步骤会导致对假设的

修正与进一步的试验. 在艺术史中 .理论会就你正在研究艺术品或文

化活动帮助你提出更好的问题.然后寻找菁案的过程去帮助你形成更

有效的理论模式. 它会产生更深入的问题.

可是.在科学与艺术史之间再一个重要的差HI] . 一个科学家最终

也许能找到-种药有效地治疗癌症.这时他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或者

至少是接近尾声丁 . 但对历史 、 艺术与文化的阐释就不一样了z它们

传达丁如此众多的人类观念与经验. 以至于艺术史学者找不到害案.

每-个人.每-代人.每一种文化都在重新阐释艺术品. 寻找其中的新

的意义.诚然.某些论证要比其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 ， 而某些论证能

更好地说明更大范围内的证据.但当我们谈论阐释过去，或者阐释文

化惯例时.这并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 . 而是在寻求领悟.

在同 ‘事实' 与.理论' 之间的关旱的较劲申 . 法国哲学家吉尔

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1 925一1 995 茸 } 关于彻底的经验主义的观念

也许是有帮助的 . 一般说来 . 经验主义认为知识仅仅来源于感觉，并

强调，阐释中的观察与经验比理论的建构更重要 . 吉尔德勒兹强调

说.他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有两条关键性原则 "抽串的东西不解释什

么.但其本身必须得到解释s经验主义的目的不是去重新发现永恒的与

曹世性的东西 . 而要去寻找在具之下新的事物得以产生 (创造性}的条

件. ， tul 经验主义允许我们分析事物的状态.以使得 "非先在的概

念"能够从官们之中导出咽他将这种研究方式借来运用于他自 己的文

口学.艺术与电牵研究.玛德琳蛋糕引起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人物强烈的

记忆的方式是这种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毫不奇怪.德勒兹在很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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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提到曹鲁斯特 ) . 德勒兹的经验主义不是挟隘或有限的 它是关

于扩展.生产、创造性与差异，并且在根本上是与 "多样性的逻嚣' 相

关联的 11 B I .这种以理论为根据的艺术史实践也许反映， 或者决定了

这样一种多样性的逻黯.

那么.你实际上卫是如何在你的艺术史实践中与理论打交道的

呢? 在试图回害这个问题时.我觉得就好像女巫格酷达 (Glinda the

G∞d W山h ) ①那样 2 我可以给你指出正道 ， 但你得自 己去走那条路 .

并找到答案. 对于第一次与批评理论打交道的艺束史学生最好的一般

性建议是要广泛地阅读艺术史.哲学.历史、文学 . 政治学.人类学、

社会学以及任何能抓住你的提趣的丰术领域的书 z 多听各种课.从你的

教授那里得到建议.

在许多方面，你自己的提趣与经验会引导你的理论探索. 比如 ， 14

你会发现你自 己对性别或阶级或种族问题的关注会引导你深入地去了

解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或者后殖民理论. 你会选择去考察那些能使

你探靠这些问题的艺术品，艺术军与艺术机制.或者你会对一个特殊

的艺术家 . 一个时代. 一种艺求形式或文化感到趣，并从那里产生相应

的理论抖趣. 比如 . 你可能会对肖像画感到趣 . 这可能会引导你进入

精掉分忻与接受理论 . 当你熟悉了不同的理论相角后 ， 你就能够哥到

那些会帮助你回害某些问题，并分析一些特殊的艺术品、艺术活动或者

艺术机制.最后 . 这种探究引导你进入更开血的一革列问题 ， 它们围

绕萄艺术. 观念与社会(图 1-2 ) . 艺术品或者艺;在活动都必定革毁

了社会中的观念吗9艺术与观念存在于相E独立的领域吗?它们能

够存在于社会主外吗? 观念会告诉我们一一在这种情况下是批评理

①去国作家草里 :晶兰克 ·跑町的4守在黄话故唱l(蜡野仙踪》中的λ物.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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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艺术的什么东西呢? 艺术卫能告诉我们关于批评理论的什

么东西呢'

到，-， 马克 垣画 1 '-b1< T(Tolllly I . . 里边 '在

. .噩 I Oer...c徊 。.syrog De "b'l l .

'织~ ... 街 上泊 ..麦 晃 l协'" 与 勤

尼 ·温锺{向贺'Ily WI"1阴}峨. .

理画. ，艺术史凉的儿子 ..关于给·的

OJ作与 .. ，吃的. . 佳途..咿 ， 俩位伟

久的"啕主义理论 .. 穗)t .."这与

.曼 ，在自调语组.6tnA . 立'马. 他

们.溃 了 画 ·尼帕格 t4 I $1d'ley

内:Jge ll . ~岛的缅圃 ，矗的是作家".遭

尔胃子 1893 缘的徽 . ， .后-鑫》 回归 1

·配 浦路觅 ·砸笨'圈' 与绵的~剖头.重

量 ·府的确.对决.

我想强调的观念是.理论分忻不是一条单行道理论不是简单地

桂用于主幸品上的东西 . 理论. 倪觉艺术， 文化与政治毋宁都是在

张关革网上得到理解的. 有时候.恰恰是艺术而不是别的现有的方

式，能 够 帮 助 我们通过理论去思 考.比如说 . 艺 术 草木原 繁 之

(ShiRcyuki Kihara ) 所做的一个行为艺术 (图1-3 ) . 这位 "2; ;草草将她

自 己等同于女性特征 ( Fa 'a fa fi ne ) (在他的萨摩亚 岛的 习俗中 ， 男人的

衣辛辛与生活都像女人 . 并认为 自 己是个女人) . 这使我去反 思我是如何

去思考j;元文化.性另IJ身份与混血性的观念的一一这是后殖民话语中被

广泛使用的概念 (见第三章 ) . 在这个行为艺;在中 . 茜 助于拆开一

直色情录像带. 慢慢地围蕃木原走 . 将他囊入闪闪发光的录像带中 .

15 束原纹丝不动地挺直站苟 . 言不发 . 只是 当 磁带堆积在他的身体上

时.才偶年动一动手以改变岳势.当磁带用尽后 . 她开始缓慢地以仪

式化的动作解开她自己 ， 最后将磁带踢到一旁并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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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经 ' ( LOIa $Iva I ， 表 糊 的片

斯 ..... . . 乏与攀力量. . 民伊"仙"

τ"" 的合作 ，奥"兰 . '∞，.

): 1- 3

许多奥克兰的 "太平佯岛人 . z
术事与作军 . 包括小说家阿尔伯特

韦德 (八l bert Wendt ) . 都极力 反对

以"混血性. ( hybridity ) 一词 来描

述他们的作品与现实.如果作品吉

起来是混血性的或者自榈矛盾的.或

者-半是这样 ， 一半又是那样.这仅

仅是因为观者希望站在艺草草的现实

之外-一常常是站 在殖 民者的位置

上 IM1 .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木原的

行为艺术申包裹的事骨章指萨摩亚岛

文化中运用捆绑以使人或物 掉圭

化 。apu)的做法.这个举动宣布了

'"原个人是某种神量的人物或者是可

以分裂的.与此同时，被眷在色情录像带中也意指变性人是由包情以

及主流文化再现申的类型所确定的-一而且也被剥夺了人性.通过包

ft这种姿态 ， 木原宣称她有权决定 自 己的在征 . 同时令他的身体重归到

lWQ 或非神圣化的状态. 这场表演的举行 (在 京成人商店 内 . 11' 曹

圭套性感服装)章指的是都市太平洋里的 "扮装血后.. (urban Pacific

drag-queen) . 也意指木原的自 我意识申 Z伎的某种东西 与性别的高度

形式化的表现=木原也是日本人. 青时用 "忧郁的艺伎 . ( [)"，也y

Geisha) 这一吕 字. 但站在卡然革哈皮(KaranRahape ) 路①那里 苗这

场行为艺术时，孜没有感到本原仅仅是那些东西的 "一部分"在这

场行为艺术中.每一个东西都是她在表演中所表现出来的完整的自我

① 新内兰的红交I区之-. -一诗占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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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完整因素 .

13 理论与方法论有什么不同?

理惜与方法论之间的Jf.限十

分模栩.它们常啻植旋在-起

讲"理告与方法仕"一-I':t放

它们看起来是一体的.这使得扎

特理情视为提出研克性问题的过

程.而持方法告视为试图回答这

些问题的过程.理论有助于我们

提出问题，并为处理特定的话题 、

叶阜点者桔章设定步履.方法诠

严格地说是-告工作程序式方

式，它是大学学科的特扭.叶于

艺术史而言.梓准的方法情包括

市式分析 ， 叶 艺 术品 的实睡分析

(断代、制定材料或 重构 艺 术 草 工

作的过程)，研究相盖的历史主

岐.比如合同 、 信件if..期 刊 .在提

些主题上，革甜艺术革、赞助人.

#革肯与艺术生产有茸的其他

人.都是 可能的.每一种方法论

都有真拉特的程序与实践理论.

16 结论

;$:章对理论进行丁界定 . 并草例说明 了它在当代艺术史中的重要

性.在此这个界定是实用主义的.它可以帮助你与这些现企打交道.

在写作本章时.我查阅了大量的理论手册与网站.曹吉它们是如何界定

理论的(我得革认，我在费尽心机想得出一个清晰简洁的定义) .十

分有意思的是 . 我查阅过的这些资源一开始就投入到对理论的讨论中

去. 而没有作任何界定. 仿佛读者 已经知道丁.这在我看来是不对

的. 所以在本章中.我已经试图为所有的读者提供一个关于理论的基本

讨论 . 以作为-个共同的起点.而读者你们会在哪里停下粟 ， 则不得

而知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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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读物

以下手册将有助于你更广泛地理解作为与艺术和文化相关的批评

理论的历史. 这些选集开在有益. 都简明介绍了各种艺术运动及作者

概要. 更重要的是 ， 它们还包括原始理论文本的摘要.

手册

伊格尔顿 ， 特里 ( F..a. Jdeton . Terry) .文学 理论导论 ( Literary

Th t'Ory: An Introdu<tion ) • 牛 津 2 布 王在克威年 . 1 983 年 . 明尼阿波

和l斯 ， 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 . 1 996 年.

哈里斯.乔纳森 (Harris ， Jonathan ) ， 新艺本史 ， 一部批判性导

论 (Th~ Nnv Art H istory : A Critical Introdu<t ion ) • 伦敦与纽约 : 卢

特莱奇出版社 (Routledge ) • 200 1 年 .

马塞 . 戴维 (Ma回y . I为叽d ) . 企鹅批评理论词典 (The Pm g 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 ， 晗苦斯沃斯 (Hannondsworth ) ， 企鹅

出版社 . 2000 年 . 纽约 . 企鹅出版社 . 200 1 年.

斯特肯 ( Sturken ) . 马里塔(Marita ) 与 莉 莎 卡特赖特(Li陆

Cartwright ) ， 者的活动 辄觉文化导论 ( Pract ices of 1.而是ing : A n

l ntrod ua ion to Vi sual Culture ) • 牛 津 与 纽 约 。 牛 津 大学 出 版 社 ，

2001 年 .

泰森· 洛伊斯 (乃皿n Lois ) . 当 今的批评理论简 明手册 (Crit阳i

ThnJry Today : A Uw-Frinuily Guide) ， 纽 约 慕 兰 (Garland ) 出版

社 . 1 999 年.

选集

费尔尼，埃里克 (Ferni e . Eric ) 主编 . "2:术史及 其方法 = 批评

文选 (Art H istory a nd Its M l'th ods: A Critical Anthology ) ， 伦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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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g费顿出版社. 1 9 9 5 年 .

霍尔 ·斯 图亚特 ( Ha ll Stuart) . 杰 西 卡 · 埃 文 斯 ( Jessica

Evans ) 等 . 视觉文化读本 (Visua l Cult ure: Th~ Read~r ) ， 伦敦

塞奇 (Sage ) 出版社 . 1 9 9 9 年 .

米尔佐夫 尼古拉斯 ( Mi rzoe Nichola) 主编 . 舰 觉文化读本

(The Vi sual Cul ture R eader ) ， 伦 敦 与 纽 约 ， 卢 特 莱 奇 出 版 社

(Ro utledge ) • 1 9 9 8 年 .

营雷卉奥西，唐纳德 (Prez iosi ， Dona ld ) 主编 . 艺术史的艺术 :

批评文选 ( The Art of A rt H istory : A Crit ical Antholog y) ， 纽约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1 9 9 8 年 .

里克持，戴维 (Rich ter， David H ) 主编 . 批评的传统 古典文

本与当 代 的 潮流 ( Th， Critical T radition: Claxxic T exts and

Conu m pora ry ) • 两眷本 . 披士顿 = 贝尔福德/圭马丁 ( Bedfo，d/St

M盯t i ns ) 出版社 . 1 9 9 8 年 .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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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式分析'象征与符号 3杂岳

本章旨在讨论倒像志 . jf {f阳 lf(学一一一种与之密切相关的闷抨地 1 7

论一一与符号学. 图像学与符号学部致力于艺本，目的在义问题官们意

味着什么以及官们如何产生这些启立. 在这门学抖之内.艺本史家首先

将图像志发展成为一种强特的H论悦式.但符号学实际上就如问意义的

哲学一样古老， Jt根源可以 [吨溯到古代.

作为对这些观念的悖论 .l\!将简短地回顾一些形式主义用 i{>; . 这是

一种研究艺本的jj式 .它强调的M现{';.与他们 'I 用的和视觉的特性的联

系，而非与讷境分析或者对.(3，且的探询的联系.坚i己位，正如你的艺术

史谋在中的作业那样.形式分忻}j法论是不 l~iJ于形式主义理论的.找在

结束本章时将简短地讨论一下 "活词与图像"的关 Jf. .还有艺丰史实践中

有时十分棘手的l到像与文卒之间的关Jf. .

艺术史中的形式主义

艺求是有意义的变形(defomJ.i 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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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自弗吉尼亚 ·吴华主 (Vi rgin ia W，∞I f> 著 的( J' 在 · 弗 某

倚 )(Roj{f7' Fry : A bioj{raρ'hy )( 1 940 年 〉 中 罗 击 · 费菜 的话

形式主义者认为.为了有利于纯悴而直接地与艺术作品打交道 .

应该将所有关于语境或意义的问题抛在一旁. 艺术品应该因其形式特

18 性 (例如构图 、 材 " 、 形状 、 线串 . 色彩 ) . 而不是因为它对一个形

卑、故事或理念的再现而为人喜量. 尽管这种甜法与当代大部分艺束

史的趋势背道而驰. 但认为艺本品是-种独特的存在. 并给我们以强烈

的影响的这种观念是难以回避的 川 .事实上，这是一个有苦相当仕的

历史的观念例如.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年 靡德 ( Immanuel Kant )

( 1724-1804 年 ) 为审美经验的特殊性作 了 十分著 白 的论证. 他写

道:诗人试图 ·坦越经验的边界.并将一种完满性呈现给感觉.这种

完满性在自 然申是投有的..因为 ‘作为他们的天职 • ("z ，拉 } 在心灵

中通过将这种景~扩展为一个各种相似茬串的无限领域. 使心灵感到

愉悦·『21 .

在艺术史中.瑞士学者海因里希沃牢夫林 (Heinrich Wolfflin )

( 1864一1 945 年 ) 提出的形式与凤格理论在 20 世纪最初的20-30 年间有

极大的Ii响 . 当时的科学宜与社会科学都在揭示似乎71<恒不变的自然

与人类行为的规律，在这样的时代进行著述 . 沃尔夫林认为也有一个相

似的没有变化的原则在主导者艺求风格即早期阶段、古典阶段与巴洛

克阶段的循环往复. 他将这个 "规律" 的运作比{乍一块在滚下山披的石

头. "根据斜面的倾斜度. 地面的软硬等等而能够做不同的运动 . 但所有

这些可能性都为同-个地心引力的规律所支配' "1 . 在沃尔夫样量来 .

探审这种动态的方式要通过严格的形式分析. 它基于几对对立的原则

{例如线性的与徐绘性的 . 开脏的与封闭的形式. 平面的与纵深的) •

沃尔夫林主要关注的是士Z直到与巴洛克的艺术.但随着现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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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兴起.形式主义找到了另一个支持者罗杰弗莱 (Rog« Fry )

( 1 864-1 934 年 ) .他是一个英国画家.批评草和策展人，并且是布

鲁姆伯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竿派的成员.弗莱认为， 艺术品是无法还

原回到语境中去的·对他而言，艺术的力量并不用图像志.或赞助

人、或艺;在家的传记 ‘来解释· .弗莱在主观上与理性上对正在成长

中的精掉分析-一它完全致力于解决形式与内容的关罩，无论是在梦中

还是在艺术品中-一的抵制必定影响了他对艺术中关于内容的讨论的

反对意见川 .与 精神分析学家.或 者如 李 格尔 ( Alois 阳咽1 )

(1 858-1905 年 } 这样的-些早期的艺术史草不同的是 . 弗莱极力认

为.艺术品与它们的作者或者产生它们的文化之间.并没有实际的联 1 9

革 . 191 2 年 . 他在英国组织丁一个极有影响的后印串主义者画展 . 他的

序言解释了他的观点 .毕竟.这些艺求家并不想提供可能存在的东西 .

只想提供一块反映真实现串的白银 . 并唤起对新的. 确定无疑的现实的

信仰.他们并不试图模仿形式，而是要创造形式B并不模仿生活，而是

要寻找与生活对等之物. . . 事实上. 他们关注的是现实而非幻草. " 川

艺术史草亨利福西雍 (Henri Focillon ) ( 1 88 1一1943 年 ) 在法国

与美国两地工作.他提出了-毒引起广泛争议的形式主义理论:他的

名著之-(艺术形式的生命) (Th~ lif~ of Fonns in A时 ) (1 934 茸 )

于 1 992年再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提趣. 福西雍将艺术形

式槐为有生命的存在.它们根据自身材料的自然属性与空间位置而在

时间中发展变化.他认为.政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条件完全无法决

定艺术的形式 . 并且同弗莱那样 . 他也强调观者亲 自面对艺束品的重要

性.在 4中世纪的西方艺术» ( 1 938 年 ) 申 ， 福西雍追溯了罗 马式与

哥特式风格在建筑与雕塑中的发展 . 强调技幸在决定艺本形式中的重

要性.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霄，在决定材"的运用与科技的发

展 官们决定了技术的问题上.政治的、社会的与经挤的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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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披着作是首要的因素‘见第三章来歇尔 ·巴克桑德尔的讨论. ) 对他

而言 . 理解哥特艺术的关键是肋拱 . 官 ·随着一军列严格的步骤生发出

来 . 产生出官所要求的众多附件与技幸 . 以便能生长出它自己的建筑与

凤格.这种演进在莫推演上之优美，有如定理之证明 . .. . 它从一个不

过是正在得到完善的设计 . 变成了一个统一风格的滥篇" IH .

甚至在罗杰 ·弗莱去世后.现代艺术仍然拥有它的形式主义捍卫

者.也许其中最 重要的便是克莱 门特 ·格韩伯格( Clement

Greenbe唱) ( 1909-1994 年 ) . 他是-位高产而广受争议的美国艺束

批评家，他拥护抽卑表现主义.他的第-篇重要批评文章 4前卫与庸

俗» (A回时Garde and Kitsch ) (1 93 9 年 ) 发 表 在 4党 派 评 论B

(Pa rti皿n Rrnt"U.' ) 上 . 这是一个托洛沃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期刊 s 他

在文中声称.前卫艺本不同于斯大林政权下的庸俗流行艺术 . 它代表的

是通向革命变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其后置接着就是 4走向更新的拉

奥孔» (7ln.w.rds a Neu肝 La町四n) (1 94 0 茸 ) . 他在文中认为，最

20 耍的现代主义绘画 已经抛弃了错觉主义 . 并不再追求量制三维空间 .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需要发展，并且应该根据标准来批评，这种批评是在

对它特 有的内 在形式 的回应 中产 生 的. 在 f现 代主义 绘画E

(Modernist Painting) (196 1 年 ) -文 中 ， 格林伯格进一步发展丁 这

些观念.声称艺术的主体就是艺术 自 身 . 即是艺术制作的形式与过程:

现代艺术关注 ‘自 身跑一无二的放果'与 "不仅仅是一段性地展示艺术

申挫一无二与不可还原的东西.而且是展示每一种特定的艺幸中县一无

二与不可还原的东西" PI . 关注抽草 、 图画的平面性与笔触的抽草表现

主义绘画与这种看法完全合拍.尽管格林伯格不无痛苦地强调 . 现代主

义并非对过去的彻底背离 . 它只不过是艺术史攘攘向前的一部分 ISt .

美国艺术理论家与批评家罗莎罪 -克劳斯 (R.臼al ind Krauss ) 在其

阜年的工作生涯中是格林伯格的助手.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她便与格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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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分道扬镇.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现代主义的拉特见解. 尽啻她借助

了后结构主义符号宇与精掉分析的视角 (见本章稍后的 .符号宇 " 与第

四章 ) ， 但她的著作常常关注形式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她的 4以毕

加章之名 » (In the Name of Picasso ) • 最早是 1 9 80 年在现代艺术博物

馆的讲座上直读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文中极力反

对运用传记戎语境信息来闹事罪毕加章的立体主义作品.尤其是拼贴画 .

这完全是因为这些作品自身便抵制再现(或者模仿}世界的任务.在

克劳斯看来.毕加索的拼贴画热在于‘材抖哲字' .也就是说.通过它

们的形式与材料.它们声曲:再现根本上是关于真实存在的不在场

的 "1 .克劳斯批评了主要通过传记来阐释艺术作品的实践 ， 她尖刻地

给这种现草贴上了 "自 传作家的毕加章 " 的标签 IMi . 她进一步对这

种方式提出质疑. 认为艺术史忽视了 "历史中的一切都是起个人的东西

一一风格、社会与经济语坡、铛串.结构" .并且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

她强调了符号丰作为一种再现的慨念的潜力川 .

图像志与图像学

图像志在字面上意味萄 "图像研究' .在最简单的程度上，图像

志的工作意睹者鉴定艺术品中的母随与 图像一个手上章着轮子的妇

女代表圣凯瑟啡，交脚而坐 . 头顶发黯、耳垂极快的形靠代表佛{在 . 21

有时图像志学者关注一个形草中的一个特定的因素 ，比如大醉人的

场景中的一个人物形辈，或者用 以装饰佳生的一朵花的母题 s有时他们

关注作为整体的形象 ， 比如 4最后的晚誓 ) . 鉴定的过程根本不会如

此简单 它通常要求有 关于文化及其图像制作过程的广博知识 . 尽管

‘图像志' 与·图像学' 两个词通常能够E换使用， 但它们实际上章指

两个判然有别的阐 释程序.在某种意义上，图像学是在图像志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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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继续向前走.它通过图像志分析来完成鉴定工作 . 井试图从该

图像的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解样这样的形草是如何且为什么会被选用

的.这观念是要解帮我们为什么能够将这些图像视为一个特定文化的

"草征" 或者"特性· . 所以 . 比如说 . 你一旦确定了一个形靠表现

的是圭凯瑟琳 . 那么你可以间为什么圭凯瑟啡会被一个特定的艺术家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描绘于这样-个特定的地方.

在本书所讨论的理论方法中.有一些是在其他的学科里产生出来

的. 并为艺术史家所借用的，与此不同的是.图像志与图像学一开始就

是由艺术史学者专门为了艺术分析而产生出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作

为图像鉴定的图像志 ， 有着悠久的历 史: 比如 . 罗马学 者普林厄

(Pliny) (公元 23-79 年 ) 在他的 4自 然史) ( N alural History ) 中就

关照了图像的主题.在 16世纪时.随蕾供艺术革与鉴赏草使用的解释

不同的主姐与寓意性的*'征的图像志手册的出版.图像志变得更为罩

统化了.不久，意大利艺术鉴赏家与知识分子乔万尼 皮挟持罗贝

洛里 (Giovanni Piet ro Bellori ) (1 6 1 5-1696 年 ) 在他的 4现代画家、

蹬塑家与建筑师传) (Li回s of lh i' mnd酬t Painu-T's . Scul ptors and

A町h il«IS ) 申 . 将他的前辈乔吉奥 瓦萨里(Giorgio V嗣ri ) 影响极大

的传记方式的特点与图像志分析结合了起来， 因为他试图解释图像的

文献来源. 18 世纪时 . 德国学者约翰 约阿西姆 · 温克尔曼 (Johann

J臼chim Wind世I~nn ) (1717--1768 年 ) 在他对古代艺术的主题的研

究中.为图像志现代的体系性的研究方式奠定了基础川1 .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志与图像学

工作于英国的澳大中'HE艺术史草阿比瓦尔堡 (Aliy W盯burg )

ZZ ( 1866- 1929 年 ) 与其学生发展丁现代图像志理论 . 他们拒绝在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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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林等学者的著作中被他们视为艺幸的纯形式研究.瓦尔堡认

为.特定时代的艺术是以诸多方式与宗教.哲学‘文学.科学.政治还

有社会生活相关联的.正如他的学生、艺术史草欧文 ，潘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 ) ( 1892-1968 年 } 写道 ‘在一件艺术品中 . .形

式·不能与 ‘内容 '相分离色与线.光与.， . 体积与块面的安排 . 尽

管有如一出视觉盛宴艘怡人. 也必须将之理解为对一种不仅仅是承载

视觉意义之物 . " IUI 图像志是一种方法， 官使学者能重新找到埋藏

于艺术品中的内容.在 4图像学研究» (S tudies in lconoloj{y ) ( 1939

年)与 f幌觉艺术的含章» (Mt'aning in the Visual A rts ) (1 955 年 )

中. 播诺夫斯基界定了图像志/图像学分析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

有自己的方法与目的.

第一个阶段是前图像志分忻 ( pre- iconographic analysi叶 ， 观者处

理的是能够在幌觉上识\ gil的东西 . 而无需考虑外在的来源 . 这是一个非

常基本的形式分析. 第 二 个 阶段是图像志分忻 ( i∞nogTaphic

analysis ) . 观者识gil 出图像是一个已知的故事或者可识别的人物 . 第

三个阶段是图像学分析 ( iconological analysis) . 观者解读出图像的意

义. 考虑到了该图像制作的时间与地点、流行的士化风格或者艺术家的

风格、 赞助人的意图等等.比如 ， 你会看到一个小塑料人唱将其认定

为-个女性的形草.进一步地研究， 你会认出这个女性圆的是一个芭

比娃娃.并认出这种娃娃是 20 世纪 50年代起便广为流行于美国国内外

的一种玩具. 在第三个阶段， 你要考察芭比娃娃玩具所表达的关于社

会中的妇女角色与妇女身体的某些观念.

在假设的意义上 . 当你在研究一件艺术品时.你是依次进入这三

个阶段的. 但事际上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许 多艺 ;在史家都曾质疑对于

前图像志分析所必然需要的·纯真之眼.的观念z符号学与接受理论

强调的是.观者是作为-个被他的经验、价值观与历史相文化知识所决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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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个体来面对艺术的. 比如 . 如果你是作为基督徒被抚#大的 . 或

者非常熟悉欧洲艺束的历史，要在的图像志的阶段去晋一个 《基督诞

生»图那才难呢.你会立即跳到图像志的阶段 . 然后就要有意识地回

疏那种无所不知的立场. 当然，如果你的眼睛过于"纯真 " ， 你恐怕

23 在着手任何层面的阐释都舍是困难的 . 在埃及艺术中 ， 对你而言 ， 如

果你不熟悉植物. 并且看不到这个图像再现的一面 ， 莲花的母题看起辈

就会像一个纯粹的几何图案.在历史的与跨文化的分析中 ， 从第二个

层面进入第三个层面全被证明是一个挑战历史记录中的所有裂缝或

者你自身的知识.以及你 自身的前概念都会使你的工作变得复杂.比

如你完全不熟悉非洲艺术 . 而正在研究一个约鲁巴人的 gelede 面具， 你

将难以识别描绘于面具的上层体草里的不同形靠. 其中有一些你会无

法确认.

那么，就其最微妙的意义而言，图像志做的是寻回包吉在艺术品

中的单征与寓意的意义的工作.让我们稍稍界定三个词. "卑征" 被

公认为是代表一种理念或实体的东西.例如一座天平就是公正的理念

的草征. "寓意'是借用一套公认曾代表一种理念或实体的草征的叙

事， 它也许会采用一个拟人的形式(即一个人或动物的形草) . 所以

一个女人举着一座天平就是 个寓意性的正义人物. 重要的是要记

住，象征与寓意是有文化上的规定性的，并且对于这种文化中的每一个

成员来说，其意义也并非总是不言而喻的， 局外人就更不必说丁 . 比

如.在夏威夷民族中. kaona 的观念 ， 或者 "言外之章 " ， 强调的就是

诗歌或其他艺术有多重的意义，其中一些仅能为受过极好训练的艺术

家所理解 川 .

图像字是紧接着图像志识别之后的阐释阶段. 图像学的阐释考察

的是母屈、草征与寓意在其文化中的意义.潘诺夫斯基在发展他的理

论的过程中 ， 极大地壁到了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 i rer ) 的符号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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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理论的影响川 .卡西年 ( 1 874-1945年 ) . 一位躲避纳样的德国

哲学罩，他认为.在特定的文化中.图像代表着根本性的原则或者观

念 ， 所以我们可以将艺术品晋作是一个艺本家 . 宗教.哲学或者是整

个文明的 "文献' IM1 .这种有意义的形式观念与形式主义的观念是

不一样的形式主义者剥夺了文化的意义.而卡西尔力图证明.有意

义的形式是为文化的意义所承载的.卡西尔指出.研究者自身的心

理、经验与哲学会决定他自己的阐择-一第四与第五章将讨论一位有趣

的接曼理主与身份政治的先驱.

潘诺夫斯基以来的图像志与图像学

播诺夫斯基的方法对 20世纪中期的美本史有着广泛的影响.现在

他仍然被认为是这个学科中的一位领军人物 . 尽管潘民提出的方法与

他对文艺复抖艺术的前瞻性研究育关这是他擅长的领域-{且它们

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时期与文化 [例如，见书目申的弗里茨·萨克斯尔

(Fritz S町I ) 、 鲁道夫 维持科夫非 (Rudolf W川kower ) .恩斯特

贡 布 里 希 ( Ernst Gombrich ) . 理 童 德· 克 劳 特 默 ( Richacd

Krautheimer) 、 扬 · 比亚沃斯托茨基 (jan 因alostocki) 与 现斯 ' 贝 尔

廷 (Han电 坠It ing ) 的著作 J .和l奥 斯坦柏格 ( Leo Steinberg) 的 各

著(有争议的) «基督的性征» (The &xuality of αnSf ) 就是-部熟

练而富有想串力的运用图像学与图像志分析的著作.斯坦柏格(出生

于 1 920 年 ) 是位美国的艺术史家 ， 他第一次将基督的生殖器视为被忽

视的图像.他论证说，在大量的文艺复到图像中，基督的生殖器不仅

仅是可见的，而且是有意展示出来的2圣母玛利亚向东方三博士揭示

了幼年基督的生殖器.或者死去的基督的手去下垂在其生殖器上.微妙

地突出丁这个地方.斯坦柏格将这类图像志与神丰上对基督化身为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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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调联罩了起来，他作为一个得道的凡人-一并且有性别一一一个连

接神与人的人.

图像志与图像竿的工作在这个领域里产生了富有成效的新进展.

一个受关注的方面就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图像的意义. 波兰艺术史家

扬 ·比亚沃斯托夜基 ( 1 92 1-1 988年)使用 "图像志的万有引力"词

来描述图像与母题呈现新的意义的方式.事实上.阿比 · 瓦尔堡在此

之前就已经对从古典向基督教艺术转变中这样的主题与图像的延续佳

作过注释.例如 . 我们总是将光环阐释为基督的神性的一个符号.实

际上在古凤时期的晚期是用来表示贵族的身份的. .图像志的万有引

力'尤其曹遍存在于比亚沃斯托夜基所谓的 Rahmenthemen或者 "包罗

万卑的主题 .. (encompassing themes ) 中 ， 它就像文学 中 的 "传统主

届" ( topoi) 那样 . 在历代艺术中都是提盛不寰的重要题材 IHI . 在

西方艺术中 . 这样的例子包括邪不胜正、 英雄 、 统治者 、 祭品 、 母与

子 、 神启还有对死去的爱人的哀悼. 它们都出现在希腊、 罗马 、 阜期

基督教、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艺术之中一一与之外一一在一个宽广的历

史与文化的语境中 .

随着 20世纪 60 年代束 ‘新.艺术史的挺起. 一种富布成效的图像

志批评得到丁发展. 由于是在-个强大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的时代

25 工作 . 新艺术史学者都热衷于异军突起的批评理论的领域. 比如后结构

主义与符号竿 ， 还有艺术史的历史 s 他们开始质疑艺术史的预设.方法

与目标 IM1 .他们强调的是观者的角 色与社会语搅在决定艺术品上的

作用. 艺术品并不是由艺术草交到观者手里的-封包装精英的信，而

是一个重杂的文革. 它能够以很多方式来解读 (或者误读 ) . 这些新

艺束史草尤其批评在本质上是限于一定范围的，并且是描述性的图像

志分析 T. J. 克拉克 (T. J. Clark ) 将潘诺夫斯基的那些无能的追随者

斥之为 ·追逐主题者· . 而斯维持垃想 阿尔南斯 (Svetlana Alp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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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 1936 年) 质疑视觉草征必定具有或者表达意义的预设 川 .

与此同时，阿尔甜斯与其他学者们强调 ， 潘诺夫斯基的方法是为

丁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而产生出来的 ， 并极力认为这种方法是最

适于分析这个时期的艺术的.在他们吾来，不加区别地使用这种方法

将错误地暗示文艺直到的艺术一一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挠的艺术 提

供了一个普世的制像模式 I201 .这场争论在涉及到 17 世纪尼德兰风俗

画时变得尤其的激烈.尼德兰艺术史家埃迪 德琼 (Eddy de

Jongh ) 与其他学者运用 丁一种图像学的方法来讨论这样一种对 日 常生

活与事物的描绘，认为这在草征的意义上寓意着富有 tn l . 在 4描述

的艺术 1 7 世纪的荷兰艺术» ( TheA时of Describing : Dutch Art in

the sevet山'enth Cent ury ) (1983 年 ) . 斯维特拉娜 阿尔甜斯反对说 ，

荷兰艺术与意大利艺术不同，不是叙事性的与靠征性的.在她看来 ，

荷兰的艺术家们处在一个特殊的视觉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将对日常生

活事无巨细的描绘吾作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而非-种传达伪善的

说教信息的方式. 她将绘画与地图、 透镜与镜子的制作相联，视为一

种独特的荷兰现觉文化的表现.其他学者则认为.在荷兰绘画中 .这

两种看法都是对的荷兰艺术家们有章创造丁←个开放一封闭的世

界，如果要选择，观者可以在草征的意义上对其进行阐释 ， 或者体验到

它是对世界的一个新鲜而有洞察力的视角 12 2 1 .

实践图像志与图像学

当你要开始作图像志分析时 ， 借助潘诺夫斯基的三个阶段对进行

你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只不过在最后的分析中 ，你很少会革统地解释所

有的这三个阶段.我将举一个南亚的雕塑作为例子，它描绘的是印度

女神杜尔迦 (Du<ga)最死恶魔玛希啥 (Mahisha ) (图 2一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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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 2- 1 拉 尔 温 At .量 玛 ，特 嗡 ， 苟 ll .

Arr()Iko Mel lO 扁 . J""归' . 指

贾斯坦.. 笛 I AoJO$!to'叶 ，

印 II

26 . 基本的图像志问题有助于进入对这件作品的研究 . 尤其是如果你不

熟悉印度的图像的话最简单的问题是.这件雕塑表现了什么?

(一个多臂的女性形草正在斩首一只野牛. 一头狮子正在咬野牛的后

腿部分 . 一个男人似乎正蜷伏在它的头下 }

· 这些人物是谁' 你如何认出他们? (那个女子的干手与手持的诸多

武器，--vaj ra (钻石或闪电)、 三股钗 、 剑 . 弓 ‘砍刀-一帮助你认

出她是杜尔迦.斩盖以野中形靠出现的惠魔玛希啥的女神 )

在完成丁对这个人物的基本识别后.你就可以开始问-罩列的图像

丰问题了 ，设计这些问题是要在更大的范固申来探讨这个人物的，

· 这位艺术草对这个题材的刻画在什么程度上相似或相异于同时代或

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对这个题材的制作的9

· 这个形草是否启发了文学上对这个主题或题材的再现 . 抑或是受到

了这个主题或题材的文学再现的启发。

' 你又如何解释这些相似或者相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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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其他的根觉形串直接地启发丁这个再现'

图像志/图像学分析的一个重 要的方面就是与文 献作比较，所以你

可以拽出杜尔迦对抗恶 魔的各种解释.这里有-个这样的文本.选自

4伽理伽往世书» (KaLika Purana ) 第 62 章 ， 一个 19 世纪或 20 世纪

初的宗教诗的选集，它包括丁大 量对印度女神的描绘 ·

恶魔始而最拜瞌陀 罗 ·哥 利 <Bhadra Kali ) . 其 后 . [杜年迦] 再

度向其显身 ，适欲咔世之 时 ，植乞 她开恩. [址#迦]应 血 ， 世叉乞她

恩准幸生侍参左右 . [杜年迦J ~事 目 此思 已 然应许. "适放且谍于此

世之际 ， 呜呼 .~魔玛帚哈 ，放必得 Ac侍于 1l.侧.于 -切膜拜我之所

在 . #即 ‘膜拜 '放 之所在 5 至 于;;;身 ，吗呼 .擅那要 (Danava) . 其 时 #

1ll为人所 膜拜与 默想. "

你还可以研究这种浮犀.它是所要装饰的庙宇的 整个图像志设计

的一部分.安比卡 ·玛培 ( Ambika Mata ) 是-座戴维 ( De叽 ) (女

神)的庙宇 . 'E':融合了为 数众多的社尔迦且其他女神的图 像.安比

卡①.神童的主像.是一个母亲女神的形辈 ， 通过她的狮子坐骑而与杜

尔迦联罩了起来.所以你也许会想将这个杜尔迦的形章与 真他同一座

庙里所描绘的安比卡形卑作一个比较.

通常.图像志/图像学分析是比较性的 ，你可以将这座庙的图 像与

制作于 1 9 世纪的其他的杜尔迦作比较 (图 2-2 ) . 在这个形章中 ，杜

尔迦的狮子得到了 强调 . 而恶魔则以其最终的人形现身 . 而非一头野

① 这段寻l立里捉到了三位女柿-一戴维 ( D<v; ) . ft 尔 迦 ( Durga ) 与 安比卡

( Arnb;ka) . 在古印度的神话中瞌维女神曾三Il:现身杀死且胁世界的E晦 . It尔迦与

安比卡分剧是匾蛙女神嚣二民与盟三民的理身.所以作者提ill诠吾将杜尔迦与安比

k的It' ll进行比较. 另外.由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 .译者未能古到边段文字已出版

的中译.只是据英文以立吉译出.读占若需号l用.量好西H原文!1t比较好的中译

本. -一译者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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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桂尔迦仍然有许多手臂.但

他被她的孩子们所伴随.在一个

比较性的图像志分析申.你会继而

思考这些相似性与相异性的意义.

从图像竿角度 . 你会尝试曾去理解

这些运用了两种形串的不同的方

式 那个小的在器的形草是同 童

的一部分.石踵则在一个重要的庙

宇里.同样地.小的宣器形草创

作于印度作为 英国 的 殖民地时

困 ，-，恰尔温罐码精略"险也影绘蝇-.期官可能是制作于欧洲并出口
，自9温尼H雪，

到印度的产品 . 或者是一个欧洲的

制造商在印度生产的，另一方面，这种商品得以产生的殖民地背景也是

一个重要的图像学问题.

当然.图像志与图像宇不必单独使用.你可以用这-)巨列的图像

学问题产生一些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作为解决意识形态、 阶级.性别

或见于第三章的运用了独特的语挽理论的殖民主义的问题的起点.比

如.女性主义的理论会帮助你分析在安比卡·玛塔庙中见到的-罩列

女性的形单 .

28 符号学

她们说 .她平能穿红色的在服.因为对一个年 轻 的 女在 幸 说这

大且胜了 .这样的女在也许在高 中快毕业的时候就理 穿 了 . 地如进

红色是代表 ill:情的颜色 .知道一个女人穿蕾红 色 的 在服 ， 就是 草草 、

性略 .知道一个穿红色在腥的女人最好警惕 . 红色代表她们所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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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妇和最女.她已经在试穿另 一件粉红色的在 !fiT • 她们 说她穿

粉红色的衣服看起来那 么的单纯.那 么的甜蜜.她私下喜 IX黑色 .

这是一种夜晚的、内在的盘情的颜色 . 当女人们去跳挥时 . 当 地们

盛革去在且告时，她们就穿黑色的连在裙.她们坐在镜于前捧着化

壮品 ，让她们的嘴唇红而丰满.在她看来 ，她们 穿黑色连在裙时比

她们Ji!任何在服都漂 亮.她等平反要Ji! 一件 .

贝 年 · 胡克斯 ( bell h∞ks ) ， ( 黑 骨 头 3 少 女 时代 回 忆录 ) (&ne

Black : M emnries of Girlhood ) ( 1 997 年 〉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理论. 简而言之.符号是以某物代表某物.

举个例子望向窗外 . 找一棵树.你正在青的东西有关各种各样的符

号 . 其中之一是 "树' 这个词本身，它是写在纸上的三个偏旁部首

木一叉-寸①. 另一个符号是念出来的词 "树 " .还有一个符号是画

出来的树. 一个小型塑料玩具树也是树的一个符号 . 另 外还是姿势

的符号如果你在玩手势字谜游戏 ， 并站直双腿.双手举过头顶， 呈

"V" 字形展开 ， 你的伙伴会猜你表示的是一棵树. 所以符号可以有 29

词语、图像、 声音、物体等形式，甚至是观念一一你望向窗外时在你头

脑中想象的树也是一个符号 . 尽管几乎任何东西都有成为符号的可

能 ， 如果它被 "翻译 " 成了符号，官就只能起符号的作用为了使它

们能起符号的作用，就不得不把符号当作符号来认识.

在本章开头所引述的胡克斯的回忆录中， 胡克斯描述了她关于女

人衣着的符号字 ， 关于女人衣着的款式与颜色的意义的研究. 贝

尔 胡克斯的符号体系是基于文化的知识一一-广泛被接受的关于这些

颜色与款式的阐释 同样也基于她自 己个人的意义.对于胡克斯

①原文是"它是写在纸上的四个字母 z F?rt.这里只能用意 详。一一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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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 黑色是夜晚的符号 . 即是因为它的黑色像夜晚的天空 . 也因为

它是在夜晚被穿曹的.黑色是内在的激情的符号.别是胡克斯 自己

的更具个人化的意义.是由围绕在她身边的成茸女人晚上外出时穿

黑色的连衣裙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 s 连衣裙很性感，尤真是套丁外

衣.这就是为忏么对于胡克斯来说意味着潜在的激情的原因.对于

不曾有与胡克斯同样的想 *'力或者经验的人 ， 黑色并不一定代表潜在

的激情.对我而言，对这段文字的分析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个符号

要如何被识别才能起到符号的功能，并且就像黑色一样，符号能再$

茧的吉义.

在许多方面， 这些囱图像志学者与图像学学者提出的问题也同样

与符号学相关.对于许多艺术史家而言 ， 符号宇更像是跨学科版的图

像志与图像学.种细敦的提间方式.追问作品有什么意义， 它们如何

创造或表达这些意义.符号宇提供了另一种-一有人说得更准确

语言与模式.来理解困像与社会以及图像与观者之间多方面的联系，不

仅仅理解艺术品意晾着什么，而且理解艺术罩、观者以及整个文化是如

何去创造这些意义的川.

奠基性的符号学家z絮绪尔与皮尔斯

尽管符号理论曾以不同的形式活跃于古代的各个时期 ， 但现代符

30 号理论在根本上是奠基于两位理论家的著述 ， 瑞士语言学军 费迪南

德 京绪尔 (Ferdina.nd de Sau目ure ， 1 857-1 913 年 ) 与美国哲学家童

尔斯 桑德斯 · 皮非斯 (Charles Sanders Peir白 ， 1 839-19 1 4 年 ) . 根

据索绪尔的论述.符号由两部分组成{图 2-3 )

能指 # 号所 '*取曲形式

所指 其所代表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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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2- 3 .蝠尔的愕号罔型是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革就是意指的过徨 ， 以两个箭头表示.所

以， 回到树的例子 . 你向窗外望到的东西便是所指.拼写在纸上的词

"树' 便是能指 IM1 .

查尔斯 桑德斯 皮尔斯对符号的诠释则有些不同 . 他认为符号

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

代褒项( Repre由ntamen ) 持 号所来取 的形式 〈丰盛是辑盾的 )

解释项 ( Interpretant ) 便再号得 以理解的常识

对象 (Object ) ~ 号指静的事物

在皮尔斯的符号模式中，被曹作是要你停车的概念的符号的交通灯

构成如下 在十字路口 的红灯 (代表项) 。 停下的车辆 (对串) ， 红灯

意峰着车辆必须停下的观念 (解释项) . 皮非斯的结构常常表现为一个

三角形. 其中符号的车辆与所指之间的虚线章峰萄二者之间没有 自 动的

或者天然的联革这个联军必须被建掏出来(困 2-4) int .

皮尔斯发展丁-种十分精致的符号分类 (垣过 59 0∞ 种 ! ) . 但 3 1

对艺术史家最有帮助的是他对三种基丰的符号分类的区分.

符号 ( Symbol) 这种盹指完全是任意或者 约定俗成 的，它 和所

指之间 并无相似之业 . 例如 . 宇母表 的 丰母 . 1民 宇 . 吏通情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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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量体 一一一一解帽项

Sign
一
立

对章良

画 2- 4 «尔斯的符号商襄

图像( Iron ) 这种植指感觉上与 所指相似 . 或者模曲 了 所指 .或

者在某些性质上与 所指相如 . 例如 z 一幅 肖惶 .一提模型飞机.

表征( Index) 这种植指不是任 意 的 ， 它 在某种 程度上 ( 物理 的

或者因果是革的〉以佳世观事>I.推断出幸的方式与所指直接相 关.

例 如.临库盖拉(生晴 的表缸 ) , I'l. 烟 ( 太 的标 ;在 J ，脚 印 {过路人 的标

三t ) . 照 片 与 电 ti <光打在感尤屏上的直接结果 ) •

符号通常并不仅仅属于一个类 目 真中有许多的交叉 . 并且符号

通常分再这些类目的-个以上的属性.例如.肖像照既是-个表征.

也是一个图像 . 因为它是一个人的{借助光线}身体存在的直接穰迹，

也因为官与此人相似. 对于你的目的而言 ， 为一个图像贴上栋签 . 把

它吾作是特殊的符号类型这种做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 通过 思考那些

不同的意指过徨.那些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同关革.以及由于观者造成

的它们 (解释项)之间的关军.你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

32 罗莎瑞 克劳斯的论文4表征的含义 ， 20 世 纪70 军代的美 国艺

束» (Noles on the 1rule.r : 坠宵nties Art in A m t"n·can ) (1 9 77 年 ) 在这

里可以作为一个例于.克劳斯声称 ， 尽管 70年代的艺束活动具有多样

性一一包括了从景像到表演到大地艺术到拍卑绘画的表面上的 "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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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主义.一一这些作品是由于在们坚持在征的各种表达方式.而非传

统的风格或者搜介.而被统一在一起的.例如.丹尼斯 · 奥本海姆

(Dennis Oppenheim) 的4身份的延伸» (ldrot it y Stret<h ) ( 1975 年 )

中 .将他的指纹扩得很大.印在一块极大的困地上.用沥青线将它的印

迹固定在那.克劳斯注意到这件作品 "通过茬征而集中于存在完圭的

被固定上' tm1 .

体系与符码

当代符号学并非孤立地研究符号.而是把它昔作是‘符号体系·的

-部分. "符号体系" 是符号的各种组合 . 它们一闹起作用以产生意

义.井且建构与维护现实. "符码'是符号学中的慕本概念.比如 .

章绪非强调孤立的符号是没有意义的 ， 只有通过它们与其他符号的关

革来阐释时它们才育意义2符码是在任何社会中传播的符号综合体.

俄裔美籍语言学家罗 曼 '雅各布森 (Roman Jakob""n ) (1896- 1982

年)进一步强调.符号的产生与阐释有赖于用于交流的符码或惯例的存

在.一个符号的意义有赖于它所置身其中的符码.符码提供一个模

式.符号在这个模式之中才高意义. 要从符号竿的角度对文本或者图

像进行阐择就需要将它与对应的符码联系居来.

这再一个理解符码的好办法.比如说你是一个只会说法语的人 .

现在.如果你晋jlJ-个英文单词 、回.拼写在纸上.你不会认得出它

是树的符号，因为你不知道符码一一在这个情形中是英语一一使这些字

母的组合有意义的符码 . 当然 ， 你会认出 "arbre " 这个词 ，因为它在

法文中表示树.是一个树的符号.同时你会认得也是符号的一个小塑

斜玩具树.因为那是一个许多说英语与说能语的人所共高的现觉符码.

但尽管这是看似如此 自 然的一种关联-一对于你的眼睛而言小塑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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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代表丁-槐树-{旦你不能以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符码. 比如 .

一个来自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人 . 没有受过塑料玩具的什么

33 影响 . 设宇过什么表示事物的特殊符码 ， 可能就不会把小塑料树 (作为

一个符号 ) 当作树了.一种特定的再现. 例如-个塑料玩具. 如果你

是与之一包成长的，你就会视之为 自 然或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际上它属

于一个极其凰特的主化符码.就像语言一样是要学习的.

关于符码的作用 . 推各布森交流符号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与艺术史

中都有影响 tm . 发出人/说话人将一个信息 (文本、说话.图像} 发

送给接收入/读者/听众/观看. 为 丁能使这个信息得到理解 ， 必须要

照发出人与接收入所共有的现在a这个现实被称为语境.这个信息必

须借助接收入能够获得的嫌介来传送，并且必须放在一个接收入能理

解能使用的符码之中 (成功发送与接收了电子邮件附件的人合同意这

一原则的 ) .所以一次信息的交流由这些步现组成 . 发送→吉且 接

收一垂照一符码. 雅各布森的理论强调符号是关于交流的.这种交流

是一种文化上的特珠程序 . 当然交流并不总是成功的. 发送人与/或

接收入也许并不特别能熟练地运用符码.或者符码并不能很好地适用

于信息的传达 . (想一下手机让我们发送短信 。 它们适用于某种交

流，比如 "跟家打电话" . 但不适用于其他的交流，就像 "通向市中心

的第五街区完全堵车了 .你要在市区见我的话，就走公园路吧" ∞ . )

实上 ， 符号学以许多方式精心建构符码的理论 . 膏 时还用复杂

的符码类型学来区分它们起作用的不同方式. 雅各布森的著作在接曼

①实际上用手机发逞再伏的短信.lIllil可能的 .在同内许多时尚的lf. fl，入占甚至

用包月的短俏来聊天.但译者不情世J<同的手机阳俏的使用情况.所以评占推测作

击的革思且诅 .手机坦信不适古监太茸的.语桂黯掏克'在的信且.而适合监省峙的 、

不必将主说 .讲话剧宾语全部写出的倍且 ，这种自盹的情且是诅话λ与听话人却明

自由.详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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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很高影响.我将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讨论他的理论.

阐释符码与符号

一个持号… . .是某种东西 .'E对某人而古在某些方 面或某种 身

世 中代表某物 . 'E 向 某人盲说. 就是说 .'E在此人心中产生一个相

应的梓号 . 或者是一个也许进一步皮展 7的持 号.它所产生 的持

号 .在静之为第一排号的阐再.

查非斯 · 桌槽斯 ·且年斯 . 1 93 1- 1 9 58 年

对于皮尔斯而言， 符号是-个过程 (素绪尔认为它更多是一种结

构) . 皮尔斯式的三段式符号概念-一代表项/解释项/对捏一一引出

-个重要的问题 指号过程 (阳miosis ) ① . 符号的产生会停在哪? 如 34

果闹释一个符号的过程总是严生另一个符号 (代表项) .那么指号过程

可能会幸远延续下去. 符号学草们称这种情况为符号竿的漂移.

对于意大革IJ 符号宇草与小说军安伯托 · 埃 柯 ( Umbe r Eco)

( 1932 年 } 而言 . 与现实相比 . 认为任何文革 {或符号 } 的无限读解

是可能的这种观念更多的是一种假设川 . 在皮尔斯的基础上. 挨

柯认为， 一个符号产生可能的意义. 尽管在假设上是无限的. 但在现

实中是为祉会与文化语挽所限制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 除非我们 已

经在我们的文化中了解了基督教 . 否则我们无法将一个带孩子的母亲

的形象读解为圭母与圣婴= 我们的知识. 或者对知识的缺乏 . 会为

找们所能创造的各种阐释戴上一个~箍咒. 同时，在一个更小的范

围内.符号字也许还会为阐释者的能力 {或无能}所限 他所知道 35

的用于阐释这个符号的相关符码的范围 . 重要的是要记住:语烧不

由 在逻辑l学中 .指语言或非语吉赳记号捆代作用的过程，即解释符号的行为.

-一译者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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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定的.而是生成的. 限制符号学家的文化现实是一个共同体的

产物 : 它也许是一个独断的伪现实 . 但它的影响不可小觑.

34 艺术品真的令人困惑吗? 艺术史家真的是侦探吗?

艺斗之史的基本的形式主义、持描;j:摩斯一样，都是那些植~视

号学与图悻志f ill埠学的步骤是一的细节.那些细搅却遭露着解开

个基本的问题·艺卓品是否是某种谜团的战幸的大师.全兹伯格实

能植硅解的 东 西，就埠一个谜或者 阵上件之为"是不起眼的气 lower )

谋杀桂章一样.在《莫飞吉利，都总经验三1万法，并且不合适地将

伊德与耻洛克 ·福;j:摩斯线幸与之与科学的方浩作叶比["1 . ( 当

科学 方法机Morell i • Freud. a rid 然 . 蛙验主 义的 方 法 与 形 式主 义

S herlock Holme.~ ~ Clues and 是背道 而驰的 ， 形 式 主 义告说在

Scielltific M et hod ) ( 1980 年 〉 凝视一 幅 画 时什 么 也破译不 了 .

中. 意大利 艺术史牢卡洛 · 金兹只能体验到某些在西 . J

伯格 ( Ca rlo Ginzburg ) ( 1 9 39 年 ) 艺本 史 牢詹姆斯 . 1:.. 尔 金斯

提出了 一个问题.乔万尼 ·英吉

利 . - -t 章大利医生与艺术史牢 .

在展了一种鉴定的 方法，这种方

法是建立在他作为医科学生时 曾

研克过的科学分吴法的基础上

的阳气 也相信真正将艺本事们 E

分开来的 不是他们作品 的打动人

心的 、引人，正目的特征，而是如提

的 革 西 . 如 叶耳垂的描蛙.全兹

怕格论证说， 英雷利与弗洛伊德

就啤最伟 大的 小说情探歇珞且 ·

(J ames Elkins) ( 19 5 5 年 ) ~.主 意

到 .因为这种植译模式已组变成

了这样一种基础的艺本史训埠.

艺术史 学者都制向于关且能植

以这种方式处理艺术品了。"轧

们 不 可避免地址 邮 些保证一样

的画所咀引.并且不如为什么啡

)t 茸 的 章 义 与 明 显 的 菩 章 不 感

兴趣 . 这 门 学科是在 巧妙F 地解

决问题的快感毛主并盛起幸的.

而在那些优茸的、普通的、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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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西面前 .x.其是在那种拒绝持

自己在现得埠一个谜的图啤面

a :: . MJt " 听 M叩 旦

前 ， 它 则没 有 活 力 . "【叫如 果 艺

术史事是 1.探，蹄是因为在们选

择成为曲探.

认为符号彼此相关的观念.认为它们是更大的语境的一部分，以

及它们不是封闭的、不连续的意指的小单元的观念，同样为法国符号

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J ul i a Kristeva) (1 9 4 1 年 ) 所强调 . 在

20 世纪 60- 70 年代的时候 . 克里斯蒂娃是与激进期刊4原样 » ( T el

Que! ) 有关联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中的一员， 在 《原样B 中她发表了

她最重要的几篇文章.克里斯蒂娃发展了互立性的概念，以探索士

本 (或符号)在实际中相互指涉的方式.她将文本放罩在两个轴线

的关系中 横轴与文革的作者和读者相联，纵轴将文本与其他文本

相联. 共同的符码联合两个轴线，因为在克里斯蒂娃吾来 ， "每←

个文本一开始就是为其他话语所管辖的.这些话语将个世界强加于

这个文本之上" IUI . 激活这些联系是符号的创造者与符号的阐释者

(作者/读者 . 艺术家/观众 ) 的责任. 互文性在后结构主义者与后现

代思想那里变成了-个重要的观念，我在第六章还会回到这个问题土.

互立性问题也涉R符号直接与 间接表示两种方式 ， 这两种方式命

名为"直接章指胃 与 "间接章指" . "直接章指' 意味着一个符号

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是通常能被识别的 . "间接章指"与符号

的不太明显的意义相关，是需要推断的赋于阐释符号的过程以相

应的符码是阐释者的工作.比如 ， 多数读者都会同意 "玫瑰 " 一词

指的是一种芳香的花 ， 有许多花晴和刺，但他们是否能够辨别出被归

为 "玫瑰" 一类的所有花呢 (即被 "玫瑰 " 一词所章指的花 ) ?例

如，在情人节那天，花店里会充斥着青起来一点都不像玫瑰的野玫

瑰 . "玫瑰 " 一词同样有许多间接意指 它暗示着浪漫、纯洁 、 优



040 l; #.筐，篷...
己

雅一一-并且.在英国玫瑰战争期间 ( 1 4 55-14 85 年) . 红白玫现代表

战争双方. 兰切斯特家族 (Lancaster ) 与约克家族 ( Yo，k ) . 而对

你而言. ·玫瑰. 词也许直接章指搜漫的时候 ， 只有在你将一种英

国历史知识的 "符码"运用在它们身上的时候.红白玫瑰才会与玫现

战争相关.

36 俄国语 言 学 家 与 符 号 学 家 沃 罗 辛 诺夫E伦 汀 ( Valen tin

Voloshinov) (1 89 5-1 9 3 6 年 ) 指出 ， 直接章指 与 间接章指是难以完

全分开的.因为甚至是释读直接章指的活动也需要阐释的能力， 所

以 他认为 . 这个过程是 "为价值判断所塑造的· 意义且是渗透

价值 判 断 · IU1 . 法国 符 号 学 家 罗兰·巴特 ( Roland Barthe~吨 )

(1 9 1 5-1980 年 ) 盎展了这一观念. 他论证说 ， 尽啻直接意指会被啻

作是一个符号 ·基本的. 或 ·自然的' 意义.实际上它们自身是为符号

的间接章指所生产出来的2 .直接意指并不是第一个意义 . 只是显得如

此而已a在这种错觉之下 . 它最终不过是间接章指的最后一个而已(

个君似开始与终结阅读的意义) . 不过是更高-级的神话.通过这个掉

语文本貌似回归到了语言的自然性之中， 回归到了作为自然性的语言

之中. " lMB巴特通过援引广告与摄影的例子.详细阐释了这个论证，

并且有许多艺术史家已经回应这些观念-一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间接

地批评了纯真之限或者前图像志阐释的观念.

符号学与艺术史

皮尔斯学派与索绪 尔学报都很早就革认-一在艺术史芋者之

前 符号字对艺术的阐 挥也许会是一种极富成效的方法 . 并且不久

前符号学家们正在像晋待文字一样吾待图像. 1 934 年 ， 在一篇里程

碑式的论文 4作为符号宇事实的艺束E 申. 捷克语言学家简 · 穆卡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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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革 (jan MukaTov~ky ) (1 89 1-1 975 年 ) 声称 : "艺术品有符号

的性质 . '他继续将章绪尔的方法用来分析视觉艺术.尽营章绪尔在

他的方桂里区分了能指与所指 . 穆卡洛夫却区分出了 "在感觉上能觉

察的‘制 作品 . " 与 存 在于"整个社会的知 觉· 之 中的 ·窜量对

卑" . 1 9 60 年 . 法国哲学家英里斯 ' 梅洛-庞蒂 (1 908-1 96 1 年 )

出版了 4符号E 书 . 将章结尔的模式用于知觉现卑学之中 (现辈学

是对经验的研究 ) . 梅洛-庞蒂将绘画与语言联罩在了一起 . 因为绘

画是由符号组成的 ， 井根据像语言-样的 "语法或逻辑 " 集合在一坦

的.巴特著各的 4符号竿元素E将索绪尔的模式用于像卡通与广告

这样的流行图像 .

20 世纪60 年代 . 在艺术史学科 自 身之内 . 美国艺术史家圭耶 -

E皮罗 ( Meyer Schapiro ) (1 904一1 9 9 6 年 } 开始在但觉艺术中探萦 37

符号芋分析的观念 . 1 9 6 9 年 . 他发表了-篇重要的论文 4论视觉艺

术符号字的若干问题:场所.艺术家与社会) (On Som~ P robl('m s

川 th t' S t'mio t ics of Vis ua L A rts : F jeld .Art ist ,a nd Soddy) .在文

中 .他将艺*'品的形式分析与对它们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考察结合了

起束. 他尤其关注画出来的图像与图像所在的平面 (背景 ) 之间的

关罩 ， 并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图像是否是被以任何方式框起来的 .

在探讨不同的画框设计是如何能够使艺术家处理图像符号时， 夏皮罗

从旧石器时代到埃及艺术到20世纪艺术列举了大量的例子. 为了创

造意义. 在与画框的关革申 .形靠能被以不同的方式来安置 ( 即神 的

右边是受恩宠的位置 ) 、 放大. 提高、 降低等等. 这是一篇极富争

议的论文， 但在对它的评论中，它无法被认为是艺;在史符号竿的蓝

图.也不是系统的符号宇.

这有赖于在不同的领域中探章批评理论的 ·新' 艺术史家对符号

宇进行长期不懈的研究.美国竿者诺曼布列逊 (Norman Bry皿n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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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中是-个关键性的人物.并且他来自文学的领域.这并非偶

然.在他的各作 4语词与图像。 古代政体中的法国绘画» (Word and

J" w.g l' : Frl'nt"h l'a i lll ing οf til ,. Aneim RI'J{ imt' ) ( 1 98 1 年 ) 中 . 布列逊

探讨了主求中近似语言的性质.以及艺准与实际的书写语言的关单 {见

下文的 4语词与图像 » ) . 在符号字上 ， 他感抖趣的是对艺术品的开

放性的考察对他而言 . 一个图像井非一个封闭的符号.而是开放

的 . 它有曾多层亟叠的符号革统.这些符号系统在图像与文化环境中垣

作用.对布列逊来说.符号学开启了艺术作为社会中强大的力量的视

域.因为他杏到，符号卓统在图像、现在与文化I同 "循环 . (这显然与

克里斯蒂娃的互立性观念相关) •

在论苛叠的 4阿卡迪亚的牧人'的苦吕论文 中 . 法国艺;在史京路

易 马兰 ( Loui s Marin) (1 93 3 年 ) 对在运用 符号学理论来 阐 释艺术

中必然存在的硅踵进行丁研究 (图 2-5 ) . 这时的符号学理论已经 在

语言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他还在某种徨度上关注指示的问题 .

即-个话语的"指向 ' .每一个话语都再在于空间与时间之中: 宫是

由说话人 (发出者) 产生的 . 并在特定的语搅中传给听话人 (接壁者)

回，-.尼古拉 . . ..阿斗隆迪蕾的辙人 . 1830 每 . . '幅油. .包 . .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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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语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一个话语的指示性包括诸如 个人的

发音、动词、时态与地点副词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又如何去将这

些东西阐释为艺束品呢尤其是历史绘画 ， 特别是像普桑那种似乎不

向任何人吉说的作品? 马兰指出，除了绘 画的物理性存在于我们正在 38

霄它的事 实外， 图像之内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t的传播 与接受的情

形 : 它并不向观者言说 {即通过一个望向圈外的人物来言说 ) . 作为

观者 ， 我们直接替到画中的人物各行其是.仿佛他 们并不需要我们来展

开他们的故事 = 绘画以这种方式隐藏了宫的言说性结构.而且有意思

的是， 对言说性结构的隐藏(以及它们作为描绘的重新显现) 正是绘画

的主题 . -个牧人雷着墓碑上的字"阿卡迪亚也有我 .. (Et in Ar国dia

ego) . 这句话是对牧人言说的 . 但是 以一种开政一封闭的方式 . 因为

短语中没有动词曲一 .我也在阿卡迪亚 . (I t∞ in Arcadia ) 是拉丁文

的字面翻译. 马兰的释读包括了细致的文革与现觉分忻.揭示了一种

作为绘画主题的雅各布森式的交流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画草 (或观者 }

占据丁建构模式的语言学家的位置 问 . 马兰的论文无疑是重要的， 因

为它提醒我们 . 理论并不是一条单行街 这不仅仅是说理论能用于艺

术的阐释.而且是说对艺术的阐悻能够改变我们对理论的理解.

尽管荷兰学者米克 巴尔 (Meke Bal) ( 1 946 年 ) 接受的是文学

批评的训练 . 但她对艺术符号字有着重要的贡献. 她强调艺术品是一

个事件一--个每-次图像被观看审槐时都会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意

义上 . 艺术品也是一种原动力 . 一个观者经验的积极的生产者 ， 最终是

观者主观性的生产者. 符号字的艺术史的任务就是对图像与对图像的 39

阐释 、 二者之间的关革 (为什么一门学科要以-种特殊方式来阐释这种

① 从原文中可以喜出 ， 国在'是时直直气旷的翩诗 .这是-个介词.所以原立诅

垣语巾没萌动词 ，但在中文盟"在"是可以作功词的 .所以元挂作出准确的翻译.只能

以注释的形式来诅眼I . 一一译;If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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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呢? )、在阐释中图像的稳定以及对图像的阐释的稳定①同时进行

分析. 她指出 ， 艺术史申已有的图像志方法强调的是对图像来说什么

是共同的比如类型的历史一一而不是对一个特定的图像与一个特定

的观者研究该图像的方式来说什么是特殊的. 自 相矛盾的是 ， 她说尽

管在视觉图像方面，图像志也许能声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但事实

上却忽略了它们的独特性.

实践符号学的艺术史

这个引自 一本插图丰富的祈祷书 《琼 德 弗 的每日祈祷书B

(Hours of Jeanne d 'Evreu.x ) 的双页插图 (图 2-6 ) ， 让我们有机会

进行各种符号竿的分析.当富有的非神职人士奉行改编 自 僧侣仪式的

40 一套 日 常祈祷时 ， 便使用这样的书 ， 而这本贵重的书是琼 · 德弗 的丈

夫 ， 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为她订制的.在这里.我只讨论很少的一些

可能的提问方式一一这些图像是如此丰富 ， 以致它们能引起无尽的争论

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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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谈论阐#视觉围悻的过程.这

听起来多 少有点奇怪一一"阅读"

① 原文是"anchori吨 。£ the image in the interpretal ion and vice versa" .这句话不

太好理解，因为作者这里是在引述巴尔的现点，而译者无法击到巴尔的原文 .无住了

解这句话的上下立.所以译者这里只能根据 自己的理解束翻译。译者认血作者i草里

的意思是诅.阐释相当于能拍 ， 图像相当于所捆 ， 符号学认为能指永远也迫不上所

指 ，所以所捆咀是处于漂移的收志， 所 以如何能让国像 这个所捆稳定下来

(anchori吨 ， 即抛锚停靠主意 .这里用意i白。 同理阐释也是E-样性的 .如何能让阐H

也稳定 F来.是符号学的艺术史的任茹。 但这是译者的理解 ，读者不能不察。

译者注



一个视觉 图啤如何可能? 不是仅

但只能阅读主字与文本'马9

"阅读"艺本作品的现牵来 自

持号学理论，符号学理论常常用

以语言为根据的专门术语来讨论

阐棒的过程=时于持号学来说，语

言已经变成了梓准主流的形式

〈早管视觉 艺 本、在势Ii主动/舞蹈

与音革是另外的-些形式儿在

符号学中，主本是根据舰剧或者

特定媒介的惯例或者主流的形式

而是构起未(与阐辞出 来〉的符号

的某告.因此 . 小说是一种主本 ，

诗是另 一种文本.所以在这个意

义土，艺本品可且植看作是一个

文本，而根据制的着这种主本的

跑到L*，进行阐择的体 品性的 方 法

使可时植看作是"阅埠'\

包括来克 ·巴尔、路易 ·马

兰与诺曼 ·布列逊在内的许多艺

篝 =* M It州 阳明， 旦旦

本主事都皮展T阅读现企.把它

作为一种非 常 拉特 的 持 号 学 方

法，时阐梓视觉固保【叫。他们的

想法制不是偏爱又本的革曲而轻

视视觉的~西，而是为了更克分

地研究国f辜的视觉性.他们以不

同的方式论证说，面叶一件艺术

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直

接的理解 ， 它需要阅读〈记住，叶

人是来说阅读并不是天生的.在

们必须学与 ) . 恩 斯特 · 贡 布 里

希 (1 909-2001年〉是一位重要的

艺术史草，他在英国工作，他也提

出丁 困埠是植" 阅读"的现念 ， 因 为

国啤并不是天生的或自明的.而是

根据传须植硅译的"围画语言"而

创造出来的[371 .与那些坚持章指

过程的开放性的符号学草们不同

的是，贡布里希相信艺术享有确定

回悻的"真正告章"的能力 .

' 关于作品的视觉符号学 ， 你也许想从一些基本的问题入手 ， 就像圭

耶-]I:皮罗的问题一样首先吸引观者眼睛的是图像的哪部分。

是否有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突出?是否有某些部分被涂上丁更

亮的颜色.或者在雕塑中 ，或者在更大的浮雕中会这样处理?

比如，关于有页，你会注意到上面有三个突出的形结.在现觉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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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直有关联的.其中之一是在该页上方的建筑物背景申的-个大的

场景.另一个是一段文字， 它将一个下脆的妇女与巨大的字母 "D"

(钝饰性的首字母)结合在-起. 还有一个是在文字下面的一个戏剧

场景 (在一个现代的观者看来相当的不谐调 ) . 向 页面之外跑去.

回 ，-， 让 ， 皮鑫刷扣。n 叭~"剖 ，蝶 .，恨 的 每 日 街锦将 (4 .居慢 M ，与

《天使到匠'的，约 1 32 4- 1 328莓 ，笛 ，际页 3 ~ " 2 元 (8 . !I>" . 1 酬.

美国大概会艺术情吻筒 ，甸的 ，像遭院藏品

' 这个图像的直接意指与间接意指的方面是什么?

这些图像中的每 个都起着符号的作用 ， 你可以尝试逐个阐释它

们.井在它们的相互关革中阐释它们.直接章指的意义是十分直 白

的. 这个大场景是 4圣母领报 » .在大写字母中跪着的妇女是琼德

弗 此书即是为了该皇后而订制一一用于她的祷告会.戏剧叫 《在

中央的青蛙» (Frog i1l theMiddl叶 ， 它是中世纪版的 4盲人的欺诈B

(Rli7ld M an 's I3lu jJ ) 0

这三个符号有着重叠的间接章指的意义. EE德弗是一位皇后 ，

正如玛利亚一样，是圣母 . 是天国 的皇后. 这种对应在视觉上得到了

强化.因为字母 D将琼德弗框了起来， 它起的作用就像建筑结构一

样。 这两个女人被并置在同一页上 ， 必定鼓舞了 作为皇后与一个有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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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的母亲的琼德弗.以圣母玛丽亚来作为她的角色的楷模与撒励人.

这三个形草中的每一个又都被大量的符号所包围着.从你所提出的形

式问题的角度来考虑 ， 你会注意到.比如圣母玛丽亚的房子的主要楼层

被扩大丁， 章指着她与加百列相遇的重要性 s 带有妇人喜欢的用于承重

的天使模型的III层则相应地被缩小To页面上的圣母玛丽亚的形草很

大.而琼 -饱弗则相对要小些. 正是这个标志曾新的祈拷章节的开始 41

的场景的精致性.产生丁一个暂停的帽间.或者沉思的瞬间.以便开始

一个虔诚的活动·所以这种精致性间接章指着一个新的章节的开始.

· 用于阐悻这些图像的符码是什么 或者是被作为艺本史家的你 . 或

者是被当代的观者用来阐静的符码是什么9

甚至当 你明 白，戏剧的形草草峰着基督的被捕，对-种现代意识

来说它似乎仍然很奇怪地有着读圣的意味.为什么一个轻侃的场景会

与如此严肃虔诚的图像相结合呢?是什么符码和这样的并置对于琼

德弗与他的同代人来说是可能的?

· 在这些图像中是什么样的互文性在起作用?

同时联最它的对页来思考一下这一直.为什么将背叛基督与圣母

领报并直在一起?想一想每一个场景 . 它都是与一种问候结合在一起

的(犹大之吻 ， 加百列的"万福. 玛丽亚. ) . 这也许会再助于你进一

步探索两个图像之间的互文性. 这种致意或者问候的观念 (或符号 )

同样包含了琼德弗的小肖像对于祈椅而言其 自 身就是直接向神 、

向圣母、或者向圣徒致意的一种形式.这两页暗中进一步为这个戏剧

所连接戏剧中盲人的受辱回应曹基督在在西马尼被捕时所遭壁的

屈辱.

对亘文性的关注会引导你将这个图像与英他的祈椅书或者属于琼

德弗的各种物品.或者是这位艺术草绘制的真他书籍联系起来.同时，

互文性可以让你意识到这幅图像的独特性一一在草种意义上官也许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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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再现的符码 (下文讨论的灰色装饰图案技术就是一例 ) •

· 材料与技法如何意指作品中的意义?

尽管材料与技法不一定就是靠征或者母题 ， 但官们可以是能指.

在-个符号竿的模式中.你可以将材料看作是意义的结果.在琼 ·德

弗的祈拷书中，灰色装饰图案的运用是很不寻常的.仿佛是缺少贵重的

材抖.比如金叶. 而该书原来的主人认为这本书是极具贵重的-一它

列在关于珠宝的皇家财产的一张清单上，而不是列在图书馆里.也许

正是这本书杰出的艺术性与原创性才会使官价值连城的 ， 是艺 ;在性而

不是昂贵高如盘叶之类的材料才意晾着价值.它是被轻描淡写的灰色

图案技术所强化的.

灰色图案技术，与横贯两页的图画相结合，也许会让人想起另一

种图像，即靠牙双联画 {由两部分构成的合页画像 ) . 与这种横贯两

面的图画一样，小型的草牙双联画常常绘制一对选自 基督或圭母的生

平事迹的场景，灰色图案技法古在雕刻的表面产生光1'.在这-点

上 ， 你可以注意到作品中的细节同样章指着宝石般的贵重性. 这种细节

还通过草牙双联面的方式来强调其弘人祈梅的用途.这些关联也许是

祈拷书的互立性的-部分.

· 这个图像的指示功能 ， 即 它的言说结构是什么? 这个图像向谁言

说?如何言说。

在一革列某种程度上关于致意的图像中 .这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

题.这个图像是专门向琼德弗言说的.因为这本书是为她而制作

的. 但这些图像在祖觉茬达上并没有直接与她发生关革的地方(比如，

没有一个人物是从画框内向外望向读者的) . 同时 ， 琼 德弗被画在

这里.指示着她的祈祷.对于弄清楚图像之中以及图像与观者之间的

关革而言 . 在这里路易·马兰对曹桑绘画 (前文 37页 )中 的揭示结构

的考察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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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在符号学分析中产生的语境问题.你也许同样要接触马克思

主义、 女性主义、 酷儿与后殖民的理论 {见第三章 ) . 同样地. 符号宇

艺术史让人注意到了观者的角色. 所以精神分析与接受理论也会与此相。

关 (见第四章) . 我想在此提出的是一个可能比段难的问题 在艺术史

的语境中，图像志与符号竿的分析可都会是非常偏重于实物的.如果你

对行为艺术，或者那些用作外交赠品的艺术活动感提趣的话， 那你也许

就要认真想一下如何能有效地运用这些模式丁.

语词与图像

但说话人在此鸦雀无声.也许他们正在思考诗歌与绘画之间

的 巨 大鸿沟z在思带为了比辑它们过分地引申 T语词……但由于我

们 热量语词 .就让我们在这一点上耽搁 片刻吧 . 另一个人说.让我

们再挽 留绘 画 片 剖 吧 . 因 为阜管它们 最掉要挣遭 描 幢 .但绘 画 与 写

作还有许多话要相互倾述z它们趣味相投.

弗吉尼 亚 ·证中夫与提串特·西克特对语录<Virginia

uoolf .Wall« Sickm : A com.肝圃lion ) . 1 934 年

本章所讨论的许多问题是属于图像志与符号学的 . 它们最近被限

制为 "语词与图像"的问题.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关革是什么9视觉是

在简单地说明文革吗9是文本在控制图像吗9或者它们之间再-种

对话的形式?将文字运用于图像的阐 辑对于艺术史草来说章哇

忏么?

..这个 ‘问题'的第一部分是文革与图像之间的关草 ， 尤其是在那些

自身包含着图像的艺束品中的文革与图像的关系. 这是一个有着漫长

的历史的问题 : 希腊哲学草亚里士辛德讨论过诗与面的对应关最.今

天 . 我们仍然 引用 罗 马诗人贺拉斯 的 各 言 . 诗画一律 ( Ut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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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sis) 一一 ·诗 就像画 " (<<诗艺» ) . 正如来克 巴尔所指 出

"语词与图像曹起来不可避免地在‘符号的战争之中 . (即莱奥那j;所

谓的‘ paragone ' )牵连在丁一起 . . . . 每一种艺术 . 每一种符号或媒

介 ， 都声称有权拥有某种东西.因为官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去调解 (这

场战争①) . 它的要求是以对其 · 自 身 · 的特性的表述， 以其 自 身特有

的本质为理由的.同样重要的是. 每一种艺术把它 ‘自身.说成是与

对它·有重大'巨响的他者. (signi fi国nt other ) 相反的样子 tut .· 来歇

年 (W. J. T. M;lchelI ) 将语词与图像比作是两个说不同语言却有曹悠久

的接触与交流历史的国家.这种现立既没有解决这些边界问题.也没有

进一步证实它们，只是让这种相互的影响继续下去问 .在 4图像学-

44 图像. 文 本、 意识 形态 » (In »lou)g y : I»UJ.Ke. urt . ldrolQKY ) (1986

年)与 4图画理论论语 言与视觉的再现 » (Picture Th四ry : Es.says on

V'"也I and Visual RepreMη阳tion ) (1994 年 ) 中 ， 米歇尔认为 ， 作为再

现的过程，姐党与语言的再现都有一种必然的形式上的独一无二位. 尽

营它们常常通过先它们而存在的艺术活动与社会的或者政治的语境而

相E联军.许多艺术史家在他们所研究的艺本品中完圭关注的是这些

关系.比如米歇尔卡米耶 (Michael Camille ) 在他关于中世纪绘图抄

本的研究中所做的工作.

但图像同样产生文本-一即他们产生艺术史的文革.巳尔的 4阅

读 "伦伯朗" .在语词-图像对立之外» (R阳ding "Rembrandt-

。 由于阻立·调解" (n回回叶后没有其自 .所以括号里的真话是诗哥拙据 自己

的理解补捆的.具实这整段引述米直·巴尔的话.由F译者无法古阳原满.植王

土 F立 .甚至引立中还布告略 .所以译者 自己读也来也宜得不是很好理解. 这是一

部通史黠材 .立 '1 ' ~ I ~银j; . ~I的丑 /llJIo英文革作 .译者不可能通量所高的引立所在

的惊喜.在国内也植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所有~I宜的困译.译者都只能是植据本书的

上下文来理解 .如果读者需贾引述 45中某位学击的语点 . ，湾-定要查阅II;{立.-一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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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d th~ Word-lmag~ Op户}j;tiun) (1 99 1 年 ) 的第一章详细地提出

了在艺术史实践中语词与图像之间的张力. 巴尔指出 ， 由于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束的这门学科中的变化 ， "新 ' 艺术史学者都谴责更为传

统的艺术虫草忽视丁艺术史中的语词 (或理论) ，而传统丰者们则谴置

新艺束史家忽视了图像 刚 . 米歇句之评论说.某些张力的激化. 是因为

一些关键的带有理论性的艺术史的实践者都来自文学研究的领域-一包

括米歇尔 自 己 . 还有布列逊与巴尔 所以这种发展晋足来有点像是

"由文学帝国主义发起的殖民化运动- tUB . 这些问题在艺术史中从未

得到解决一一这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这门学科的内部批评仍在继续 . 还

因为这些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核心问题. 詹姆斯 ·艾尔盘斯甚至于认为 .

艺术史的语词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终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图像的有些方面

是无法解释的 IGI .

结论

也许在本书的各章节中.这一章出现的分歧性的理论流派最 K- .

从形式主义到图像志到符号竿.每一个流派都有其热情洋溢的实践者.

最后.每一种研究艺术的方法都与阐释有关.阐释可以定义为对某些东

困的深思熟虑的解释，或者是对意义的追寻.在哪儿与如何能找到章 15

且引起丁热烈的争论一气是否如形式主义所声称的那样，意义仅仅存在

于作品之内，或者如图像志学者与符号学字者声称的那样.意义存在于

作品之中.而作品则是作为更大的语境的一部分而存在. 并与这个语境

保挎辛辛动态的相互影响 .

入门读物 45

这些书籍分别属于本章所强调过的各个领域形式主义、图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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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学 、 符号学以及语词与图像. 其中一些原始资料是该领域的学术

论文 ， 其他则是初级读本与文集.

形式主义

福西雍，亨利 ( Foeillan . Henri ) ， 艺 术形式的生命， 纽约 . Zone

Hooks 出版社 ， 1 989 年 .

罗杰弗莱 ， 罗杰弗莱选集 ， 克里斯托弗 。 里德 (Christopher

Reed) 编选 . 乏加哥 .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1 996 年 .

格林伯格，克莱门特 (Greenberg . Clement ) ，立论与批评选集，

第四眷猛烈的现代主义 (The Collected Essay s and Crit i口sm . Vol. <1 :

Modernism with a Vengeance ) • 1 9 57-1969 年 . 约翰 。 奥布莱思 (John

O'Brain ) 编选 ， 芝加哥 ，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1 995 年 .

罗莎琳克劳斯.以毕加索之各 (In the Name οf Picass，叶 ， 弗兰

西斯弗兰契娜 ( Francis Frascina) 与 乔 纳 森 哈里斯 (Jonathan

Harri s ) 编选 ， 现代文化中的艺术 批评文本选集 ， 第 2 10 - 221 ]l( ,

纽约 Icon Edi t ions ， 啥甜 柯林斯 (Harper Collins ) ;费顿出版社/开

放大学 (Open U niversity) • 1 992 年.

盎格塔 ， 苏珊(Sontag . Susan ) . 反对阐释与其他论文， 纽约 法

劳·斯特劳斯 吉罗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 ， 1 966 年 . 伦

敦 立非与斯被蒂斯伍德 (Eyre and Spott isw∞d付 出版社 ， 1 9 67 年 5

伦敦，温提 (Vintage)出版社 ， 1 994 年 5 纽约 斗牛士 (Pi臼dor) 出

版社 ， 200 1 年.

图像志/图像学

阿尔南斯.斯维特拉娜 (Alpers ， Svet lan叶 ， 描述的艺术 17 世

纪的荷兰艺术 ( The Art of De5cril ing :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tll r y ) • 乏加哥大学出版社 电 与伦敦 约翰 · 默里 (Jaho Murr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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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1 983 年 .

霍莉 ，米歇尔安 (Holly . Michael Ann ) . 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

础 . 伊萨卡 (Ith.曲 ) ， 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 984 茸 .

斯坦伯格咽利奥 ( S阳oberg ， 1皿) ， 被文艺复提艺术与被现代所

遗忘的基督的性特征 (The Sa皿lily ofαrist in Renais5anu A时 and in

Modt'T7J Ol/ivian ) • 伦敦 . 法布尔 (Faber ) 出版社 ， 1 984 年 s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1 99 6 年 .

符号学

巴特， 罗兰 (Banh"" ， Roland ) ，符号宇的元素.安妮特 莱弗斯

(Annette Lavers ) 与柯林 史峦斯 (Colin Smith) 译 . 纽约 2 希尔 &

王 ( Hill and Wang ) 出版社 . \ 968 年.

埃柯 ( Eco . Umbeno) ， 安 伯 托 . 符号 学 与语言哲学 (岛-'ll时l es

and the Philosophy υf μn"皿K叶 ， 伦敦 ， 量克来伦 (Maαnillan ) 出

版公 司 ， 与布 鲁 明顿(日l∞mington ) : 印 地安 那 大 学 出 版 社.

\ 980 年.

克里斯蒂娃 ·朱丽娅 ( Kristeva . Julia ) . 语言中的欲望 关于文

芋与艺术的符号学研究 (Desirl!' in Lanl{闹j{t' : A Snniotics Appr;国ch to

Literatu re ω'ld Art) • 利昂 (Leon S ) 主编 . 鲁迪耶兹(Roudiez) 、 托

马斯 ·戈扭 (Thomas Gara ) 与 艾丽 斯 雅尔迪 内 ( Alice J ardine ) 英

译 . 纽约 .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

皮尔斯 ， 查非斯 桑德斯 ( Pe眩目， αtarels Sand町0 ) . 皮尔斯哲丰

文集精悍 ( Tht' Essn ztial P.付町I!' : &l« t« ! Ph ilosoρh ieal w ri lilll{s)

( \ 867-1893 年 ) ， 克里斯蒂安 克勒泽尔 (Chris t ian Kloesel ) 、 内

森 豪泽 (Nathan Houser ) 等主编 . 布鲁明顿 ( Bloomington ) :印地

安那大学出版社. \ 992 年 .

053
二



些 !: "' ~"iI' lI it

语词与图像

巴尔 . 来克(Bal . Mieke) . 阅读 "伦伯 朗. 在语词一图像对立

之外 (Rt>adinK "Rm-由'andt " : 且e '凹nd tht> Word· l maK' 0.ρ户JSi/ian ) •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1 991 年 .

来歇尔 ( Mitchell . W. T. ) . 图 像 学 图 像. 士 本. 意识形态

( lronoloKY: l maKe. T,xt. ld roloKY ) • 芝加哥 ·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1 98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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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艺术的诸语榄 3杂昏

在过去的大约 30年里.飞吾境中的艺术"曾是艺术史的标语.在 46

一些介绍性的综述中，新艺术史的学生学习根据英各个时代的士化来

阐释艺术z艺术广泛地被雷作是影响了宗教.政治、社会结构与统治

阶级.立化活动与传统.思想潮流等等，并被它们所影响.但对于许

多离年级的学生相学者来说. 对"语域中的艺求. 的简单 思考常常也

是很模糊的.因为研究语境问题会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本章介绍使用

最广泛的几种语境分析的方法 . 观念史 . 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 女

性主义.男/女同性恋研究与酷儿理论.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 这些

视角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经常是交叉的. 并且是与且他的比如符

号字与解构这样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每种视角都给你一些准确的语

言来提间关于种族、阶级. 民族性.性别与性倾向的问题.

观念史

一般来说 . 观念史考虑的是文化的意义是如何被一个长期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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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或者社会所产生出来的.是如何在与它们相关的事物与阐释中不

变或发生变化的.正如对于历史阎释而言 . 我们可以考察作为一种有

效原则的年代学.民族国事 . 一场战争或者一个特殊的人物一样，那么

41 孜们同样可以考察一种观念一一即从启蒙运动到现代的西方思想中的

理性. 这个视角在本质上天生是跨学科的，它处在历史与哲学的十字

路口 .并广泛地跨跃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观念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出现于 19世纪，在 20世纪时，英

国哲学家以赛亚 . f自林 (I且也h Bed in ) (1 909- 1 9 97 年 ) 是这方面最

著名的实践者之一.他出版了一革列讨论比如自由、iR漫主义与启蒙运

动观念的重要论士. 他以这样的论述未开始他的半 自 传性论文 4追求

理想» (The P ursuit of the ld.ωI ) ， .在我吾来.乎可两个方面是最重要

的 . 它们在 20世纪中 塑造丁人类的历史 . -，l! 自 然科学与技术的发

展 . . .. 另一个 ， 毫无疑问 . 是由一旱列事实上改变丁圭人类的意识形态

凤喜构成的 z 俄国革命及其后果-一右倾与左倾的极权主义暴政 . 还

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与地方性的宗教偏执的激增 川 . . . .. .

观念史关注的是哲学概念.学术争论、 政治运动.乃至流行的观

念. 同样要注意的是 . 这种方法并不局限于那些今天仍然存在的观念

之中 你可以追溯认为世界是平的观念的历史.而无须同意这种观

意. 同样 ， 第四章要讨论的西蒙德 ·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关于

人类精神的许多观念.现在已经不再流行T .然而它们仍然值得研究 .

这不仅仅由于它们时代的语撞.而且还由于弗洛伊德对后来的思想家

产生的巨大影响 .

48 许多艺术史家都从事过观念史的研究 。 官与第二章所讨论的图像

志研究 . 以及本章所讨论的语境研究都有哲明显的关联. 最著昌 的例

子便是杰罗姆 · 波和l特 (jerome Pollitt ) 的 4古典时期希醋的艺术与经

验» (Art and £rJWrim ce in α'assical Greece ) (1 9 72 年 ) . 它仍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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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作大学教材. 波和j特将希腊艺术与哲学和文化价值联且在…起 ，

比如 ，他论证说 . 像 4戴非菲的驭者E这样的雕塑，在它们的风格与图

像志中体现了希腊关于克制与责任的理想 (图 3一1 ) ， .它不仅仅像

《皮罔颂» (Pylh ian Odes ) 所说的那样 ， 是在庆祝戴尔菲的庆典 比费

中的一场胜利，而且是在庆祝 。 thos ' . 它所表达的 ‘ t hos ' 体现的是

诗人品达所谓的 ‘ aret ' 这种高贵的品质 6 天生的卓越性 ' . 它赋

于他们纯拙的技艺，使他们对他们的人的功绩感到 自豪 ， 而在神的面前

表现谦卑" {2 1 .最近， 琳达 亨德森 ( Li nda Henderson ) 的 4语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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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杜尚) (Ducham p i n Conu I l ) (1 9 9 8 年 ) 考察丁 20 世 纪早期的

科学发展.比如光被理论与第四维度，是如何影响社尚的作品的 .

艺术中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视域

马克思主义是-个完整的世冉观.

格真年吉 ·普列 坦诺夫(Geogi Plekhanov)

‘马克 思主义. 一词能够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 当 然 . 它源于

经济理论家、哲学革与革命活动草卡尔马克思 ( 1 8 1 8-1 883年)的

各字.在关于政治的讨论中 ， 马克思主义意峰着社会主义理论与以马

克思的理念为基础的政府悻罩.他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 ·里格斯

(182ι一1895 年) . 还有他们的各种追随者. 但马克思与他的追随者

也像关注经济一样关注历史与文化， 他们的理论与方法就像真他的学

院学科一样.为艺:;:史中的一个强大的学术传统提供了模式.

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吉丁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理论，像某个学者那样

将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 (与政治)与从前的苏联过分晴密地联罩在一起

是错误的.在 19世纪早期与中翔的时候，几个大学生告诉我.他们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是不适当的或者错误的.因为美国已经‘赢得

了'冷战，仿佛前苏联的瓦解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

历史分析. 我借用引述于本节开头处的普列双诺夫的话来暗示马克思

49 主义与某些学生所想的相反 . 可能并不仅仅是-种挫特的理论或者共

产主义政府的实践.事实上，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 (有时被称为 "西

方马克思主义. .因为它最初是在欧洲与北美发展起来的}鼓舞了非拉

断的、开放的学术产生 . 而这正是对艺术史最具有朝极意义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传统 "1 .

在本节中.我将介绍马克思的基本观念.而后简单地讨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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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观念 . 这些对思考艺术是尤其有益的.

我同样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艺术史理论. 并以两个关于

发展中的唯物主义， 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的例子来结束本节.

对资本主义与历史瞧物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是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浪潮申写作的 ， 他批判的是资本主义

社会.在他的伟大著作 《资本论» (出版始于 1 867年)中，马克思认

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工人没有

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 相反 ， 工人劳动的真正价值被作为剩余价值

抽取掉了， 成为了资本家的利润 ， 因为 自 由的、 无秩序的劳动力市场没

有责成资本家付给工人劳动的全部价值川 .

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看到的那样，对工人的剥削引起了阶级斗

争 . 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B 申， 他们声称="迄今存在的社会的

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 ts l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两个主要的阶级

是中产阶级 (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或工人阶级) .资本家占有

生产资料 (工厂 、 矿山‘金融业等等 ) . 而无产阶级只有工作的能力，

并因而别无选择地只能为资本靠工作. 马克 思认为.每个阶级都有一

种意识， 一种被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为丁解释他们关于社会结构的视角.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了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隐喻 。 经济是基础 ， 它决定上层建筑、 国家和社会的形

式 I叫.你可以将社会想作是一个建筑经济基础是混凝土地基，国

家与社会是立于这个地基上的大楼.重要的是要记住，基础不仅仅只

是狭隘地由经济构成的.而是由全部与生产相关的东西构成的，包括阶 50

级关军.后来的学者指出. 这种E响不仅仅只有一种方式 ， 或者仅仅

从基础到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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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

在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交E影响关系的问题上，意识

形态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概念.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这个词意晾着任何

高条理的 . 体革性的众多观念.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意识形态 ， 一个

组织 (比如政党或者数会)的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马克

思主义者吉来，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 ，统治阶级会用它来维

持有利于他们的阶级关系，或者.革命者会用它来破坏统治阶级的力

量.在这种意义上， 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工厂主的肖像、一个宏大的

总统宫殿、或者一幅展现胜利的工人革命漫画都是意识形态性的艺术

品 . 20 世纪20-30 年代间 . 意识形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

焦点问题，这时的欧洲和北美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未能推翻

资本主义.也未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得不间，如

果资本主义是如此剥削成性的话，为什么它还能够存在.意大利学

者、 记者，理论家与活动军安东尼奥 葛兰西 ( Antonio G阻msci)

( 1 891-1937 年 ) 提供了一罩列令人信服的 回菩 . 在那个王军代里 ， 他

由于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而下狱， 葛兰西发展了一套文化霸权

理论一一即借由文化活动而非法律或者权力而获得的牵响或者威权

来解释资产阶级是如何继续统治社舍的.他的 4狱中笔记}) ( Prison

Note/;峭的 ) 与其他著述启发了文化骨析 ， 包括艺术史学者与文学理论.

葛兰西认为 ， 统治集 团在社会 中维持其统治， 是通过保证被统治

阶层的 "自发认同"来实现的.被统治阶层自愿承担他们所受的压迫.

自然 ， 工人有时也会被迫或者被说服违背他们的意愿或更好的判断，加

入到剥削的资本主义体革中去.但通常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会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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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认同而进行谈判 z "普通大众认同的是普遍的

趋势 ， 而普遍的趋势是被最上层的统治集团强加在社会生活之上的， 这

种认同是统治集团因莫在生产界的地位和作用而享有的威信 (及其随 51

后的自信)所 ·历史地'造成的. · m统治阶级通过说服被统治阶级

接受其道德的. 政治的与文化的价值. 并且使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正确

的.是真理， 或者是对他们有利的.即使这些价值最终仅仅对统治阶级

有利，来维护其文化霸权.统治阶级运用艺术、 常识 、 文化 、 风俗.

题峰等等，来维持他们对权力的把持. 如果 自 E的认同失败了 . 那么

统陷阶级且是立刻使用 "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 ，它会‘合法地"将纪

律加在那些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不"认同' 的阶层上 1·1 . 葛兰西

注意到 . 工人阶级可以获得自己的文化霸权. 但要如此'则必须与其他失

去权力的阶层建立一个联盟的网络.因为其自身并没有获得士化霸权

的财力 .

20 世纪 60 年代 . 在稍后进行写作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 (1 9 1 8-1 990 年 } 进一步监展 了这些观

点. 声称在决定社会形态上，意识形态与经济同样重要. 和他之前的许

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样 . 阿尔部事相信 ， 资本主义社会会通过两种方

式长期存在 直接压迫.比如用士兵来镇压工人罢工.还有意识形态 .

比如说服人民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和福利性的.为丁解释这是如何运

作的，他区分出了所谓的压制性的回事机器 (政府、军队、 警察、法庭.

监狱)与意识形态的国军机器{数 育. 宗 数.草庭、政党、 媒体 与

文化} "1 .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

尽管马克思与 恩格斯从未对现觉艺术或者文学作过革统性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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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但他们在许多著述中提出的许多理念被后来的理论家与学者所继

承与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The Gennan Ideology ) (1845

1 84 6 年 ) 一书中 ， 马克思与 恩格斯声称 ， 艺术不是什么被伟大的天才

以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而不过是经济生产的另一种形式

而已.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 因为 18与 1 9 世纪的艺术哲学草

包括康德与黑格尔一一都在艺术与劳动之间作出丁明确的区分.马克

52 思与恩格斯还相信平等的观念 . 即每一个人都高某种艺术的能力 . 在

这种观点看来，艺束的专门化是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造成的， 而非

其他原因，因为他们声称: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没有画草. 只有在其

他活动之中从事绘画的人. " IIOI 马克思自己认识到，艺术与社会的关

罩是复杂的.例如，像许多 19 世纪的评论家一样，他相信希腊艺术的

至高无上， 而他却同样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出发 ， 看到希腊社会的

许多缺陷 I1 1 1 .

许多后来的马克思理论家以更为悻革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艺术生

产的问题. 匈牙利学者乔治 卢卡奇 (G回rg Lukacs) (1 885- 1971

年)不仅仅是…位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 ， 也是一位革命家 ， 他由于其非

正统的观点而与共产 国际 (共产 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管理机构 ) 时有摩

擦.在 4历史与阶级意识» ( H istory and Class Gmsciousness ) (1923

年)一书中，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 . 这种理论认为 ，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 事物只有从它们在盘钱 . 商品或者靠征性的资本

(比如威信)申的交换价值来看待，才能得到理解.在讨论商品时，

他在注释中说 "它的基础是一种关旱， 一种人显现出物的性质 (物

化，来 自 res，‘事物 ' 一词的拉丁文) 与因之而来的一个 ‘虚幻的客

观性'之间的关系 . 这种 ‘虚幻的客观性 ' 是一种 自 律 ， 它昔似具有极

其严格的理性，并且无所不包，仿佛掩盖了其基本属性的一切痕迹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lm据卢卡奇所说，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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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艺术是反对商品化与物化进程的唯一方式，因为艺术在个体与全体

之间进行调解， 这是由于它天然地便与二者相关 一幅 肖像画也许描

绘的是一个特殊的人. 与此同时也透露了甚些关于人类处境的情况.

就像商品一样，艺术使社会关系具休化了 ，但它是通过克实我们而非疏

远我们的方式来实现的 {臼1 .卢卡奇相信 ，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 ，

如奥诺雷 ·德 ·巴尔扎克 ( Honore de Balzac ) 所创作的小说 . 它们将

对一个被全面观察的外部世界的探索与内在的真理结合丁起来，这种

方式使它们成为这种关罩的缩影.

卢卡奇极大地I'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这是一个以法兰克福

社会研究院 (成立于 1923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团体，该院关

注的是流行艺术与"文化产业".在他们之中 ， 狄奥奎尔·阿~诺

(Theodo, Adomo) (1903-1969 年 ) 将这种方式理论化了 . 通过这些

方式.艺术会被用于安抚与同化工人阶级. 并能够扩大主流意识形态.

在与马克思 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 合著的 《文化产业 : 作为

大众欺瞒的启蒙» (The Culture Ind ustry : £;ηliJ.{hleTl1时nl as Mass

Deception) (1 94 4 年 ) 一书中 ， 他认为 ，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丁廉价的 . 目

标准化的艺术，这种艺术弱化了人们的心灵， 使他们只关心虚假需求的

满足.比如消费商品的欲望.而不是他们的真正需求，即对自由.社会

公平.创造力发泄，还有实现他们人的潜能的机会的需求.阿~诺在

二战期间对此更是感触尤深 ， 当 时他正不幸地在洛杉矶流搜 "疏远了

人的是文化中人的部分 ， 这是包隐秘的部分，这部分支持他们来反对这

个世界.他们通过世界制造出反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理由 ，而对他们来

说，这种所有的环境中最极端异化的环境，这种商品的无所不在， 这种

他们自 己成为机器的附庸的变化，是一种封闭性的幻靠. " IMI尽管阿

~诺写过大量关于电影、 广播与其他媒介的文章 ， 但电视也许是对他的

论点的最好说明.电视观众不是在创造他们自己的娱乐.创造性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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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他们自 己.而是消极地每天坐在这个立方体前好几个小时，时间是通

过一堆糟糕的节目 与他们并不需要也负担不起的商业广告来计算的.

阿~诺本人拥护令人费解的前卫艺术与音乐，强调其对根本性变革的

可能性川 .

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极具说服力地证明.艺术不能与其环境相

分离.尤真是当它成为技术或者社会阶层的问题的时候.批评家与理

论家瓦尔特 · 本雅明 ( 1 892-1 940 年 } 在他的著岳论文 4机器重自l 时

代 的 艺术品 » ( T ht' Work of Art in tht' Agt' of M« hanical

R t'pruductioTl ) (1 936 年 ) 中提供丁一个对作为艺求形式的摄影与 电影

的极富洞见的分析，追溯了它们在知觉上与因之而产生的在社会关罩

上的影响. 本雅明认为 . 艺术品曾经是有一个光环的 . 它源于原作的

出场 . 但在摄影与 电影中大量重制的可能性消除掉了这个光环. 从仪

式中抽离出来后 . 艺求变成了政治 ， 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 "电影不

仅仅通过将大众置于批评的位置上， 而且也通过在电影中这个位置要

求不被注意的这样一个事实.使得崇拜的价值退到了背景中.大众是

一个检验者. 但却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检验者. . tMI 本雅明是在法西斯

主义提起于欧洲时进行写作的 . 他警告说 . 法西斯主义会以各种手段利

用这种异化恩来征服人民.所以工人阶级会 "体验到作为最高级的审美

愉悦的自身的毁灭" lwl .

这种证明中的意识形态的吉意被后来的理论家进一步发展丁.在

4景观社会) (Th t' Society of lh t' 5如C阳c1d (1 96 7 年 } 一书中 . 活动

54 草与艺本家居伊 ， 德披 (Guy Debord) ( 193 1-1994 年 ) 声称 . 在当 代

资本主义社会中 ， "现代生产品件在Jet中占主流的各个社舍的全部生活

将自己宣称为一种景观的无限的积累. " { la t 在德波晋来，就在再现的

其他表达与形式都被禁止的时候，统治阶级控制了景现在这种语境

中 . 景观无法与国家相分寓 ， 它里制社会的分化与阶级的结构. 和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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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奇-样 . 他质疑艺术与资本主义权力机构相句结或者能够破坏官们

的程度. 德波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 这是一个前卫艺术家的网络 ，

它成立于 1 957 年 ， 旨在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壁垒， 从事能够加速革

命的美学活动 IMB .

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史

在过去的大约 30年中 . 唯物主义的艺术史并不关注图像志或者风

格的分类. 而是关注艺术的生产模式一一即关注生产艺术的劳动与这种

劳动的组织. 在这种观点吾来 . 艺术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 . 政治与经

济的关革申被生产出来的， 而并非是贴上了‘艺术天才'的标签的东

西.在 20世纪中叶.个被称作 "艺术社会史"的运动异军突起， 它

关注的是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 . 而非图像志或风格分析. 也许在这个

艺术史的 E潮中 突现的最著岳的著作是阿诺德豪泽尔 ( Arnold

Hauser ) 的四眷本的 4艺本社会史» (Sodal H旧:ory of Art ) • 第-版

发行于 195 1 年 ， 是一个从 "石 器时代. 到 "电影时代' 的艺术考察.

在某种章义上， 由于它的全面的曹泛化与宽泛的但域. 这个Z本史丰派

变得没有特点，其实践者在经济. 阶级 . 文化等关革中关注的是非常特

殊与细致的艺术品分析. 尽管如此， 辈泽尔的著作对于后来的唯物主

义艺术史学者仍然是一种启发.

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是麦克巴克桑德华 (Michael Baxandall ) 的

f十五 世 纪 意 大 利 的 绘 画 与 经 验 ) ( Painting and E.:c户响mel' In

Fif l£ntth-Cnrtury Ital y ) (1 988 年 ) . 该书没有把绘画当作所谓的文艺

直到的伟大成就来歌颂. 而是把它吉作是 "经济生活的化石" tmi .

在其他的问题上 ， 巴克桑德尔考察了绘画的货币价值一一世如何被表述

出来的.例如在赞助人与画罩之间的契约合同上规定了像盘叶或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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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这样的贵重材料的使用. 他也探讨了艺术家运用数学体革的方

式 . 比如同样为商人所使用的测量. 在这部著作中 . 艺术不再是神秘

目 的天才的灵启 .而是在-个特殊文化环境的语境中 . 艺术家与赞助人之

间的复杂的互动的产物.

同样著串 的著作是斯维特拉娜阿尔南斯 (Svetlana Alpe时 的

4伦伯朗的经营 。 画室与市场» (Rembrandt's £1时"priSt' : Th~ Studio

and th , A缸rket ) ( 1988 年 ) . 书中 . 她不理会伦伯朗的风格、 图像志与

(常常十分棘手的)他的作品的归属，而是关注他的画室的组织.这个组

织是-门他用以出售他的作品的绘画生产与策略的生意. 伦伯朗的姐

无二不仅是因为他的艺术技法. 而且是因为他用他的绘画作为偿付他的

债务的手段2绘画所起的作用根本上就像货币一样.阿尔泊斯指出，这

样的活动是与当时荷兰社会的企业精掉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它违背了艺

术家一赞助人关翠的已有体革.虽然阿尔南斯是在她同辈中最受尊敬并

且影响最大的艺术史家之一，但她的著作最初仍然令许多读者感到震

惊.他们希望将伦伯明曹作是一位艺术天才. 而不是一个商业天才.

在‘新·艺术史事申.并且在当前的艺本史中.学者们十分感到趣

的是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革 . 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作罩之一就是

T. ! 克拉克(T. !. Clark ) . 他写了几本关于 19 世纪法国的艺束. 文化

与政治的书. 他的 《图像与 人民 居斯塔夫 库尔 贝 与 1 848 年革

命» (1ma/{， οf thr P.回pl~ : Gus阳vl" Cour如t and the 1848 Rnulution )

( 1973 年 ) 令人信服地证明 . 在像4奥商的葬礼) (I剧8 年 ) 这样的作

品申 . 视觉上的清晰性的缺乏反映的是库尔贝对政治秩序的拒绝， 还有

他对社会主义政策的垂与恻 .为了支持他的阐释.克拉克对作品进行

了细致的解读.并对由艺术家与批评家书写的文本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同样 ， 艺术史家来歇尔 - 卡米耶 (Michael can世ne ) 强调说 . 图像不仅仅

在次耍的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 . 仅仅是口在或书面文本的-个倒 1'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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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卡米耶而言.图像自身直接就是意识形态的 . 并且积极地产生意义.

因为意识形态是 "-~列图像的再现 (无论是文本的、 视觉的等等 ) . 它

在制造曾真正的物质环境"阳.在 4哥特式偶像z申世纪艺术中的意

识形态与制像) ( 丁n~ Gothic Idol , ld~~ο'KY and 1maK~ma.kinK in

必缸li""，1 A ,, ) ( 1989 年) 中 . 他探讨了教会的叹威们在推行他们自 己所

赞同的幌觉图像的方式的同时.力图压制偶像崇拜的活动.

艺术史学者同样研究艺束体制 . 他们考察决定着博物馆、画廊 、

学院以及其他组织的活动的意识形态.像文伦 ' 沃 勒克 ( Allan 56

Wallach ) 与卡罗尔 · 邓肯 (Carol Duncan ) 这样的艺本史学者对博物

馆进行了分析 . 把它们吉作让社舍的统治阶级登台表演并使其更强大

的地方.对于邓肯而言 ， 博物馆变成了-种仪式性的场所 z .制定

仪式的正是观者. 博物馆 的排列有序的空间与物品的布置 . 它的照

明与建筑编羁部既提供了场景与道具，也提供了剧本. " Inl 安妮

坎贝斯 (Annie E. Coombes ) 把博物馆者作是用于向普通大众言说的

地方.在那里种族. 殖 民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纠缠在一

起.以此对英国博物馆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阳1 .

最近有两篇评论.你也许舍在你的艺束史宇习中遇到.它们使得

更多的读者能了解唯物主义与 马克 思主义的艺术史 . 斯蒂芬 ·埃 森

曼 (St ephen F. Ei时oman ) 与托马斯 · 克罗(Thoma s Crow ) 编 辑了

一本评论 《十丸世 纪艺术批评 史 » ( N int!lunth Cmtury A时 ， A

Critica l H istory ) ( 2002 年 ) . 该书关注的是艺幸与意识形态之间

的主革.他们不再运用艺术风格来作为该书的结构惬架 ，而是讨论

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在视觉艺术中的大众与精英主化之间的关系.与

此同时，理童德 贝瑞特 (R;cha，d &ettell) 的 «1851-1929 年的现代艺

术 资 本主义与再现» (Mudan Art. 1851- 1929 : CapiUllism ωd

Repre51?7山'ion ) (2回到D 茸 } 通过殖民主义. 国草主义与经济学来探讨了

0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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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高更与毕加索这样的现代主本家的作品.

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史

雅克路易 大卫的绘画 4事破仓皇帝与约瑟芬皇后的加冕 ( I田4 年

1 2 月 2 日 ) » 让我们有机会追问←系列关于意识形态及其经济与社会的

生产条件 (图 3-2 ) 的问题. 大卫被委任为章破仑的宫廷回家 . 井曼命

绘制一个由四幅巨制组成的革列 电 以记录他的加冕 (仅仅完成了两幅 ) •

因 3-2 ti lt 路 M · 大 旦 . . 罐仓皇 普鲁 与绚凰务矗 后的剿 .. j1 80( 4"_ 12 月2 臼I •

1806-1607 董事 ， . ~ . 巴'卢浮宫

· 赞助人是谁? 他/她布什么样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 这位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一一这一次他在社会中 又有什么样的

地位?

' 这件作品的尺寸布什么样的章义 {在这一点上想想历史画的传统 ) ?

· 大卫是如何从章破仑那里获得委任的' 这件作品的合同是否传世9

匍果传世，它会详细地规定什么?是否有关于他们相互I'响的其他

记载传世?

' 作为事破仑的宫廷画草 . 大卫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 他拔高了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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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哪一种形串?这件作品是如何强化拿破仑的权力的?

' 章破仑选挣大卫作为宫廷画家的动机是什么 {大卫是革命的主捋者 . 57

并且他也许是当时法国最著串的画家s他以发展了-种严格的新古

典主义而著名 ，这种风格被曹作是表达了革命的价值观) ?

· 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一一在画家 、 赞助人与预设的观众这一方面

决定了这幅图像的产生与接受?如果章破仑要求宏伟的形草.这位

画家如何应对这种要求?

· 为什么大卫选择这-特定的时刻来加以表现 (章破仑压倒了教皇， 他

从放皇手中夺过皇冠，自 己给自 己加冕，随即又给约瑟芬加冕，让庇

护七世在一旁祈福.放皇原本以为章破仑会宣誓效忠罗马帝国的) 。

· 在这一特定的时刻 ， 章破仑哪些特点得到了强调? 这些特 点在这个

形缸中是如何在形式上得到强调的 (章破仑是这个令人敬畏的场面

的中心一一注意教皇是如何被边操化的) ?

· 这幅画在哪儿展出? 谁来霄' 宫是否合以版圆的形式或者其他方式

被加以直制.使公众都能得到?

要注章的是.在一个唯物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中 . 形

式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但重点是在理解作品形式的方面是如何决定意 58

识形态与社会和经济力量 . 并被这三者所决定的. 在对这件如此引人

注目地再现章破仑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绘画的研究中，你了解任何

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草都会是有所梅益的 ， 德被关于景观的理论或者

葛兰西关于自发认同的理论都有助于加深你对这件作品的理解.在这

幅图像申 ， 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视角结古在一起的阐释也

许会关注约瑟芬皇后的角色. 为什么大卫选择的不是关注于拿破仑的

加里，而是关注于约瑟芬的加冕之上呢?这个唯一的场面强调了约瑟

芬-一作为妻子、皇后与臣民一一呢因事破仑而显贵的.并且是臣服于

章破仑的. 她的形卑是否代表曹法兰西自身是因章破仑而显贵并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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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章破仑呢?

当然.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那些质疑主流意

识形态的作品 . 一个好的例子是朱迫丝 ，贝克 (J udi t h Baca ) 的 4洛

杉矶的长城» (The Greal Wall of Los AIlKeles ) (1 976-1983 年 ) . 这

是一幅公共壁画 . 它有半公里提 . 穿过一个洛杉矶的拉丁美洲人的街区

(图 3-3 ) . 它再现了加利福尼亚的有色人种从史前到现在的历史.

贝克创造这幅堕画 ， 使得这个街区的人民能够了解他们的历史 . 这些历

史是被排除在官方的说明与教科书之外的. 这里选取的壁画的一部分

被称为 4行政区域的划分/查 韦斯 大眼 谷) ( Divisitm of lhe &rrios /

59 αave% Ra巾Ie) . 它描绘丁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两个事件 . -串穿

过穷人.拉丁美洲人街区的高边公路的修建 . 这是个破坏这些街区的工

程 . 但能使白人郊区的乘车者可以坐车到城里去上班.直韦斯大岐谷

正是这个街区 . 道奇体育场 (Dudgers ' Stad i um) 正是在这修建的. 尽

管当地的居民反对 ， 尽管开发商与城市官员声称这些项目 是有利于当

圈 3- 3 J:I<边筐 ' 贝吏.洛"矶的唱反罐 '亏"区拔的'引外 ，鑫事厮大饿谷 ， 1 !H6- 1 983 霉，酒'基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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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各区的.童韦斯大联谷的居民被迫迁出他们的房屋，并从未得到破坏

他们的房屋与街区的足够的补偿.

' 在这件作品中. 贝克要质蜒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她的主题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批评的?

· 在这种来自壁画的特殊模式中 . 苟色人种是如何被压迫的? 这幅壁

面是如何在视觉上突出这-点的' 关于高速公路与悻球场这样的项

目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这幅画是如何表现这个街区的人民反对

这种意识形态的'

' 这件大型的公共壁画的设计是如何有助于贝克表达她的意圆的 (想

一想，如果官被披在一个博物馆这样一个人们不知道或者走进去会

觉得不舒服的有限的空间中的话.这幅画舍严生什么不同的效果 ) ?

· 为什么要用图画来表现历史9 为什么在这个街区 ， 这是一种重述历

史的有效形式{想一想识字能力‘*语主义 (multilingual ism)、作

者身份. 能接触书本的机会等等这样 些问题 I ?

贝克为这个项目发明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 她与来 自 该街区的许

多年轻人一包创作这幅壁画. 她想让这件作品成为一件街区的作品 .

芭使每个人都能引以为荣. 它甚至为街区提供了工作与有价值的工作

经验 ， 这个街区为青少年高居不下的失业串所困扰. 一个唯物主义的

艺术史家也许会就这幅壁画问这样一些问题

· 贝克的工作方式是如何挑战关于艺术罩的各种主流意识形态的 ( 比

如孤尬的天才为艺束而艺;在的观念) ?

· 她的工作方式是如何增强她的困像的冲击力的?

· 她的工作方式对周围社区的经济影响是什么?

' 她的工作方式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在费与 了这幅壁画创作 60

后 ， 她的助手们对诸如他们的社会地位 {或者种族或者性别 ) 这样的

问题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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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是在墨西哥壁画草的伟大传统中工作的诸如迭立 · 里维拉

(Diego Rivera) (l回ι-1957 年 ) 与何塞 克莱门特 · 奥罗兹科 (J阻e

Clemente Orozco) ( 18&在一1949 茸 ) 这样的艺术草 . 他们把壁画艺术当作

是挑战社会.并在工人与农民中间塑造新的阶级意识的方式.在对她的

作品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分析时， 你也许要吾一些关注这种意识

形态问题的壁画家研究，比如安东尼 李 (Anthony I... ) 的 《左翼绘

画迭戈里维拉、 激进的政治学与旧盘山的公共壁画) (Paintin/{ on

础， I.ef t : Di,go Riwra . 品ulical Politics. and San Francisco's Public

Mu rals ) (1 999 年 ) . 你同样可以运用一位理论草的理论来进行你的分

析.比如阿it'诺，因为贝克的工作方式-一让这个街区垂加并为年轻人

提供文化与经济上的出路-一租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遥相呼应.

女性主义

在我们祖母的时代 . 一个黑人妇女且为艺草草告意味着什 么 ?

在我们的 曾祖母的时代这又意味着什么 ? 这是 一个其在章能残酷

到灭绝种族的问题.

艾 丽斯 · 注克 (Ali回 Walker) ， (寻找我们母 章 的 田 园 )(/n

&arch of Our Moth l!Ts' Ga rd m s )

女性主义艺术史是今天艺术史中最振奋人心的、 全新的提问模式

之一.但它常常也会令学生感到困惑.它仅仅章哇蕾研究女性艺术家

吗?它也是对作为艺术主题的归女的研究吗?所有对女性艺术家的

研究都能被归为女性主义吗9 要实践女性主义的艺术史 ， 是否有必要

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活跃的女权主义者曲?

① 在英文中"立性主义" 与"女校 k义"趾同-个词" femini :!俨 ，这里相据上下立

作灵活翩译.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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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对女性主义艺术史有进一步的丁解，你就会明白它是多么

的纷繁复杂了.如果今天女性主义者们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单一

的、统一的女权主义 嘈 只有"各种女权主义" 的集合 ， 那么我们也同

样可以说 ， 根本没有一部单一的女性主义艺术史 ， 只有 "各种女性主

义艺术史" .

妇女运动简史

在问及妇女运动开始于何时的时候 ， 我的许多学生会回菩说 20 世

纪 60年代或者 70年代.实际上.现代妇女运动可以追溯到 19世纪

束 ， 当 时启蒙哲学家们正在为争取全人类的平等而辩论. 这个时代的

重要文本之一 ，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 的 4为

妇女的权利辩护 }} (A Vind 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 n ) (1792 61

年 ) ， 质疑认为妇女作为 个群体在任何方面都不及男人的观企 In1 .

玛丽 · 沃斯通克拉夫特声称 ， 如果妇女在能力上不及男人 ， 那不过是因

为她们接受的教育有限，机会曹限， 而不是因为任何先天的或者自然的

能力上的差别.当妇女运动在 19世纪得到发展的时候.它主要关注的

是妇女的选举权，也就是投票权的问题 (在美国 . 许多主张妇女参政的

人还致力于废奴运动) . 在 20 世纪早期 ， 妇女在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

就赢得丁投票权， 并且由于这场胜利、 大萧条与二战的影响， 女性主义

政治与研究便告一段落了 . 一个引人注 目 的例外是弗吉尼娅 沃尔夫

(Virginia W，∞If ) 的 4自 己的房间» (A Room of One', Own ) ， 出版于

1929 年 ， 她在书中讨论了女性作家们所面临的挑战.

20 世纪 50 年代 . 像西 蒙 德 ， 波伏娃 ( Simone de Beauvoir ) 的

4第二 性 » ( The Second S盯 ) (1 9 53 年 ) 与 贝 蒂 · 弗 里 丹 ( Betty

Friedan) 的 4女性奥秘}) (The Feminine Myst ique ) 这样的著作引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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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问醒的讨论-一 "这个无串的问题" ∞ . 至少在中产阶级妇女中

如此 川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非洲与亚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还有

美国 20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民权运动的影响.妇女运动再次苏醒了 .

这个时期有时被称为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色既见证了政治上的激

进主义.卫见证了充满活力的女性主义学术与艺术传统的成*.现在

的茸轻的女性主义者.是与作为她们的世界的-部分的女性主义一起

成长的.她们有时会把她们自己曹作是第三次浪潮 .

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各种开瑞

一部女性主义的艺术史是一部关注作为艺术家.赞助人、 观者与/

或对卑的妇女的艺术史. 一项女性主义研究必须明确地提出女性性别

的问题-一即女性气质的观念与/或作为女人的经验-一在一个或多个

这样的领域中.所以. 比如说.对一件由女性艺术草绘制的绘画的研

究. 如果它没有讨论这个艺术家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影响她的图像或

她的职业的各种方式.或者没有讨论她的性别或主流的(或是具有煽动

性的)性别意识形态影响她对妇女再现的各种方式.那么芭就不是女性

主义的艺本史.

在许多方面 . 女性主义艺术虫在美国的各种开端是以一篇E响极

大的文章为标志的，这篇文章由瑞达 ，诺克林 (unda Nnchlin) 发表于

1 971 年 . 在为 4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 » (W咀y HaVf! Th"~

由所谓‘无名的问题"捆的是二在大战后到 20 世纪 60年代栩栩 .主同进入了

-个组济瞌E置策的时期 . Jl\些在战争时期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归女们郁纷蜡下岗回

家.重操旧业做东庭妇女. 当时"l/l童且1\1"被认且是最理想酷幸福的量国主人，但

是有很事身为理细圭国女人的东庭妇女觉得生活空虚.精神不辰，生命毫无价值目却

又不知迫这是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命名.;I心理学草也不如国革#直且这种曹遍地

存在于量国在庭中的厌帽症，所以被称为·无岳的问题'.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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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No Gr田t W"""η Arlists ?) • 诺克林对她的挑战佳的问题主要给

出了两个菩案.首先. 她指出各种歧视，这些歧现在历史上意峰辑妇 62

女很难有时间进行训练以成为艺束家. 诺克林说. 她们不得不面对阻

碍时 . 令人惊讶的不是没再伟大的女艺术家. 而是根本没育女艺术家.

比如 ， 在欧洲 . 妇女被禁止以棵体模特来作练习-这个方法从 1 6-

1 9 世纪都是艺术训练的-个基础课程 川 .

诺克林的第二个答案质疑的是在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罩"

这个问题背后的一革列预设.诺克林提出.也许艺术史学者没能找到

伟大的女艺术家，是因为艺;;:史学者界定与寻找伟大性的方式将女艺

术家排除在外了.她提醒我们 . "天才'是被历史与文化所决定的概

念.并且艺草并非 ·一个天赋过人的个体的一种自 由的、 自 发 的 活

动. . 而是 ‘一个被特定的.具体的社会体制所促成与决定的过

徨- m . 男人并非天生在艺术上就强于女人 . 他们不过是有更多的

机会去实现被文化所规定的对艺本天才的要求.最后她认为，女位主

义艺术史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把女性艺术草也包括进来-一这似乎是

说. .晋.我们完全遗忘丁阿尔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 (Artemis ia

Gent i l白chi ) . 而她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本罩 . 一而是要质疑处于这 门

学科的核心位置的这种范式.这种思维的方式.

就在琳达诺克林与其他人正在北美激起了一种艺术史的革命的

同时 ， 英国与欧洲也发生丁同样的事情. 英国学者格里塞达 。 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 一直是一位主要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 ， 她致力于研

究在对妇女的再现与在女性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性别意识形态. 她与艺

术史京罗斯卡派克尔 (Rozsika Parker ) 1 98 1 年出版 了一本4女大

师 妇 女、 艺 术 与 意识形 态 ) (α'd MislreJws : 四b'"。霄 • Art . and

d四logy ) 阳l . 这本书本身就代表了另一种研究艺术史的方式 ， 因为

作者承认丁她们也整与其中的她们的集体的女性主义艺术的工作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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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贡献.这个标题本身就具有反讽章峰 ·女性的老牌大师"完全没有

‘老牌大师' 的光环. 作者探讨了何以会如此的原因 . 她们尤其利用在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理论， 来考察艺术史中

对于女性的态度.并考虑诸如玛丽卡萨特这样的女性艺术家们是如何

垣越她们自身作为女性的身份的，以及她们是如何表现女性气质的.

63 女性主义艺术史当前的问题

如果说第一批女性主义艺束史家关心的是女性艺术家的里到.关

注对艺术史范式的某些根本性的修正.那么今天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

则以各种新的方式扩展了艺术史的目 标. 在 4艺术史的课题» (T he

Subj町'Is of Art History ) (1 99 8 年 ) 中 . 艺术史家帕特里直 马修斯

(Pa tricia Mathews) 勾画出了最近的女性艺术史的三个代表性的活动 z

I. 恢复女人与女性艺草草的经验.

2. 批评并解构权威 . 体制与意识形态 ， 并/或考察对它们的反抗 .

3. 重新思考传统划分给女人的文化与心理学的空间 . 并继而重新

构想这个主体自身 . 尤其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

马修斯指出.这三个领域是不断地变动并不断地彼此相互影响 阳1 .

女性主义者质疑艺术史长期以来对由受过欧洲传统训练的艺术家

制作的绘画 、 踵塑、 建筑与纸本作品的关注 . 这些艺术家几乎全是男

性.美国小说家艾丽斯 ·沃克(生于 1944 年}在她的各着 4寻找我们

母亲的田园E 中声称 . 要发现黑人妇女的艺术史需要关注通常不被我们

认为是艺术的形式比如被子、唱圭歌与园艺一一因为历史上的黑人

妇女无法获得成为艺术家的教育与训练.通过描述-件由一个 "无

在 " 的美籍非裔的亚拉巴马州的但女缝制的被子 . 沃克心酸地写出了

"一位将她的痕迹留在她能负担得足的唯一的材料上 . 留在她的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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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允许她使用的这种唯一的媒介上的艺术家 · In3 .像帕将里直 -量

纳迫 (Patricia Mainardi) .罗斯卡 · 派克尔与格里塞达，放洛克这样的

艺术史芋者. 无不以同样的心情面对艺术与手工艺(或者高级艺术与低

级艺术}申性别的区分，这种妇女制作的就是‘手工艺'而男人制作的

就是"艺术'的预设 问.许多艺束史与人类学的研究都讨论了妇女

以诸如纺织品与陶览这样的焦介进行的艺术活动.这些活动以前从未

被认为是值得严肃对待的 .

美国艺术史事诺玛·布罗德 (Norma Braude ) 与 马 利 加勒德

(Mary Garrard) 通过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编 嚣的三卷本的女性主义艺

术史文集而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发展贡献血多.在出版于 1 982 年的这 6'

部文集的春一的导论中.他们强调了女性主义艺术史对决定着将妇女

排除在外的艺求与艺术史生产的章识形态的考察 IU』 . 10年后 . 即

1 992 年春二的导论指出 . 女性主义艺术史通过与批评理论的结合而得

到了扩展，并提出了最近才明确界定的提趣范围 . 比如身体、凝视与女

性气质的社会建构 tut .卷三尤其关注 20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艺

术家 . 它既提供丁丰富的文献史. 卫提供了充分顾及这种艺术的政治观

点的艺术批评与艺术史 问 . 加勒德自己关于阿尔特米西亚 ·真蒂莱

斯基的著作是女性主义艺术史中里程碑式的研究B通过深入的文献工

作与对这些绘画本身敏锐的重新读解，她还原了这位 17世纪女性艺术

革的作品，这位艺术家在她的时代赫赫有各.而却被后来的研究所遗忘

了 川 .如果加勒德的某些传记式的与精神分析式的读解能曼到质疑

的话.即使有围绕~元的相角展开对一位女性艺术凉的讨论的可能性

也暗示着这个领域的生命力 I"1 .

女性主义艺术史家同样探讨多元与交叉的身份-一种族. 阶级. 家

庭.年龄.位取向等等一一是如何有助于决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与对女

性的再现的.在这方面. 与精掉分析(尤其以莱莉亚 ·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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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 <Julia Krist凹叶 . 吕斯 伊里加雷 (Luce Irigamy ) 与文琳挪 西克

苏 (Helene Ci xous) 的作品为代表 ) . 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结

合.对于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来说是尤具有效的.这使他们能够提出关于

艺术活动的理论， 并能够不再借助于传统的艺术天才的模式来讨论艺术

家(同样垂阅第四与第五章 ) . 女性主义艺术史学者不再假设艺术品

对于艺术家来说有一个稳定的身份 ， 官隐藏于作品之中.能通过艺术史

学者的分析而得到揭示.女性主义艺本史学者们设想丁一个更为主离

破碎与多元性的主体，这个主体不仅仅置身于历史与文化之申，并为此

二者所快定 ， 而且也为心里与个人的经验所决定. 许多女性主义者致力

于以这种方式考察"主体效应" .革认主体并非天生的或者完整的 . 而是

由话语产生出来的. 总是由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来划分性glJ .并为其所决

定的 问 .波洛克最近对像阿尔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与 Lubai na Himid

这种多样化的艺求家的作品所作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附 .

65 通过考察种族与/或者性取向影响艺术生产与接壁的方式 (同样垂

见本章的 "性 . LGBTI① 研究与酷儿理论' 与 "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

论 " ) . 有色人种妇女与女同性恋使她们的声音能在主流的艺术史与妇

女运动中被听到 . 比如， 文化批评草贝 尔 · 胡克斯在相互纠缠的种

族、性别与再现的问题上都著述颇丰.她的分忻从电影到绘画到摄影

都有所静及.展示了姐觉图像广泛的多样性的大的文化背景.艺术草

与学者佛莱坦 海 · 德士法乔言斯 (Freida High 'Ii四fagiorgis ) 暗示7

美锚非裔女性艺术革的‘半隐形化"的地位 ， 与此同时，这种地位还被

那些只关注欧美妇女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和只关注美锚非裔男性的非

裔章美派学者们边缘化了.她呼吁一种黑人的女性主义艺术史与艺术

① LGBH 是五种人酵的缩写 : IA到billn (女同性班) 、G町(旦j同性恋) ， Bi.sex咀l (现

性班) ，Trar吨<nd町 (变性人}以且 IntE'rM'x(阴阳λ ) 0 " 1'立古有帽'李.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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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这种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不仅致力于揭示美籍非裔女性艺术家的

生活与作品.而且质疑让她们保挎隐形的各种范式 t"' .

与这种对主体的拷问相对应的. 是对作为男性凝袍的对草与作为

表达与强化父权制价值观的手段的女性身体的拷问.就像女性是与本

能相结合的.而不是与‘更高级'的文化领域相结合的 (见第四章关于

这种模视的讨论)川1 .艺术史家阿米莉亚琼斯 (Amel ia Jones) 在

她关于 20世纪 70 年代阜期的身体艺术的研究申提醒我们，身体在吸引

观者方面有特殊的力量一一并且女性主义的身体艺术，就像l!I.挪 威尔

克 (Hannah Wilk畔 的作品那样 . 在它用来质疑女性的主体性的建构的

各种方式上.是有精福在的强烈的政治意义的 tol . 乔安娜 弗 '

(Johanna Frueh ) 完全转向 了文化 ， 以研究老年女性身体的审美与情

欲.这源于她自身作为-个申年健身教练与教授的经验. 她指出 ·美

并非对任何人都是自然的. .因为通过不同的方式 ·人们创造或者否定

丁他们的美· ， 并追问为什么文化如此普遍地一致否定老年女性的

美阳1 . 由德博拉 威利斯 (Deborah Willis ) 与卡拉-威廉姆斯 (Carla

Wil1 ia肌吨 ) 著 述 的 4黑 人 女 性的身 体 : 一 部 锺 E 史 » ( T he Bu.ck

Fmrale 战>dy ， A Phο'tograρh ie History ) ( 2002 年 ) 考察了撮Ii用黑人

女性的身体来扩大西方的吸引力的各种方式.这个黑人女性的身体是

对情欲、原始性或者母性的再现，并且是在科学实验的语境与种族理论

的发展中来进行考察的.她们还考察了黑人女性，包括像约瑟芬·贝

克 (J。世phine Baker ) 这样的表摘者与像勒妮 · 考克斯 (Renee Cox ) 这

样的艺术家，她们改造摄影与对她们身体的再现方式川 .

本质主义与女性主义艺术史

.女人"是一个曾世性的类目 吗' 对于做-个中世纪的英格兰妇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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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与做一个墨西哥的前哥伦比亚的奥尔梅克人 中 的妇女， 或者对于做

一个今天的中国妇女来说 . 它意峰着同样的东西吗? 有没有-种普世

性的女性审美观?你会总是认同女性艺术是与男性艺术判然有别的

吗? 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女性艺术是否都具有某些特性?

女性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艺术史学者都致力于解决这些以本质主义

问题为中心的问题.女性主义撞事家戴安娜 - 弗斯 (Diana Fu回} 将本

质主义定义为 ·对事物绝对真实的本质，对将一个特定实体界定为 ‘是

什么 · 的幸恒不变的特性的一种信念"川 . 本质主义者的论证并不

必然是好的或者不好的，但它们可以用来支持各种立场的多样性. 一

些女性主义者主张这种女性状态的曹世性 ， 这种本质主义形成了一种

连接时间与空间的意识.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本质主义的连接会产生

富有创造性的成果. 会对政治有好处， 或者会对文化有现实意义(见下

文 "身份政治的问题与革诺' ① ) . 其他的女性主义者强调的是 ， 像

"女人" 这样的一个类 目 或者身份是被文化的话语所决定的 ， 而不是被

"自 然的" 或者"本质的' 存在所决定的 ， 有人甚至走得更远. 主张跨

文化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作为学者.对于你所要研究的艺求品.你需要保持一种历史的与

文化的特珠性意识:比如说 . 你不能假设 . 一个买了-张 由玛丽 卡

萨特(Mary Cassatt ) 制作的版面的 1 9 世纪巴黎上流社会的妇女 . 与一

个坐着让人给绘制结婚像的 1 5 世纪意大利妇女 ， 或者多少与今天一个

利昂山脉的要订制一个面具的门德族妇女.必然有着同样的经验与信

仰. 要记住.女性艺术家与同一文化的男性艺术草所共有的东西 . 要

比与其他文化和时代的女性艺术家所共有的东西要多得多 . 同时要注

由主际上下立井无·身曲曲的的r"1踵与'"氓"一节 .据诗占哥也未有提到相关

内容的段嚣 .原文如此.不如何融. 一一评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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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是.女性艺术草经验的各个方面是具有连续性的一一即具有相似

性 . 之所以这些相似性并非由于某种 "本质" 或者内在位使然，而是由

于各种男性主义的体制、信仰与活动的持续存在使然.

实践女性主义的艺术史

我要举一幅由章大利艺本事阿牛特来西亚 真蒂辈斯基 ( 1 593

约 1 65 3 年 ) 绘制的面来说明女性主义的提问方式 (图 3-1 ) (我就不

为再次引用这幅画表示徽章丁 ，因为它证实了我在 4吾 ! » 与在本文中

的观点 ) . 与 j;鼓妇女不同的是.阿尔特来西亚 ·真蒂某斯基从她父盯

亲那里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她的父亲 自 己就是一位职业艺术家.她是

罗马与佛罗伦萨的知各画京 . 尤其以描绘孔武有力的 《圣经b 女英雄著

'因 )-. ..尔 .. '候 '‘董 . ..J腿 If . .~民遍"'"‘.仲诛朵

~ ".尾，约 1 62~ a . ~ .t iE . . ~Y佬 . .马 莓 '导

冀东馆

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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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在她还是少女时. 真蒂菜斯基被另-位艺术家强晕了，许多女性

主义学者. 包括玛丽- 格拉德 (Mary Gamu-d) . 都曾推测过她对主题的

选择与她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单.其他人 . 如格里塞达 ， 波洛克. 曾指

出过一种对充斥着暴力的色情图像的普遍趣峰.这幅画描绘的是 4旧

约'的朱迪思 U udith ) 的故事，她是-个女英雄. 她斩获了亚述将军荷

罗孚尼 (Holofemes)的首级. 以此于危亡之际拯救丁犹太民族.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 ， 你也许会对这件作品问这样一些问题

' 作为艺术罩 ， 阿尔特米西亚 · 真蒂莱斯基接量了忏么样的训练? 这

种训练与男性艺术家所曼的训练差别在哪，

· 她职业生涯的发展是否不同于她男性的同辈9 她的画室的功能是否

不同于他们的画室9

· 她是否是个例外 ， 抑或那个时代还有其他像她这样的女性艺求罩在

工作?

阔 '这幅画是如何与她的其他题材相关的' 她常常画女性题材吗?

' 她的主题上的与众不同是因 为她是个女人吗9 是 因 为她被强思过

吗? 与她同辈的男性是否也画这种题材， 她研究这种题材的方式

与她同辈的男性或者同辈的女性的方式是否有区别'作为女人 . 她

是否有无法描绘的题材?

· 对阻材的选择或处理是否与她的生活以及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经验

有关?

· 在此谁是她理想的观者? 她是借助心申的男性或者女性观看来作

画的吗?

' 谁买她的回? 谁是她的赞助人9 她是否有女性赞助人 . 并且如果

高. 她与她们之间有特殊的关罩吗(女性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的考虑

在此吏汇了) ?

· 男性艺术家与批评家是如何回应她的作品的? 女性艺术军 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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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些问题.它们也许会完

全不同于你面对…幅欧洲绘画时会

间的问题.这种文化制度本身就是姐 ，-，

与众不同的 ， 它也许会产生新的问

军呢9

在对这幅画进行女性主义的分析时.你要告一下关于这件作品的

女性主义者的著述 ， 井扩大、批判或者回应她们的视角.比如.格里

塞达 波洛克的 4分珠正典E 曲 ( Diff，仔t7lcinK the Ca mm ) (1 9 9 9 年 )

重新评价丁关于真蒂莱斯萃的学术著述，她的争辩对你自 已的分析也

许会是一个起点.

除丁对一位女性的描述外. 我

将会转而关注一个非洲面具、 以考察

女性的赞助与女性的表演问题.

图 3-5所展示的是一个 nowo面具 .

它为一个女性部落的成员所使用 . 在

1日l 昂 山 脉 的 门 德 族 中 它 被 称 为

Sande o 尽管它实际上是由男性艺术

家雕刻的，但是由妇女订制并用以表

演的.这种面具描绘的是一位美丽

的女水妖，她在年轻女子加入 Sande

部落时拜访这个村庄.

在跨文化的女性主义分析 中 ，

① 这里且用的是台湾学卉傅且萍的详法。 据博嚣碎的介姐 ，植洛克该 Il的全

称是 Di fferencinf.f the CQ. n(J~Fl'711in ist Desire and the Wn tmg of A rt's Hi.itories « ~r晴

jE典 女性主义占的欲唱 与艺术的Iii且可作扣。 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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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在跨文化分析中你所处理的信息也许也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

对阿尔特来西亚 ，真蒂莱斯基作品的研究是以艺术草传记的因素为特

点的 . 但它在对一个非洲面具进行研究时也许就会无效 . 因为艺术家和

69 赞助人的身份也许不得而知 . 以一个女性主义的祖角进行研究 ， 你也

许会对这个面具间以下的问题

· 女性赞耽人与男性艺术罩之间是什么关系9 她在何种徨度上决定了

这件作品最终的面貌9

· 哪些妇女能得到赞助? 她们如何付酬或补偿那些艺本事' 在什么章

义上她们在这种面具的制作中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9

' 男性是否也会成为同样的面具的赞助人' 他们与艺术家的关系是如

何相似或相异于女性赞助人与Z术家的关革的'

' 这种面具是否描绘丁一种女性美的理想' 这种理想的因素有哪些，

女人与男人是如何回应这种理想美的形串 的9

· 哪一个女人会戴这种面具' 一个女人是如何被训练成为舞韬者的'

订制这种面具的赞助人是否同时也是表演者9

' 那个带面具的精亘在加入的行列中扮演什么角色，

' 那些加入部蓓的革轻女性如何回应这种面具及其所代表的精灵的'

· 男性村民与老茸人对这种面具在这个衬子里出现的反应和女性衬民

与老年人的反应是否是不一样的。

在此.你也许需要借助一些独特的理论家以帮助你形成自己的分

忻. 女性主义艺术史事与人类学家西尔维娅 · 雅 顿 布 旦 ( Sylvia

八rden Boone ) 和露丝 · 菲利曹 (Ruth Phillip, ) . 她们都在自 己涉猎甚

广的研究的基础上写过关于这种制作传统的文章 川. 比较她们作品

中显示出了各种女性主义视角的同与异-一出版时间相隔近 10 年

70 也许会是很有意 思的 . 除了 有助于形成你的论点外 . 你还可以曹雪囱

女性主义艺术史家著述的关于女性艺术草赞助体制的女性主义表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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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理论.即使这些著述关注的不是门德族或者西非文化.但这种跨

士化的比较也许能给人以启发.

性‘ LGBTI 研究与酷儿理论

在萨福的时 代 与纳塔 面 · 克利福 鸪 ·巴 尼 ( Natalie Clifford

Barney) 的诞生之间有着 2400 年的"女 同性意 者的沉默".

f自 莎 · 哈 里 斯 ( Bertha Harris ) : 我 们 量 的 权利 ( Our

R iKhl lo I...o-ue H 1 978 年 〉

那么 "性别研究"卫与女性主义布什么不同呢? .酷儿" 与酷儿

理论是什么关革? 男女同性恋研究是如何与酷儿理论相结合的? 或

者在这个问题上与性别研究相结古? 为什么男女同性恋研究这个领域

被 LGBTJ ( Le，b;an/Gayl因sexual!τransgender / Jntersex ) ( 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阴阳人)研究所取代7 1

所有的这些学术领域都有萄共同的背景.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

的，无论是在它们的学术史方面.还是在它们探讨的领域. 女性主义

尤其关注的是女性身份的社会建构.而性别研究则关注所有性别身份

与经验的社会建拘无论是男人.女人.变性人、阴阳人、同性恋

者E还是其他的性别.男女同性恋研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

的 . 它既是对学院派的女性主义的回应，也是对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解

放运动的回应{它源于 1 969 年的石墙反抗运动 . 当 时一个由扮装

后.查佳人、 男同性恋与工人阶级的女同性恋者组成的事元文化团体.

反抗一个警察在下曼哈顿搜查石墙披馆<%» . 男 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研

究提供了一个还原那些被遗忘、被遮蔽的男女同性恋者. 文化与制度的

①在韭立巾"同性1!J苗"与"酷儿'趾同一个词"queer" co 一一讶 :lf i主

@ 嗣巴也 .是盟国一个同性恋的休闲场所. -一译者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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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论坛.尽曹你仍能雷到这个术语.但它正在被性研究或 LGBTI

研究所取代，它们更具有包容性. 酷儿理论既有丰术传统也有政治传

统.它是在男女同性恋研究运动与艾滋病的流行中出现的 ， 并且是对

二者的回应. 它呼吁对学本与政治进行激进的结构重组 . 并考察性别

压迫的所有形式.

在这一节申 . 我会对 LGIlTI 研究与酷儿理论作一个导论，讨论性

别的执行行为式 ( performat i vi t y ) --一个酷儿理论的关键概念-一并

探讨关于 LG日，TI 研究与酷儿理论的艺术史的实践.

71 那么什么是正常的-一或者标准的?

女性主义者、性J'I理论者与常的.正如栋 ι的眼睛也许是为

酷儿理告者使用"林准的"-坷来普遍.但并不且正啻. 社会蝇Z

1f.;(.与批评压迫性的性别标准与 T:i.些生活方式是正常 的 .然后

是因 . " if;. 准 的"并 不 幸 ·本 曲 "正 强迫A 者说Jl个体遵从这些 排

常的"是什么，而是意味着植认为准，并使这些#准千 古不吏.但

"正常的"是什 么 . 我的 -性研 克 当 你 审视人 亮 的各种行为 时， 体

同性患的学生曾指 出 ，这不过是很快去在现根本没有埠"正常"这

因 为异性$在扎们的主化 中且为样的卓西 . J!..营 J 放社告想要让

骨;a 而 已 ，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 我们认为有这么个在 西.

LGBTI 研究

LGBTI 研究的历史是与政治上活跃的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学相对

应并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相女性主义一样 . 最初 . 刚发展趋来的男女同

性恋研究的抱负是记录特殊的男女同性恋身份与文化活动. 在艺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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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章峰着寻找那些是男女同性恋者的艺术家，探讨艺术品中同性色

惰的主题与对靠.像女性主义学一样 ， LGm 研究与山BTl 政治激进

主义有着莫大的关联-一尤其是在公民权与艾滋病流行的问题上.此

外，正如女性主义研究大多是出自那些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学者之手

一样 ， LGIlTI 研究也大多 出 自 那些 自认为是以这些方法作研究的学者

之手.

醋儿理论

酷儿理论当然是与 LGIlTI研究相关的，但采取了颇为不同的研究

方式.你可能会知道 . "酷儿"这个词意味着"怪异的' .并曾是用

在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者/变性人身上的骂人的僵语 z 一些

LGBTI 人群曾恢量使用的正是这个词 ， 他们 自 豪地用它来取代 "同性

恋. (gay) ， 以颠覆色的污辱性含义. 酷儿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伊

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坠dgwick)将酷儿性定义为

"当任何人的性别、 任何人的性特征的各个组成部分没有 (或不能) 得

到完整统一的表示时，对章义的各种可能性，裂缝.重叠‘不和谐与和

谐、无效与错误的一种开放的协调."{川对于古典学者与酷儿理论家

大卫 晴波林 (David Halperin) 而言 ， "酷儿根据定义就是 .一切 ' 与

正常的、合法的、主流的东西相对立的东西. 它没必要指楼什么特殊 72

的东西.它是一种没有本质的身份"川1 .

酷儿理论的实践与 LGBTI研究所做的一样.并没有怎么证明或发

现特别的 LGBTI对章与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它关注的是对被女同性

恋、女性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 ( Adrienne Rich ) (生于 1 9 29

年)称之为 "强制性的异性恋"的权力变化的考察，异性恋正是被以这

种方式置于社会的中心地位的，而其他的性关系则被边缘化了阳1 .



088 £ #.1: 11雀 ...
E

酷儿理论草们认为.同性恋恐怖症并不仅仅是个人无知与偏见的副产

品嘈而是社会结构与权力分配本质的一个方面.不仅如此， 性别身份

与性取向并非是天生的、必然的或是遗传的.而是社会制造出来的

尽管如此，同性恋与异性恋的这些你可能会认为是科竿的与描述性的

束语.其实直到 19世纪末才被创造出来.当然.就像 "同性恋'或者

"正直" 或者 "男人 " 或者 "女人' 一样 . ‘酷儿'本身就是个高历

史规定性的术语.酷儿理论并非较之其他理论更为必然或 自 然 ， 但它

在策略性上是可行的作为分析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B对于它的实

践者是有意义的.虽然酷儿理论曾经富有成效.但曾经以推介这一短语

而为人称道的学者特丽莎 德 劳丽蒂斯 (τeresa de I.auret is ) 后来1l1:弃

了艺.她认为它竟然已经 被它生来就要反对的主流 势力招安了问.

其著作将在第五章作详细讨论 的来歇尔 福柯.便曼到 了 1βBTl

研究与 酷儿理论的 极大 影响 . 他 ¥ 卷 本 的 4性 史 » ( History of

Sex剧lily ) ( 1 978 年 . 1 984 年 ) 认为 . 同性恋应该被视为一种特定社

会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产物.在西方，福柯认为.同性恋者是在 19世

纪的时候. 由创造了并曹制着一一画同性恋"这一类目的法律的.

医学的与文化的话语制造出来的 "鸡奸者是暂时的越轨，同性恋现在

是一个物种. " I叫尽管福柯的著作曾因缺乏历史规定性的分忻.并且

无法认同人的作用而受到批评，但它在很多方面都为性研究设罩好了

议徨.性与且说是生物学上已知的事物， 不如说是文化的建构.

性别的执行行为式 (perforn四ivily ) .酷儿理论的一个关

键理念

朱迪斯巴特勒 (J udith Butle<) 关于性别的执行性的著述对于酷儿

理论的发展至为关键 问 . 她认为，性是执行性的 (perCaro四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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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于个体或者群悻而言 . 通过诸如穿某种衣服 (女人穿裙子与连衣 73

榕 . 男人戴领带穿夹克) • ~加某种仪式 (比如婚礼 ) . 要加某种工作

(妇女并非特别不能做建筑工) • ~成某种习性 (女孩安静.男孩晗闹 )

这样的行为 . 性别身份的意义得以生发出来.对于这样的事情.性

或者其他身份并没有天生的.真实的或内在的本质的东西. 对于巴

特勒而言，身份正是由 "被说成是其结果的‘表现， ( expressions ) . 根

据执行行为式构建起来的" lMl .

在巴特勒吉来.这种执行 (performance)根据两种基本的机制起作

用 . 引用与重复.她指出:"女性气质因而不是-种选挣的结果. 而

是对规范的强制性的引用. ·川 {在此我要指出的是.男性气质也同

样可以这么说:比起妇女实现女性气质而言.男人也许有更多的社会

与经济权力来实现男性气质.但男性气质生成的过在恰恰可以是强制

的. ) 引用是在草制其他的东西.是一种执行 (performance ) •

巴特勒指出 . 变化的发生一一以及存在着反抗的可能性一一安因为

它不能准确地草制或者星述事物 l据1 .想一想玩 "打电话'或者 "汉

语耳语' 的游戏吧， 有多少信息在转完一圈后被事改了 .有时是被意外

篝改的.高时是由于游戏者有草草改的. 从执行性 (perfonnat ive ) 性

别的观点来晋.艺术家 自 己在他们的生活中 不仅仅是有 时执行

( perform ) 或破坏了主流的 (正常的 ) 性别身份与性特征 ， 而且有时

也创造了纪念或者质疑主流的性别身份或者性特征的图像.

LGBTI/醋儿艺术史

艺术史事乔纳森温伯格 (Jonathan Weinberg ) 指出 ， 在人文学科

中.艺术史是相对较晚进行艺求与性取向关革的研究的"从约翰温

克尔曼的著述开始， 艺术史就是一个狭小的专业，色情在其申是被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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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转移的. " 【叫 尽管曾不断地有大量关于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艺二草

草阳图像的文章出现. 但对这些主题的全面研究仍然很少， 而对变性人

们non唱ender)、 阴阳λ ( Intersex ) . 性glJ揽拌 ( gender、blending ) 曲 、

双性恋 (hi吨xua1i t川 、 泛性量 (归nsexuali ty ) 以及其他性别身份与性

特征的著述也鲜有面世.批评家劳拉 科廷厄姆 (Laura Cott ingham )

指出 . 在艺术史中 . 女同性恋艺术家与主题几乎不为人所知，这种质

疑也许要面对同性恋恐怖症与男性至上主义的双重诅咒 t叫. 面对这

74 样一些空 白 . 些学 者承认 ， ·令人受挫的 .. ( queering) 艺术 作 品

(即在关于身份的再现、 作者与行为的关革上动摇着我们的信心的作

品 ) 是重要的 . 但他们也强调 ， 这种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还原 LGBTI

的图像志与历史环节的方桂.

最后 . 许多艺术史家将 LGI汀I 研究与酷儿理论研究结吉起来

在运用酷儿理论模式的同时 . 对铛案与博物馆中关于 LGBTI 图像 . 艺

术家、团体与机制的情且进行发掘 . 这个领域的里程碑之作是由惠特

尼 戴维斯 (Whitney IAi叫s ) 编羁的一个文集 4艺束史申的男女同性恋

研究» (f'Xly and ILw臼n SItu/irs in Art History ) (1 994 年 ) ， 最韧是

以一份 4同性恋杂志) (]υun/at of Homo~xuality ) 的特刊发行的.

这个文集提出了许多关键的问题 ， 并为研究从布歇关于数女同床的绘

画到安全性生活的海报这样一些特殊图像提供丁方法论模式. 同样重

要的研究是并纳森 · 温伯格的 4为罪恶代言.童尔斯德樱恩.马斯

置 。哈特利与美国最早的前卫报艺术中的同性恋) ( Sp甜king for

① 培训U rtllJ11愈太推j;利 亚 A ~l址古 *'拍搜宿利 · 饱证尔 ( Holly Devor ) 目

&1的。 她趾III !Jj查女的变性人 ，担任i真枝社去H学院副院长， 专门研究欠同性如 ， !Jj

~女变性人 .k1l:'J变性人的性与性别. 她在盟一本扫《性别战拌》中 自创新记~ .性

剧搜挤" ( gender blending ) 以研究性别的社古建问.丁解非传统性别里现Ii式的女

性.并提醒两性世野的性合.一一译4吁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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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Homn Se.xtωlity in the A rt of αaries Demu拙 • Marsden Hartley.

and the First A merican Arant-Garde ) (1 9 93 年 ) . 该文探讨丁德穆斯

与啥特利是如何缓和他们 自我意识中的 "美国'艺术的创作与对他们 自

己的边缘化的性欲的再现之间的张力的.提伯格同样对这种研究的伦

理道德进行了反思，这种研究是对 "出离的 " (outing) 艺术家 的诉

讼，他们被迫在有生之年都要掩盖他们的身份和欲望.

性研究以多元的方式坦越了各种界限，它提醒我们 "酷儿"与

"异性恋" 并不必然是对立的术语 ， 在涉及到那些这样的类目 与身份并

不存在的文化与时代时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一个好的例子是一本名

为 《古代艺术中 的性» ( Sex剧lity in Ancient Art ) (1 99 6 年 ) 的 选

集 . 艺*史家娜塔莉坎本 (Natalie Kampen) 在该书的导论中提醒读

者.对性的研究并不都是研究色情的 {那是试图吸引读者的东西 ) •

性研究包括丁对(着衣的与操体的)身体的再现、性~IJ身份与性行为规

定社会类目与个体的方式，以及那种允许人类按照性的方式去寻找并

衡量他们自身的图像的叙事途径 IU1 .

实践酷JL/LGBTI的艺术史

在 20世纪上半叶，美国艺术家查尔斯德穆思 ( 1 883一1 935年 )

创作丁一革列表现男性的同性鱼情欲望的水彩画 . 这里的插图 《两个

小便的水手》提供了从 LGBTI研究与酷儿理论(图 3-6 ) 的视角来考 15

虑许多问题的机会.在艺术品的创作中，我们常常难以分析艺术家自

己的性别取向与身份在艺术作品的生产申所扮演的角 色，尤其是当一

位艺术家留下的让我们能洞察他或她的 自 我感觉的陈述与图像很少的

时候.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一一包括但不仅仅是性别取向同样是在

一个庞大社会的语堤中才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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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艺术家是如何在舰觉上

建构同 性色情的 内 窑 的 {想

一想对生殖器、面部表 l同、

要势以及在这个意义上所暗

示的观者的位置 ) ?

· 这 时 可 能 的 性 别 身 份是 什

么?通过这幅画 . 艺术家是

否表达或塑造了一种新的身

份?或者他通过这个图像来

遵循已育的身份'

'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这样的场

景是如何表现同性色情欲望

写

的观念与经验的?比如说为剧 ，-， 盒尔斯 .-!I.e.刷刷、僵的来芋 ."险。 每 I

什么是水手? (这个时期对 本易与

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与变性人是极其正甜的. 同性的性行为

在许多州都是非法的直到联邦最高法庭1i<决禁止这样的歧祀前官

们在一些州仍是非法的 真聚会不得不暗地里进行. 这样的『些性

76 关罩可以在如码头酒吧或者剧院这样的社会边埠地带不曼禁止. )

· 谁是这些作品的观者9 这些表现同性色惰的图像是意欲 引 人注意

呢 . 还是表示憎恶 {比如 . 德穰臣的这些作品只是为了他自己租他倍

任的-个小的朋友圈子而作的咽他们都知道并与他高曾同样的性别

取向 . 尽管如此 ， 你还河以研究那些在对这样的性关系的表现土是

负面的或者隐晦的图像-20 世纪 50年代廉价小说的感官主义的封

面主题就是一个例子 ) ?

' 这位艺术家是否还在其他的媒介上用 其他图像来 表达同性色惰的题

材(比如说油画或者辈描) ? 为什么德律 思选择用水彩画.并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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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的尺幅内来描绘这样的题材?

' 因像中的这种身体是如何与德樱思创作的其他图像相关联的 (比如

说抽靠作品.静物画、工厂与青贮世的精确主义者①的图像) ?

· 你也可以看一下关于德穆 恩研究的学术史 学者们讨论丁哪些关于

同性色惰的水彩画 (乔纳森温伯格的 4为罪恶代吉E是一个明显的

出发点) ? 这些学术著作是否看起来压制了那些水彩画? 如果是 .

为什么 (比如.最近在对查尔斯 ·德、穆思博物馆网站的访问没喜看到

提及他作品中性与同性色惰的内容. 我只能认为 . 如果他是一个异

性恋的已婚男子.他个人的生活应该会被提到 ) ?

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

文化即平常之. .

曹章肆 · 直直姆斯( Raymond William'"i) I (从高 盟 主 化走 向 通

俗文化)(Mcroing fr四m H igh Culture to Ord inary CultureH 1958 年 〉

文化即万事万辑.文化是我们穿着的方 式 .我们摇头的方式 .

我们走路的方式 .我们革领带的方式这平仅仅是写 书或盖房于

那样的事实.

艾梅 · 革泽华 (Aime Cesaire) : « 文 化 与 姐 民地化 )(Culture and

Colonization ) ( 1956 年 〉

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思潮，它使文化走出精英的圈子.

并考察官在整个社会中的相E联罩.从文化研究的视角雷来，所有的

由 北呈画家的-个植报. 的自 1 9 1 5 年开曲 ，这些国家 III简单的形桂 、清晰的

轮廓相规整的拘回来描绘工业培目相盟筑主踵. 这- 2:术幅剧的主暨代毒人幅是

由尔斯 ·希勒(Chari田 Shoel时 、由尔斯 · 惶惶且 (Cnarlt'$ Demuth)和卉抽亚 · 奥革

夫(C~酬 。 keefe) o -一译占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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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处于文化之中.在符号制作与再现活动 (口头的.视党的. 事 势

77 的 、 音乐的等等 ) 之中 . 文化研究的施圆极广 宫的实践者会讨论

小说.工人的日记‘人种或性别的概念.肥皂剧，或者日 常生活的对

草. 从手工绣边的桌布到宜家的东具. 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时 . 文化研

究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 它从人类学.史学、 经济学.社会学、 文学

批评与艺术史那里获得它的方法与问题.艺术史学者曾十分热衷于文

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官被称为组觉士化研究.

文化研究发踹于二战后的欧洲与美国，官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曼

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影响.事实上.前面提到的雷戴德 威廉

姆斯 ( 1 92 1-1988 年) 肯定可以出现在前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章节里.

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意识形态与权力.它将主体佳作为首要考虑的对

草一-即人的主体是如何被围绕它们的社会与文化的力量所塑造的.而

他们又是如何感量到他们是生活在文化与址会主中的.文化研究对 "平

常"人与由于种族.阶级.性gil.性取向嘻等而被边缘化的群体都很感到

趣. 比如 . 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的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n ) 认

为.人根据他们在经济与政抬结构中的地位参与到文化之中 . 通过整与

文化.人是文化创造者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捎费者.他认为.通过编码与

解码的工作 . 人类塑造丁文化， 并且认为像放堂、 政府等等这样的公共

机构，在大众媒介申编制了某种理想 . 然后读者来解码 (这是对阿多诺

的观点的另一种祖角) .但霍尔认为.我们都是精明的大众媒介的消费

者. 我们可以对这些再现抱以怀疑主义的态度 . 并作出相反的读解.基

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个体的经验等等 ， 一些人也许会接受这种燥介信息

的 ‘文本"的绝大部分，而其他人则会几乎完全拒绝它恻 .

后殖民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二者披在

同一节.尽管这样的安排并非必然或不可避免. 殖民主义曾是跨越圭

球的强大文化力量，并以若干形式显现出来."后殖民的" 一词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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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指的是新的身份与玫治和文化活动在过去的殖民地申形成，而且是

指支撑曾对殖民地与后殖民地的特殊文化.社会与政治动态的研究的

大量理论.我在此同样想指出 . ·后殖民的 ' 一词也不无批评者. 有

人认为 ， "后"在 "后殖民的 . -词中不革认仍然出现在新殖民主义关 78

革申的剥削 : 尽管政治上独立了，前殖民地常常在经济上依赖前殖民

国家，权力的压迫关草也许会在前殖民地自身之内发展起来. 不仅如

此，通过诸如前殖民地的/殖民地的/后殖民地的这样的类目来对文

化、宗教或者国草进行研究.优先考虑的是殖民主义者的视角 ， 芭 自 身

也只能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 刚 .

当 然 . 从事文化研究需要对 ·文化" 一词作灵活的界定. 对于雷

戴德· 威廉姆斯而言.文化是一种有机的 "生活方式" .文化同样是

民族之间的社会的变化、交流.互动.是用以解释经验的一般性的整考

模式.文化是醉体身份.文化也是各竞争群体争夺支配校的场所.

种族与后殖民理论

在讨论种族时，斯图亚特霍年认为有两种身份.存在申的身份

。denti ty in being ) (芭提供整体与公共的意义)与作为生成的身份

。denti ty as becoming ) ( 或 者一种同一性的变化过程 ， 它展示了 我们

身份构成中的断裂) . 身份是重要的 ， 但它是一个 "想卑性的重新发

现·的过程 他反驳身份是真实的或者是具有本质性的这种观念 . 转

而强调这样-些方式. 在这些方式中.文化是受历史 . 文化与极力的连

续"游戏' 直配的 恻 . 对于霍尔来说.种族的或者性别的身份并不

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本质 ， 而是一种‘定位. (po耐ioning ) . 是在历史

与文化的话语中不稳定的接键点 {同样整 见前述关于本质主义与酷儿

理论的讨论) tut .

' •



096 艺术~". .. lt=

种族不仅仅在研究当代文化中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且在殖民化

的历史研究中同样是关键的问题.在运用后殖民理论的时候尤其如此.

根据一个有影响的定义，.后殖民· 一词章指 "从殖民化运动到当下.

曼到帝国进程影响的所有文化 . . . . . . 在整个由 欧洲帝国侵略所引起的历

史进程中，存在着-种占据优势地位的连续性' IUl .殖民关革天生

就是不平等的社会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力量都是为殖民者所把持

的，他们剥削被殖民的人民与领土.即使如此.重要的是要记住.没

寄一种单一的殖民经验. 学者们在不同的殖民关革 中作出了 区分.

19 比如 . 高-些殖民社会 ， 欧洲向其殖民了大量的人口 (比如澳大利亚相

美国 ) . 而有些殖民地主要用作原材料的资源地与市场出 口 (就像许多

亚洲的殖民地 ) .而且 . 基于种族、阶级. 教育 .宗教 . 性别还有其

他因素.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同样存在着变化 川 .一个军官 .

一个商人和一个低级种植圆经理可能会再不同的殖民经验 ， 在被殖民

的地区里 . 一个当地的贵族和一个植树工人的殖民经验也是如此.

巴勒斯坦文化批评草爱德华 萨以德(Edward Said ) 的 4东方

学» (Or ienta. lism ) (1 9 78 年 ) 是一部后殖 民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该

书中，萨以德运用了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的观念.他声称，西方是通过

东方主义将东方 (包括中东、 中国、日本和印度)再现为异国情调的.

神秘的、遥远的 、 不可知的，以此作为控制宫的一种方式 I臼1 . 在萨

以德看来.除了作为西方人用以使这个地方屈服的发明之外.根本就没

有-个 ‘东方. .

萨以德著作 [包括柏纳 · 路揭斯(Bernard Lewis ) 与 阿吉兹 阿罕

默德 (Aij az Ahmad ) 的著作 ] 的批评者认为 . 萨以德过于简单地区分

东方与西方 ， 以致殖民经验更加的重杂化与~面化 . 它有着比这种二元

对立的区分所允许的要多得多的表演者和妻与者 1··l .而且.学者们

将萨以德的模式运用到不同的殖民体制相关革中去 . 其中一些是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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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尽管如此.萨以德提出丁一套理论问题一一尤其是关于再现与

话语一-1?;有着广泛的影响 .

在 4文化的定位» (The L K'lltion of Culture ) ( 1994 年 ) 申 . 在后

殖民研究中执牛耳的霍米 巴 巴 ( Homi Bhabha ) 提出了 "学舌性'

(mimicry) 与 ·混血性. (hybridily). 以作为调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

之间权力 关革的方式.在学舌性上，殖民者强迫被殖民者模仿他

们一一采用他们的语言、 习俗、 宗教、 教育、 政府等等川 .巴巴认为

它所意峰的不仅仅是对被殖民者而言的.也是对殖民者而言的.宫是

如何曲解文化与经验以使t们得以被模仿的?这种关革的权力动态是

什么?反抗如何可能?巴巴同样考察丁混血性一一在文化与文化之间

相互碰撞时就会发生.尤其是在殖民的形势下.他反驳二元对立 (比

如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黑/自 ，男人/女人)和固定的定义.相反 . 她

探讨了在这些缝隙中.在那些民族.文化与体制重量的地方，在身份得

以实现和被挑战的地方， 发生了些忏么.

斯图亚特雷尔运用加勒比政治理论事与活动家弗 朗兹 ·法农阳

(Franz Fanon) ( 1 925--1 96 1 年 } 的著述指出在殖民语坡下发生的一

个 "自 我他者化' 的过程. 这与 萨以面所说的东方主义是截然不 同

的.在东方主义那里.被殖民者是由殖民者作为一个拉特的东西以西方

知识的类目建构起来的.霍尔认为 ， 殖民者有 ·让我们去晋并体验 自

身为 ·他者'的权力 ' l"1 .即在藏民政体下.被殖民的人民开始把

他们自 己晋作是低级的、古怪的.未开化的等等-一他们将殖民者的这

种负面的苦法变成了自 己的主观意识.霍尔雄辩地写道，这些内在剥

夺文化身份的方式破坏了民族，并强调要去抵制官. 他引用法农的著

述.法农写道.这个过程产生了 "没有定所、没有地平线、没有肤色.

没有国草 . 没有恨的个体-一一个天使的种族' l"1 .这个过程不仅

仅章指诸如牙买加 . 加纳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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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锢在诸如纽约或者伦敦这些地方上的有色人种.

近年来不断开阔的艺术史的根野意峰晴艺束史字者致力于在包括

殖民主义在内的不同的文化语境申种族冲突在祖觉再现上的研究. 一

个有章恩的方面是对殖民地人民与有色人种的再现.尤其是在绘画相

撞影 中 一个好 的例 子是 4殖民者 的摄 影 2 想 草种族与场 所E

(Colon ist Photography : Imagining Racf' and Place ) (2002 年 ) ， 该

书包括了关于讨论阿尔犀利亚的明信片. 法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电影.还有直威夷的广告画 lmt .澳大利亚艺术史家伯纳德史岱斯

(Berna rd Smith) (坐于 1 9 1 6 年) 作过领风潮之先的研究.是关于欧

洲人对太平洋与澳大利亚的描述以及这些想靠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官

们言说曹差异 . 色情 、 荒野的沉寂等等 tn l . 在艺术史家中 ， 混血性

的活动-一文化与传统的融合-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最近关于

殖民建筑的研究不仅仅是致力于官方建筑 {法院、 政府大楼 ) ， 而且致

力于殖民地人民的楼房.数量与市场建筑.他们以此抵制新引进的形

式 tn1 . 这时也出现7对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新的理解 学者们指

出 . 根本就不仅仅只有一个只存在于欧洲初美国的现代主义.而是有多

个现代主义.它们发展于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其他地方向 .

在美国 ， 在这些理论性的讨论以且在关于美籍非裔与犹太艺术家

81 的知识上 . 美籍非裔的研究 (有时也称黑人研究 ) 是贡献 良多的 . 美

籍非裔的研究与妇女研究或者 LGBTI研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 它们都

发展了种族与权力的理论.同时还挖据文献以还原被遗忘的历史.亨

利 路昂斯盖fX ( Henry Louis Gat田.Jr. ) 是美路非裔研究发展中的

一个关键人物 ， 他强调说 . 有必要去界定-个美幡非裔文献的正宗的传

统川 .无论一个正京是否有必要(正宗坦着纳入与排除的作用) ,

艺幸史家都在致力于还原从受过极好的训练的雕塑草与画家到缝被工

与陶工的这段美篇非商艺术革的历史. 大卫德雷斯寇 ( Ila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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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iskell ) 是这场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而莎朗 · 帕顿 (Sharon Patton ) 最

近的论文提供了一篇关于这类章材与问题的优秀导论 tvs l .

弱势阶层研究

在此我会简要地讨论弱势阶层研究团体的著述， 尽曹它同样肯定可

以被纳入到前边的马克思主义一章中.弱势阶层研究是一个松散的学者

醉体的宗旨.他们研究殖民与后殖民的历史 . 主要是南亚的. "弱势阶

层 . (字面意思是"次-级的. ) -词来自安东尼奥 葛兰西 (Antonio

Grarru咽) 的著作 : 他用此词来章指无产阶级的声音被统治阶层有意静音

了.弱势阶层研究强调的是有权力的机构和个人 (政府、 教会.商业领

袖}控制了讲述历史与再现社会上所发生之事的能力与机会.正如他们

压制反对者、 穷人. 革命者. 妇女与病残人士的声音一样阳1 .

弱势阶层研究试图还原那些被静音的声音 . 尤真是在殖民地与后

殖民地的那些农民、商人. 小地主还有真他没有极力或者极力有限的

人.弱势阶层研究通过新的史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学者们读解那些由

主流文化 "从内部却与之相悖 . (from within but against the grain) 地

生产出来的原始资料.以使弱势阶层的声音能够浮现出来.而且动力与

阻力的证据得到揭示 IT7 1 . 比如说 . 主要的原始资料之-是法庭的记

景，因为审讯的证词有时揭示的是代表其自 身与其观点的弱势阶层的

声音.正如加亚特里 ·斯皮瓦克 (Gayat ri Spivak) 掘出 的那样 ， 这些

声音是这样的证词中的必不可少而且无所不在的部分 . 尽管这些证词

有章试图压制它们 !"1 .

艺术史.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

艺术史学者，以E人类字字者.电影理论罩、社会学学者，还有其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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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者 . 在文化研究申创造了作为文化研究内的一个强特领域的视觉

主化研究 !"1 . 艺术 史 与视觉文化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誓 案

是 ， 在某些方面 ， 但觉文化引起丁对众多事物的研究.它们比艺术史

家历来关注的对卑的范围要大得多 阳1 . 所 以，要进行视觉文化研

究 . 一个艺术史学者也许不但要关注由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生产出来的

"高级'艺束 . 还要关注中产阶级的事居.家庭快照 、 纺织品. 广告

图像 . 明信片等等 . 另一个在两个学科之间进行区分 (以及可能的

交叉 ) 的好办法是槐觉文化不仅仅关注害体，而且还关注主体 即

艺术作品 (广义的}使它们的作者与观者置身于文化意义与权力关革

相互交错的网络中的那些方法I叫 .

就在一些学者寻求视觉文化研究的解放时， 其他学者则认为 . 这

种对主体的关注没有触及艺术客体的物质性，要不就是反对它对那种

文本分析模式的提倡.这种模式使用的是根本不诉诸艺术作品的特殊

的视觉性的方法【叫.仍高其他学者指出 . 在相觉文化研究中所提出的

各种问题在更早-代的艺术史中早 已有真根源了 。像阿洛依斯 ， 辛格

华 (Alois Riegl ) 那样的学者们在他们所提的问跑与所研究的对盟的类

型上都涉猎甚广【叫.在此尤其是要指出 . 艺本史享有时以一种拉特的

方式使用 "现觉文化'这个词来讨论不同文化与时代中的理论与图像技

术.像乔纳森克拉里 (Jonathan Crary) 与芭芭拉 玛丽亚 斯坦福

(Barbara Maria Stafford) 都曾在特定时期的语境中讨论图像理论、 图

像制作的装置与视觉技巧 IM1 .

在视觉文化研究的众多读本申浏览一二就会让你对这门新出现的

跨学科的领域有一个认识. 一个视觉文化研究的例子一一是在艺术

史. 视觉文化与酷儿理论的交汇处产生的一一是埃里卡 兰德 (Eri国

Rand ) 的 4芭比娃娃的酷儿配饰) (&.舍时 's Quu r A cu s50ries ) (1995

年 ) . 作为-个科班出身的艺术史学者 . 兰德将她所有的批评技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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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在芭比娃蛙这款有争议的却曼人喜爱的玩具身上. 任何一个优秀

的女性主义者都能够指出被编码在芭比娃娃身上的文化信息.这些信

息是在强化一个非常狭隘的女性图像. 但兰德更胜一挥 ， 她通过考察

了各年龄的消费者是如何改写芭比娃娃的剧本来挑战关于身体.性别

与性的歧视性文化信息的.

以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为主旨的艺术史实践 83

为了探讨这种提问方式是如何展开的. 我会以一罩列出自一本发行

于 1999年的影集中的摄影作为例子. 这几页是选 自 4哈姆斯沃斯世界

史» (Hannnwrth Hi510ry of the World ) (1四9 年出版于伦敦 ) . 标题

为 "英国旗下的人种差异 .. (Racial Contrasts u叫erthe 脑itish Flag) (图

3-7) . 这不是你能用于艺术史分析的那种著岳的杰作. 但从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的视角来看的话 ， 一件作品是否被认为是 ‘杰作" 根本不重要 z

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所告诉我们的关于它们产生于其中的文化.

' 谁是预设的观者 (在这种情形下 . 是一种曼过教胃的 . 申产阶级正常

的男女读者的身份 . 前提是他们是英国人 . 而且是 白人 ) ? 为什么

这种读者会有这样一本图集?

· 以在跨页上排列丸张照片这样的布局来向读者呈现 . 它对读者来说

意峰着什么9 布什么信且被以这种照片排列与并置的方式进行丁编制

码'在这里你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结合符号学来对这些图像作进

-步的分析.

· 这本图集如何有助于形成读者 自 身与他君的独特意识的9 比如 . 从

展示在这里的人种等级与展现出的皇权等级的方面来雷读者的位

置.再想-想来自努比亚与苏丹的人阅读这本杂志一一斯图E特

霍尔关于内在化的自我他者化的观念如何与此相关 (要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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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图像的接壁的提问方式.事见第四章 ) ?

………… …明"一…---叫 H

自I! 3-7 逸臼 《嗡陶斯沃斯世界史' 1" . 萨市"""'"仙 ~，伽y r:J the 'Mlrfd I ( 190~ 每出版于 伦'世 ) . 标

组为 E英圈穰下的人"差异 "ro. α~tra5 rS .，刚er r"", &ltlS价 阳"与 ·美国 ..τ黑皮肤的

爱 与 II · Ul础， ~雏ury and 1Ji1~馆笛 "也lt3r rile 6如 ;sfp /'lag I ( 坎贝 '旨 : 重 新 发明 非 洲

(C=哑~ .-鸭"衍~ ".冶) ， 20 ( 页 ，11; 1 00 )

' 在这里关于人种 、 阶级与性别的文化观念是如何展示出来的? 比如

说，给一个法裔加章大人的图像贴上"绅士'的标签，而给一个中非

人的图像贴上 "花花公子" 的标签 ， 这意晾着什么?给英国与埃及

的妇女贴上 "优美"的标垫，而真他妇女 (祖 鲁人.苏丹人 . 锡兰

人) 则不然 ， 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9如果埃E妇女在有色人种的妇

女中是唯一 "优美"的.那么是否就暗示着其他人代表 "丑陋"呢?

' 在 《重新发 明非洲 维奎利亚时代晚期 与爱德华七世 时代的博物

馆、物质文化与大众想草 » ( ReinVt:'nt川~ A f rica : M ust"ums.

M aterial Culture and P，οpula r Imag ination in Late V ictori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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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Xlrd ian Englarid ) (1 99 7 年 ) 一书 中 . 艺术史家安妮 · 坎贝 斯

( Annie E.臼ombes)考察了这种图像与殖民地和传教士的意识形态的

关系 . 这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时代博物馆的非洲艺术的陈列中随处可

见.你也可以想一想这种图集与对非洲与中东民族的其他再现方式

的关草也许在小说中或者色情图片中 .

当然 . 当代艺术史不仅仅是研究它们自己的对卑，而且是在研究相

关的视觉艺术比如说收藏与展示的历史与哲学.或者在一个特定的文

化申的艺术批评活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一些研究关注的是

这些活动本身 ， 而艺术作品自身仅仅是作为次耍的分析对靠出现.

尽管这样的一件个案研究可以出现在本书的任何一章，但是在这里

让我们以对新墨西哥人的战神 ahayu : da 的遣返为例 (在这里的语境中 .

遣返是指博物馆或者其他文化机构将一件艺术品还给其合法的持有人或

持有人群 ) . 在这里我关注的不是这些形靠 自 身的语境或形式的分析 ，

而是遣返的行为，关注它是如何与为什么出现的，以及它对祖尼人 (Zuni 田

people) 、 对博物馆的实践还有对整个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叫 . 文化研

究、 后殖民理论、观念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视角在这样的分析中

是十分有用的.我不能在这里复制一张 ahayu : da 的照片 . 是因为直到

最近 . 祖尼人都不愿意这些形罪被展出或出版(一些图像最近被允许流

传，使得博物馆和私人藏家能够鉴定他们藏品中的这类作品 ) •

· 遣返活动的法律根据是什么? 用法律的话来说 ， 战神被认为是 "不可

让渡的财产' 即，不能被个人或团体出售或转让 (让渡)的财产.

因此，用法律的话来说，任何从曹埃布洛族 (the Pueblo ) 中转移走的

战掉都是被窃取的. 某些法律，包括 1990年的 4美国原住民墓地保护

与归 还法案 » (Nat 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an and Repatriatian

Act ) • 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 并为遣返的程序建立指导方针.

· 当遣返涉及到祖尼人与主流文化的关革史的时候. 遣返的道德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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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9

' 建构这种话语的主要概念是什么-一比如不可让泼的财产的观念 . 或

者祖尼入关于艺术品在某种意义上是活的存在.并是部蓓申的成员

这样的观念?在祖尼人与主流文化之间.这些观念有什么共同或不

同的地方?

' 遣返的程序是什么? 这个程序中是什么极力关系在起作用 ? 祖尼人

有表达他们的所有权的社团与财源吗? 博物馆反对这些所有权吗?

· 章识形态是如何起作用 以决定这一遣返程序的? 比如 ， 想一想西方

关于博物馆是永久持有其藏品的机构的观念 ， 或者博物馆的历史与

殖民主义的关革.这些历史与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博物馆的职员对

这个程序的反应的一一以及更广泛的公众的反应的?

' 遣返对祖尼人章晾着什么9 战神的归还是否促进了一种更强烈的文

化身份或者文化复兴的意识'在这个部落中是否有关于遣返的对立

的观念，

· 祖尼战神的遣返是否改变了相关博物馆认识它门的作用的方式? 它

是否改变了收藏的活动?

86 . 遣返是否反映或者形成丁对美国土著在法律面前以及在整个文化申

的新的尊重?

结语

本意介绍了许多艺术史中解决语境问题的方法.这些语境问题迫

使艺术史向人类学、政治理论. 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延伸.同时.有

政治吉意的语境问题 . 也完全打破丁字术界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壁垒 ， 尤

其是捞及到诸如性别 . 性取向 . 种族和阶级这样一些身份问题的时候.

与其他的理论流派相比.观念史、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 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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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LGBTI 研究/酷儿理论. 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更有助于打破艺术

史的规范. 即已被接受的伟大的艺本品与艺术家的岳单.他们是艺术史

研究中主要的关注点.这些视角要求我们去冒广告、 工业陶瓷制品、

妇女的刺绣. 快照.米开朗基罗与马奈身旁的放宜. 在她对规范所作

的女性主义与解构性的批评中.格里塞达 ，波洛克指出，规范是一种

‘关于性别差异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它们同性别还有相关的权力模式

的盟杂的结构的不得要领的策略" 【叫 . 从本章所介绍的各种视角来

. 我们会认为. 艺束史的规范同样会产生和再产生阶级. 性， 种族与

伦理的差异.它是否会继续则取决于今天的艺术史实践者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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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读物

观念史

伯韩. 以事亚{日edin . I田iah ) . 观念的力量. 亨利 哈代 (Henry

Hardy ) 主编 . 普林斯顿 .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2∞2 年 .

马克思主义

阿尔泊斯.斯维持拉娜 (Alpers . Svetlana ) . 伦伯朗的事业 : 画室

与市场 (Rrn必randl 's E;时erρrise : The S tudio and th e Market ) • 芝加

哥:乏加哥大学出版社 . 1 988 年 .

阿尔 都塞 ， 路易 ( Althusser . Louis ) . 列 宁 与 哲学及其他文 选

(Ln!in and Philosoph y . and other Essay s ) • 革 布 鲁 斯 特 ( Ben

Brewster) 英译 ， 纽约 每月 评论出版社 (Monthly Review Pr~咽 ) •

1 912 年.

本雅明.瓦尔特(Benjamin . Walter ) . 启迪 (Illuminations ) • 汉

娜 · 阿伦特 ( Hannah Ar四dt ) 主编 . 纽约 2 啻 常 出 版社 ( Sci配ken

k皿k叶 . 198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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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安东尼奥 (Gr.肌咽 . Antonio ) . 就申 札记 ( S，lf>ct ;ons

from ,h, Prison Nitnxx由 ) .杰弗里， 诺维尔 · 史 峦斯 ( G相rlr町

Nowell Smi t l、) 与 昆廷 霍尔 (Qui nti n H国re) 英译 ， 纽约 国际出版

公司 . 1 9 71 年 .

女性主义

西克苏.立琳露(Cixous . Helene ) . 立嘟嘟 · 西克苏选集(Ht'lt'TIt'

Ci..rous Rrad n- ) • 苏珊 事勒斯 (Su且n Sellers ) 主编 . 纽约 卢恃菜

奇出版社 (Routledge ) • 1 994 年.

霍克.贝尔 ( h∞ks . bell) . 反驳 思考女性主义者 . 思考黑人

( TalkinK 1主ack : T hinki ,,/{ Fnninist. Think;,,/{ Black ) • 波 士 顿

(South End Press ) 南岸出版社 . 1 989 年 .

琼斯.阿米莉亚 (Jones . Ameli叶 ， 女 性 主义 与 现觉文 化选集

(T he Fn ni7lism and Visual Culture Read" ) • 纽约 : 卢特莱奇出版社

(Routledge ) • 2003 年 .

诺克悼. 琳达( ;\l'ochl in . Lin也 ) . 妇女 、 艺术与权力及其他文选

(Womt7J . A rt .and POU'f"γ tJ"d Othl'r Es皿y仆 ， 纽约 啥琦罗 ( Harper

and Row) 出版桂 . 1 988 年 .

波洛克 . 格里塞达 (Pollock . Gri措Id. ) .分殊正典:女性主义的欲

望与艺术史的写作 (Diff'附川咽 the Canon ; Ferni, ,;sl Desire and the

Writing s of A rt 's H istories ) • 纽 约 与 伦 敦 卢 特 莱 奇 出 版 社

(Routledge) • 1 999 年 .

LGBTI 研究与酷儿理论

布赖特.德博拉 (Brighr . Deborah ) 主编 . 激情的照相饥 撮影与

欲望的身 体 ( Tht' PassiomJtt' Camn-a : Pholography and Bodies of

~sjrt' ) • 纽约与伦敦 卢特莱奇出版社 (Routledge) • 1 9 98 年 .

巴特勒，朱迪斯 ( Butler . Judith ) . 性 别 的 麻 烦 (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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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uble ) . 纽约 : 卢特莱奇出版社 (RalldOOge ) • 1999 年.

戴维斯 . J!!特尼 (Davis . Whitney ) 主编 . 艺术史 中的男女同性恋

研究 (Gay and Le由an S tudies in Art Hi即可 ) . 纽约 : 霍桑 出版社

(Ha wthorne Pre臼) • 1 994 年.

福柯.米歇年 ( Foucau lt . Michel ) ， 性史 ( The H istory of

Sex uality ) ， 卷 1 ， 导 论 . 巷 z 快 感 的 运 用 ( The Uses of

Pleasure) ， 卷 3 ， 关怀 自 我 ( The Care of the Sel f) • 纽约 2 温提出

版社 (Vintage 性皿h ) . 1 9 90 年 .

哈蒙德 ， 啥莫尼 ( Hammond . Harmony) . 美 国女同性恋艺术 .

部当 代史 ( Lesbia n Art in Amm ca : A ConltmJ浏阳 ry H i.~lory ) ， 组

约 2 里佐辛IJ (阳zzoli ) 出版位 . 20∞ 年 .

劳丽蒂斯 . 特丽莎德 (Lauret is . Tere困de) . 酷儿理论 男女同

性恋的性 (Qru-tT Thevry : u血'an and Gay Sexual的t's ) • 差异 女性

文 化 研 究杂志 ( dill'" 町凹: A J ounlal of Fnninisl Cultural

Studit>s ) , 3/2 , 1 99 1 年 .

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

阿什克罗夫特 ， 比 尔 ( Ashcroft . 四川、事雷斯 · 格里菲斯

(Gareth Griffiths) 与海伦 · 蒂开 ( Helen Tiffin) 主编 . 后殖 民研究文

选 (Th， Po廿colfmia l Studies Read er ) • 纽约与伦敦 · 卢特莱奇出版社

(Ra lldOOge ) • 1 995 年 .

霍尔 .斯图亚特 ( Hall . Sl旧时主编 . 文化、燎介、语言=文化研

究的工作报告 (Cult阳ur，厅，

5白，阳udie凹5仆) • 1凹97η2一lω97叩9 年 . 伦 敦 啥 钦 森 (Hll川tchin兽抽刷。剧n叫B叶) 出 版 社 .

1阳98剧o 年.

霍尔.斯 图 亚特(Hall. 出国rtgo ) 与 杰 西卡 埃 主斯 (Je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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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 主编 ， 视觉文化读本 (Visual Culture: The Reader ) • 伦敦 z

塞奇(Sage) 出版社. 1999 年.

萨以德.爱德华(Said .因ward W. ) . 东方学 (Orien14li"，， ) • 纽

约 z 兰登书屋 (R皿dom H。因e) • 1 979 年.

威廉姆斯.霄I(德(Will皿田 . Raymond ) . 文化与社会 (OJ'UT宫

and Society ) • 178←1950 年 ， 啥芒斯沃斯 (Hannondsworth ) ，企鹅

丛书 . 19 6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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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中的心理学与知觉 杂

观看如何体验艺术是艺术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一种伟大而古 88

老的写作传统，叫 ekphrasis①.人们以这种方式来描述(在其他事物中

的)艺术作品，并把他们的印卑记录下来. 但今天的艺术史学者同样

考察观曹艺术的心理. 精掉 . 物质等方面的经验. 本章将考察这样研

究的基本因素 . 从心理学理论开始.进而考察接受与凝捆的各种理论.

由于这些理论研究盟杂的相互关联 . 并且需要给出许多今天并不直接

用于主束史实践的背景材制.我会将艺术史分析的案例集中于本章末 .

而不是零散地叙述于各节.

艺术史与精神分析

幸福之人挂有故事 .

路易斯 ·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 )

由 ，kp巾'"陋 的意且是"使国恤 咀话' ， 任何捕边斟觉艺术的文字都可刷、 :fJ

ekphralli ll o 该词目 前没钉挠 的中译 • {i 学占将之译 ;民f艺棉胜词\但这个译法钉

倍屈楚牙之蛐.还{i学者译为"国现"班"n图诅话".但把3难以准确地反眠这个词原

衔的全面含义.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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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 . 精神分析是分析心理 (心理学的}现草并处理情绪失控

的一种方法 s 泛泛地说 . 它是一门人类意识的哲学.既是个人的.也是

社会 的. 它 的现代 奠 基人西 京 德 弗 洛 伊德 ( Sigmund Freud )

( 1856-1939 年 ) 是一个澳大利亚医生 ， 他发展 了-种通过对F 、 口

的 误、笑话辜的阐释，并通过对自由联想的运用来分析无意识的疗法.

弗洛伊德自 己及他的追随者将这种理论和分析活动运用于艺术与文芋

作品，还运用于更广泛的社会.

精神分析 自 身 同样是一个广阔的探窜领域， 在此， 我无法详尽地

探讨精神分析的所有方面与流派 嘈 而是讨论一些尤其与艺术史实践相

关的基本概念. 摘掉分析在不同的时代都曾被用于解决拉特的艺术作

品的内容或题材的问题 . 解决独特的艺术作品与创造它们的艺术家的

关革 . 解决观看与图像的关单 . 解决创作与艺术 自身的性质的关系.

弗洛伊德入门

当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文明的深处是被压制的欲望时. 他令维奎利

亚后期的社会都为之到奋. 他的著作革新了人们的思主哥 欲望 (性及其

他) 、思考心灵的运作、思考草本的人的相互影响、思考入的自身意识

的方式. 尽管后来的理论草实际上对他著作的每-个方面都提出了质

疑.但他的著述保留下丁一收精掉分析理论的试盘石. 在探讨这种批

评之前 ， 我将在此慨述弗洛伊德的基本观~.

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在对人类不得不谋生的观察之上，这意昧

我们很不孝地不能无所事事 . 终 日游玩， 相反，我们不得不压制某种对

快感与满足惑的偏好.弗洛伊德雷到这个压制的过但是人类精掉的关

键. 作为文学批评草的特里伊格尔顿(丁erry Eagleton ) 指 出 . 如果

马克思是从社会关~ . 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来关注工人的意识的话 .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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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则关注它对糟掉的隐喻 HI .不足为奇的是，这种唯物主义的

历史与精神分析的提章都出现于 19 世纪欧洲迅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

徨主申.这个进程有着新的压制身体租精神的工作形式.

对于个体而言，处理被压制的欲望是件困难的事情.而弗洛伊德

将我们自身未实现的欲望所处的地方称为"无意识 .. ( un∞n咀ous) •

因为我们意识不到它们.我们试图处理我们未实现的缺望的一个方式

是通过升华 ( sublimat ion ) . 将它们导 向一个更具社会价值的事体.

这种方式同许多其他的树种分析观念一样，成为了通俗文化的一部

分-一比如说.我们谈谈为了发泄性苦闷而进行的银炼.弗洛伊德指

出.布时 "现实性原则 . (reality principle) (工作的必要性) 是如此地 回

压制了 ·快乐原则 . ( pi回sure principle ) (玩耍的欲望 ) ， 以致我们生

了病. 这是神经官能症.

不拿的是.人类并非天生就具有压制我们未实现的欲望的心理机

制. 我们不得不在童年就学习去压制它，而弗洛伊德饭感到趣的是童

年发展的结果. 他尤属关注幸IJ比$. (I;b;do ) 的支配性， 它是个体的精

神 (不仅仅是性的) 力量.随曹儿童的利比辜的增长 . 它第一次成为

了儿童身体的重点. 婴儿会吃奶 . 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这个生物竿

过瞿是愉快的一一这是性的第一道曙光.断奶后.婴儿就进入旺门

期. 脏门变成了满足性欲的地方. 婴儿会在排泄中获得虐待狂的快感 z

同时.婴儿变得不量控制而好斗.

当满足性欲的地方从虹门转移到生殖器上时.婴儿就进入了阴茎

期.弗洛伊德有意称之为阴茎期 . 而不是生殖器期.因为女孩不得不满

且于阴蒂.在他曹来这是次要于阴茎的.在这一点上.男孩身上的恋母

情结与女孩身上的恋父情结需要婴儿的无意识欲望去占有异性的血章而

消灭同性的血章.男孩对其父亲怀有敌意并族妒他.并害怕这个强大的

对手的报童男孩注意到女人没有阴茎.他也担心父亲会阉割他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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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他只能通过认识到他以认同父亲井因而承担起他在生活中适当的性

别角色的方式想草住地拥在他的母亲这一点来解决这种冲突.同样地.

恋父情结的根源在于小女孩发现她就像她母亲与其他女人一样没有阴

茎，而父亲与其他男人却有.当她渴望拥有一个她自己的阴茎时， 她对

她父亲的爱就变成了情欲与骸妒. 她进而把她觉察到的阉割归咎于她的

母亲.并量jlJ阴茎羡事的打击 . 与男孩阉割焦虑极相似.

随着婴儿的成长. 处理冲突与压制欲望的压力分裂成三部分 z 本

我 (id ) . 自 我 (ego ) ①与超我 ( sup町ego ) . 本我是热衷于快乐原则

的部分.这是不能压制快乐或将快乐延后，而是且要求立即得到满足的

部分. 自我能比较好地把握现实原则。它明白有时候推迟满足是更可

91 取的 ， 甚至是更安全的. 因此 . 自 我常常不得不压制本我. 自 我以可

以接受的方式满且这些强烈欲望的努力最终建立了记忆与技能 (技射

(projection) . 合理化 ( rat iona l izatio叶 、 转 移 (displacement ) ) .井

且自 找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实际的存在. 随着自 我的形成.个体成

为了自已 ("，II ) ②，而不是欲望与需求的结合体.虽然自我因惧怕惩

① ·本R"的德文血"回\ D;!义为"它· . 也就是诅·本;在.帽本就不是M ft " : " 白

It帽的健立为" ich
W

•原且为"It" . ~f ，粮棉伊德米说这个· 自在'是 个真实的"R" JJl:吕

真正的自 身 0 -.警占注

② ~胃。" 与 " seU"和可 中译为"自 在气不过在英文巾这两个词且有区别的 2

.咽矿是一个心理学术语 . {j特定的含义 .它直徊的是-个草向行为阳民定的主体 ，

趾""'R"与·且在"主间的调停击 .是一个真正的.. ft " ;而 "M>U"指的是个体的本性、

本质、人格 . M下-句‘而不是世理与需求的结古体"的面墙来罚.包古身体的世望

和1需求的"本耻"还;非是"夜" ， 而且一个"他击" (饱立的即立即 1句 "宫" ， 盎见注① ).成

占诅"本在·只是非性去的视沌的眈塑 .个体还世布章识到 自身的{f在.投 {lfj识到

自己与他人、与外面世界是有区别的.只{j到了"自政"出现的时蜡.个体才会在与他

人剧社会的关系中认识到白己是-个异于他冉的监生的存在 .它代在谨悦和理性这

些典型的人蛊价值 . 而飞elf"所章阳的"λ格"也恰恰且有这层古义，所以译者认J句

"个体成为自己·章且是说2 真正的"在"是随拍这种日夜章扭曲出 I!I\才 出血的.此前

的战理与需求不能形成个体的人格.个体章识平到自已的存在，所以此前的个体还

不是他"自己飞时η.而只是一个·他苦..一一译占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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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而暂时压制IJ 2耘我. 但最终这些外在的惩罚来源成为 了主观的意识.

租我运用 内疚与自置来强化这些纪律并压制本我.纽我可以再分为两

部分 良知 (∞ru;oen四)与理想自 我 (唔。 ;d田I ) . 良知判定什么是

对与错 ， 并迫使自 我将本我控制在对道德可接量的目标的追求上.而非

对愉悦的甚至是现实的目标的追求上.理想自我关注的是被社会逐渐

灌输的个人通向理想. 完美的生活目标的途径{这种力量有助于理解第

三章中讨论的意识形态的各种运作 ) . 心灵以这种方式试图弥补婴儿

式的完美生活的丧失.

自我 ( t he ，ell ) 会分裂为几个敌对部分的这种观念已经进入到了

流行文化之中.因此对你来说是见怪不怪了.但在弗洛伊德的时代 ，

这是革命性的 . 20 世纪早期的欧洲继承的是统一的 自 我的人士主义

观念 . 统一的 自我是完整的.并行使自由意志与自 我决断. 弗洛伊

德大大削弱了这种观念，尽曹他承诺 自 我 ( ego ) .即对自身(，el f )

的意识，是能足够强大以控制被压制的欲望，并达到一种统-的意

识的.

不幸的是 . 被压制的欲望并非只保留在无意识之中 .就像办公室

的仓库里的不用的文件那样s相反，包就像核废料-样.且有泄漏出

来的途径.在弗洛伊德苦来，被压制的欲望有许多维护其自身的方

式 . 'E:; 11是相对无害的 . 弗 洛伊德将梦看作是被压制 的欲望的流

露.这些欲望是通 过草征性的语言来显现的 .因为直接表达并有意 识

地去想就会十分令人烦恼.无意识 也通过动作倒错 ( pa rap raxis ) 来

显现自 身 · 难以解释的记忆模糊 . 错误.误读.误政 (你似乎不可能

没在周日阜 上找过你的钥匙 ) . 还有奇怪的说错话， 我们称之为 " 口

误.. (fr eudian s lip ) . 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 而是

可以被追查出来的无意识的愿望与意图.同样 . 在弗洛伊德的世界

里笑话也不仅仅是取乐的。它们表达了 无意识的性欲的.侵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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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焦虑的冲 动 . 尽管如此，如果被压制的欲望过分强大.自我

(咽。) 就不得不大费周折地绕开它们 . 而这种内在的冲突便会导致

神经病.妄想在或者精神分裂症{重要的是在这里要记住.弗洛伊德

进行研究的时候 ， 还没有掌握任何遗传学、 生物化丰与环挽因素对这

种情况的影响 ) . 弗洛伊德发展了精掉分析，即 "谈话 治疗 " .它

是医治内心冲突的一种方式 .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人类社会就像个人的心灵一样运作.只不过

运作的规模极其宏大而已.文化在人与人还有人与社会的呻突中提供

了-种表达和控制欲望的途径.与此同时.冲动否认自己与更直接的性

满足或者侵犯性满足有关 . 文化即是这种否认的产物 . 因为社会生活

即源于这些难以化解的冲突.文明在剧烈的动荡中从来都是十分脆弱

的.从-次世界大战到他 1939茸的去世.此时二战刚刚开始.弗洛伊

德见证了异常激烈的社会危机.他把这些危机阐辑为是这些根本冲突

的非理性的"症状啕 . 在 4士明及其 不满» ( Ci，，;μzation and its

Discml/rots ) ( 1 930 年 ) 中 . 他探讨丁为 了 在社会中生存而压制冲动的

后果.他不无悲观地认为.文明必然削弱死亡的本能，但是.如果人

们否认对侵犯性的满足.他们就是在相自己过不去 !" .

弗洛伊德论艺术

只有在艺术 中才一直告发生的 事情是 ， 一个植敬重所折磨 的

人，做了-些估佛耶些歌望得到实现的事情 s还有就是 . 他在曲 或 中

所酷的事情产生 了情感 的鼓应lI'!O 谢 艺 术 的 错 觉一一仿佛 它 是

某些真实 的东西似 的 .

西最 !'t .弗 珞伊德， ( 固 腾 与 禁 忌 ) ( Totnn and Ta缸>0 ) (1912

191 3 年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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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自 己就对艺术极感到趣.他常常以艺术与文学的例子来

说明他的苦述一一诸如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命名 自然便来源于希腊神

话.事事上.他在办公室里就保存有一张安格尔的 4俄狄捕斯与斯芬

克斯，的量制品 ， 他还热衷于收藏艺术品和古物.

尽管有曾强烈的我趣，在弗洛伊德出版的著作中只有两篇文章是

直接分析现觉艺术的.在一篇论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论文 ( 1914

年)中.他讨论了艺术史与精神分析在关注有章义却被忽凯的细节的方

式上的相似性， 同时他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姿态和手势进行细致的考察

来阐释摩西像.弗洛伊德认为.朱开朗基罗描绘了克制自 己打碎约极

这一嗣间的J:!西 . 因而米开朗基罗表现的是一个克制的举动.摩西 93

囱于更高的原因控制了他不可遏止的愤怒 川 .

在 4菜奥那~达 ，芬奇与其童年的记 fZ. » (Lronardo da Vinci

and a Mn阳ry of his Ch ildhωd ) (1 910 年 ) 中 . 弗洛伊德发展了病理

描述字的研究方法.将临床精神分析运用到艺术家的生活与作品申去 .

试图"解释'这位艺术家的同性恋倾向 . "解释"他创作的缓慢性.甚

至·解释·他对某种形式与母踵的运用 ES1 .弗洛伊德关注的是菜奥那

~最切的童年 . 那是他与他未婚的母亲一起夜过的 . 只是后来才住进了

他父亲的屋子里.革奥那多童年的一个记忆是关于一只飞向正在摇篮

中的他的秃鹰.秃鹰用尾巴打开他的嘴，并不停地用尾己打他的嘴鹰

{奇怪的是 ， 后来证明"秃鹰" 是意大利语的一个误译 这种鸟实际

上是一种茸 . 是一种在其他文化中几乎没有对应译法的猛禽 ) . 弗洛

伊德认为.这实际土是-种与童年换位的白 日~ ，它隐藏着草奥那多在

母亲怀中吃奶的记忆. 还表达了他对口交的无意识的欲望.秃理对母

亲的取代暗示了这个婴儿意识到他父亲的缺席，并发现他独自与十分

疼爱他的母 亲在一包. 弗洛伊德从这个阐释 中推论 出 许 多吉章 ， 比 94

如，他认为，蒙娜丽莎举世闻岳的微笑体现了他那既充满母爱与男孩气



且!:'«~1l.局副

卫脆弱而充摘咸胁的童年的历史.

93 荣格的原型说

瑞士柑神分街学事卡牛 ·荣

格( Cad J ung )( 1 875-1961 年) 曾

是集培伊德的合作者之-，他认

为 ，北章识并非个体的.而是集体

的.它为全人是所共有.集体3已

意识是我们 与 生俱有 的 一 种知

识.早营在们 M. i、意识到它 . 在

4人 及 其 再 号 ) ( Man and H i5

Syn由)/5 ) ( 1 964 年 〉 与 其 他 著 述

中.荣格讨论了各种原型.即是植

的符号或因埠. 他认为 这些原型

出现于所有主化的 z术 、历史、哲

学 . 神话与 梦 中间.原i型 包括阴

暗面、女性 中的阳刚而与男性 中

的阴柔函、母亲、配偶、属于、儿童

弗洛伊德的批评者

与 少女哥哥.因为原型不是意识

的控制 .轧们也许告害怕它们.*

且荣格认为.昂些组历过心神不安

与精神搞的人都是圭这些原型 的

困扰.叶于荣格来说，精神分析是

叶原型的探克，所"我们能够通过

T 解它们是如何决定我们情绪与

精神生活从而得到培意.

在 20世缸中叶.叶艺术进行

精神分析阐怦的学者就荣格的吼

起作T 广边的讨诠.今天.艺术史

学者更息兴趣的是叶图埠的主化

桂特性的阐峙，而不是有着消除主

化的差异性与历史的蝇定性的作

用的琦主化的比桂与是比.

弗 珞伊惶是精神分析之立 .它没有母章 .

1t曼 ·格里$. ( Germai ne Greer ) : ( 女 大 监) ( T h,
Fema le Eunuch ) 【 1 9 70 年 〉

经过丁一个多世纪的论证租科学调查之后.弗洛伊德的多数理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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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了质疑. 而与此同时 . 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

类意识是曼榕在的司机或思想也就是无意识的领域所影响的.文竿

批评家特里 ·伊格尔顿认为 .弗洛伊德的重要在于，他发展了一个人

的主体是如何形成的唯物主义理论川 .通过身体的相互关革.通过

婴儿与童年旱翔的时候发生在我们的身体与围绕着我们的其他身体之

间的重杂的交流 (compl e x t ransactions) . 我们逐渐成为了我们现在

的样子.这样的交互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存在于历史

之中父母的角 色、照料孩子的方式、 理想的个人的观念. 都随班时

代、社会的不同而不同，相去甚远.在伊格尔顿雷来.弗洛伊德使

我们能够用社会与历史的慨念来思毒人类个体的发展，即使弗洛伊德

自 己对这些事实的表述常常是泛化的与非历史性的.

事实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弗洛伊德的发展理论与精神的运作

是具再相当的文化规定性的.而不是泛化的.比如，在不同文化的

儿童生活中.训练孩子控制大小便与上厕所古以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

的时期进行，这并非总是像 1 9 世纪主 20 世纪初的欧洲所常有的那种

冲突与压制的源头.那么什么是正常的-一或者标准的一一在人格

上与精神上， 以及谁决定这些问 题就成为 了 问 踵.一些批评草认

为 . 精神分析是社会控制的-种压制形式.它致力于消除那些对社会

不适应或不满意的 思考 、 感觉与行为的方式.

女性主义者大张旗鼓地批评弗洛伊德关于身体. 性相个体发展的

理论.精神分析竿的内部 I卡伦 ·霍尼 ( Karen Horney ) 1 '1 . 海伦

娜多伊奇 ( He lene Deut sch ) 川 与 南 茜 · 开 多 罗 ( Na ncy

Chodorow) (叫 ]与外部 [西蒙， 波伏娃 ( Simone de Beauvoir ) IIl I

与凯特 米利特 (Kate M i ll et ) 川l 都出现了这样的批评 . 弗洛伊

德的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指出 . 诸如恋母情结与恋父情结 、 阉割情结与

阴茎族伊这样的观念反映了弗洛伊德关于 19世纪中产阶级男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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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经验.而非全人类的经验.他们质疑弗洛伊德将阴茎放在人类的

性的申心的方式.并质疑他未能看到阴蒂与阴道绝非是对于这种方式

的次耍的选择.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女性的性相男性的性不同 .

它从来就不无冲突.并且不能真正完全得到解决.

像朱迪斯 ·巴特勒 (J udith Butler ) 这样的批评草对弗洛伊德通

过使异性恋成为所有的性关革与性别身份的标准规范.并使同性恋成

为对这种 规范的 "背 离 . .而赋于异性恋以特权的方式提出了质

疑 IU1 . 由于强调异性恋并非天生的或者不可避免的 . 弗洛伊德的

确打开了新的局面 . 他说. 每-个λ生来就是双性的.并且都经历

过-个同性性心理发展的阶段.他还认为.对性对靠的寻找既舍导

向异性恋 ， 也会导向 同性恋 . 同 时 ， 他将同性恋视为令人不快的 .

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病态的 ，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性未完全发展的形

式.尤其是由于经历过糟糕的或者不健全的童年体验的结果 .

在弗洛伊德关于艺术研究的独特贡献的方面.他的病理描述学方

注并不是今天的艺术史学者特别使用的研究方式 ， 尽管精神分析字军

有时这么做.从能够找到的证据的性质来看.这种方法面临'真正

的挑战 . 要诊断-个你能与之说话的病人是很难的.更不必说通过

文献或者艺术品来做到这-点了 . 如果说理解一个艺术家的再意识

的意图 (壁见第五章) 是一种挑战的话.那么理解她的无章识的意图

岂不重困难得多?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艺术作品的性质的根本问题 =

艺术作品真的是像动作倒错或者笑话那样运作 . 表达无意识的欲望

吗?病理描述竿假设一个艺术草赋于作品的意义 (无论是有章识的

还是无意识的)是首要的，它可能忽视了赞助人与坐珊的被画者.以

及更大的社会语境的作用.量耶'直皮罗 (M町er Schapi ro ) 在他的

论文 《莱奥那 ff-与 弗洛伊德 2 一项艺术史研究 » ( Leonard o and

Frt'ud : An Art H istorica l Study) 申指出 . 弗洛伊德的框架根本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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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莱奥那辜的作品与他的 艺束语境发生关 联. 诸如蒙娜丽莎与圭

安耀这样的形草 .并不仅仅是对菜奥那~自己的 人格或者纯悍的 刨作

有意义 . 而且是存在于那个时代的 巨大的艺术史之中的 . 为丁主何

他的批评，直皮罗指出 .~娜丽莎的微笑很 可能是采用了莱奥那多的

老师委罗 基奥的踵塑风格 IM1 .

119
二

对象关系理论与创造性的性质 96

澳大利亚精神分析学草梅兰

姐 .x.革思 ( Melanie Kl ein )

0882一 1 960 年 〉 在 人 畏精神且

展的语咙中阳敛地考事丁艺本草

的创造性.在她的击主f且盹于

艺术作品与创作冲动之中的思儿

热血的情形 )( lnfant i/~ Anx id y

S ituations R~f/ut~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 Cr~atitw

1mρu/u ) ( 1 92 9 年 〉 中 . 克 革恩认

均创作冲动源于睡罪的址望. 在

血革思看来， 由于企挂的批望，婴

儿挂历丁关于母亲身体的矛盾的

的卑〈原立如此①) ， 引 起性敬的

占有轴("串亮的胸脯勺的句革与

粗暴肢解的的~("难看的胸脯勺

[梅兰娓 · 克 革思 有章 用 " ph"打

头的"的阜..( phantas ies一-译者

江)将难以控制的￡章识的吨剧性

崎<Ii与日常的的想 ( fanta..ies"

泽者 i主}和白日苦相B. 1'1 开J . 这

在喜儿身上剖追 T -种意义深远

的心理冲吏 ， 它掉生存在z艺本创

作即是睡罪的方式之一 ， Io<:，{补偿

婴儿if.身于母体之中的且晶与植

耳 的 幻扭 ( fan t a s ie s 译 者

在 ) l叫 . 且 革息 式的 特 艺 4监视为

一种"构造性的内疚"的看法影响

丁众声的Z卓史草与批评草.包括

由 这里捆的是梅兰娓 · 直革且用"phantas ies"雨量西用 " fan tasies-这样的饼

桂来拼哥"臼貌'一词 .下宜去ff解，李.译者这里将 .. phant& !'iies"译作·幻象气而将

" rantai'iies-译作"幻想· .量 ff靠在中立的在追oj> 能幅作出区卦 . ~际上这两个词里

同一个词的不同拼法 .. -"事 :If-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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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拉 里安 · 斯 托且斯 ( Adrian

Stok田〉 与 理 查 德 · 注 尔 海 崎

〈阳chard Wollheim) (详下) .

同样深壶克革息影响的还有

在国的柑神分材学草温尼科特

( D. W. Winnicott ) ( 1 896一1 971

年 ) . 1也将剖造性的起源定性于母

旱的前翠绿县革的早斟【叫 . 温尼

科特指出 ，在 4 到 12个 月 大的时

候 .~哥儿告i! it 植他，称之为 过渡

叶阜的在西.比如毯子、动物填且

拉康入门

玩具 、橡且剖头等等.同样地.还

有卢些过注现靠. 比如唱歌、咿呀

声与白日梦.过波对阜与过技现

阜使粤儿能 A人母亲昂旦分离 出

来 . 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代4

7抱. 这些过边对阜与 现卑形成

丁后在生活中创造性的迫卓的革

础=过过叶阜起看作为所有艺术

的样扭曲作用 .对温尼科特而宫 ，

这个样扭有量-种过渡的功能

t代在毒品他的 在西.

在 20世纪中叶.法国精神分析学草雅克拉跟 ( 1 90 1-1 98 1 年 )

通过以符号学.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来重新阐择弗洛伊德的著作而使他

的专业发生丁根本性的巨变.对于拉康而言 ， 自 我 问。) -一 种用

.我 . ( 1) 来表述 的-个统一的 、 理性的行动者对自身(田If ) 的意

识 只是无意识的幻想而已 . 这才是所有存在的真正根基. 拉康关

注的地方是寻求快感.无法无天的儿童是如何学会压制他的欲望 ， 以使

他能够成为一个 (寄生产能力的 . 异性恋的)社会的存 在. 拉康追

问，这种自身 (回II)的幻靠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产生的.

97 拉康著作的核心在于一种观念 ， 这种观念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

样被建构起来的. 他的这种洞见是曼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启发. 尤

其是法国人类丰家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田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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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08 年)相符号学草费迫南 · 章绪尔 (Fer<linand S刨出ure) (详见

第二与第五章)的著作的启发. 语言学草罗曼雅在布森 (Roman

Jakobson ) 已经指出过梦与语言之间的相似性， 两者都有赖于隐喻 (将

意义压缩在-起)与转喻 (将意义彼此置换 ) Il 71 .在这种观念的基

础上. 拉跟着重于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并且大部分他对他的病人所作

的无意识符号使用的分析是通过文字游戏、双关语. 联想等进行的.

在符号学家对能指与所指关革进行的讨论中 ，拉康关注的仅仅是

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见第二章对符号竿的讨论) .对拉康而言 ，

无意识的因章-一-愿望.欲望.意草一一都形成丁能指.这些能指卫逐

个形成了 ‘指链'.在心理上.并没有与能指相联系的所指:它们最

终并不指涉任何东西. 一个能指有意义， 不过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能

指. 而不是因为它与特定的所指相关联.由于所指的缺失 ， 指链就不

断地推移变化.不存在固定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最终能给整个罩统

一个明确的意义或是能令其稳定.拉康认为.成为 "自 身 . (..If)的

过程就是试图稳定这辈能指链的过程.以使得意义-一包括‘我.的意

义-一成为可能.当然这个.我.不过是个幻觉 . 由于对身体与自 身

(..If) 关革的错误知觉而产生的一种稳定性与意义的想靠而已.

丰口弗洛伊德-样，拉康也谈论从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轨迹的三个阶

段 ， 但他不是贴上口唇期、 E门期与阴茎期的标签.而是将它们命名为

真实、 想章与卑征. 拉康像弗洛伊德那样声称.婴儿并没有从母亲

{在自身与他者之间)那里分离出来的自身意识与身份意识. 婴儿对

食物.安慰等等的基本需要 ( needs ) . 都能用物体(胸脯. 尿布等等)

来满足.其中并无缺席或损失或缺失，真实是完满无缺的.在那里根本

没奋得不到满足的需要.由于没有缺席或损失或缺失.所以真实之中

设高语言. 位康认为语言总是关于损失或缺席的，你只是在你想要的

对卑不在时才需要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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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到 8 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开始能够区分他的身体与世界上的其

98 他事物 . 婴儿开始意识到他是从母亲那里分离 出来的 ， 并意识到有不

属于他自身的东西存在，因此 "他者"的观念是被创造出来的 (尽管如

此.要注意的是 . .自身/他者'的二元对立并不存在，因为婴儿仍未

有一个统一的 "自身·的章识) . 分离的意识 . 或者他者性的事实 .

产生了焦虑与损失.在这一点上，婴儿从有基本需要 (nero. ) 转变为

有所要求 (demand. ) . 要求是不会满足于物体的.

在这个时期有时候婴儿去在一个镜子中营到自身.他垂青到这个

映像，然后回曹真实的人一一他的母亲， 或者旁的人-一然后再曹回镜

像. 婴儿在镜子中曹一个形靠‘ 他想 . '~~ JL是我' . 当 然 . 那不是

这个婴儿，它仅仅是婴儿的镜像.但母亲.或者其他成年人舍强化这

种错误的认识 当母亲说.·雷 . 那是你， .她便在肯定这个婴儿与

他的镜惶的同一性. 这个婴儿便开始有丁一种{错误但有用 的} 作为

一个完整的人的 自 身意识.

婴儿在镜像申错误认同自身的经验创造了自我. 种有意识的自

身意识. 对于拉康而言 . 自我在某种程度上且是一个幻草 . 一种与一

个外在的镜像的同-住. 这就是扭康命名 为要求的阶段. 镜像的时期

和想串的领域的原因. 镜像 (婴儿误认为是其自身的完整的人)被称

为 "理想的自我. .-个完美的自身，包设有任何缺失.这个 "理想

的自我'成为了主观的意识s我们通过 (错误地} 认同这个理想的自我

来建立我们的·自身.意识.婴儿在镜子申雷到的这种稳定.完整、

统-的自身的虚构 ， 补偿了婴儿在现实世界中所享有的与母体源韧的

一体性的失去.

一旦婴儿确切地表达了 某种他者性的观念 ， 以及 自 身 与 自 己 的

"他者'. 也就是他 自 己的镜像相认同的观念 ， 他就开始进入草征阶

段， 这个阶段是文化与语言的领域. 章征的秩序就是语言 自身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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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s 为了成为一个言说的主体.并用在想草阶段发现的 "我'来标识他

们自身 ， 人们不得不进入这个阶段.要作为言说的主体进入草征的阶

段.人们必需遵从法律与语法.拉康将i吾法称为 "父亲法"，是为了

用他们的发恕的父亲这个关键的形草.将对~征阶段的理解与弗洛伊

德的恋父情结 、 恋母情结和阉割情结的观念连接起来.

"父亲法. (或父辈的命包}是他者 ， 是这个体旱的核心的另一个

在称， 它是统摄整个结构的东西一-统摄它的形态以及罩统中的所寄因 99

章如何运动并形成关联. 这个钱心也被称为阴主. 以强调~征秩序的

父权性.没有一个因素是阴主或者拥有阴茎 ， 就像没有什么东西实际

在统摄语吉-样.阴茎统摄曹整个结构 ， 它是每-个因章都想成为或

者想拥奇的东西.但这个革统中没带任何一个因素能取代这个核心的

位置 成为核心. 去统治这个体革的欲望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

个体在草征阶段的位置是由阴茎安排的.与无意识不同的是. 能指链

在草征阶段中并不是无限循环与移功的.因为作为核心的阴茎限制丁

岳因素的运作 . 并赋于整个结构以稳定性. 阴茎阻止了运作 ， 所以能

指在意识的世界里能够再稳定的意义. 即使抱定的意义只是一个幻卑 .

拉康论艺术

拉康曾多次在他的"讨论班' 上讨论艺术与文学.他对梅兰妮

克莱恩关于艺术是一种补偿的阐择很感兴趣{事见 119 页 ) .尽曹他

同时坚持艺术的历史规定性.他称之为 ‘社会认同 ' . 也就是说艺术

不仅仅是也人的幻想 . 它还属于历史与文化的公共领域. 在 4精神分

析的伦理学» (Th~ Eth ics of Ps)'choorully sis ) (1 959-1 9 60 年 } 中 .

拉康写道 "如果我们忽视了所有的艺求生产 . 尤具包括高雅艺术的生

产 . 都是处在历史性之中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话 ， 对艺术中的升华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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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就是不可能的.你不会像在委拉斯贵主的时代作画那样在毕加索

的时代作面. " tMB

在 4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Th t' Fuur Fundamental Conct'pts

of Psych捕时lysis ) (1 964 年 ) 中 ， 拉康声称 ， 在讨论艺术时 . 精掉分

析学家必须坦越弗洛伊德的病理描述学所关注的东西 tml . 对于拉康

而言 ， 艺术是关于缺乏的 "艺术品总是需要将物包围起来. . "包

围· 一词是很重要的对于拉康来说，艺术并不诚实，它并不直接再

现欲望对草 {物)的在场或不在场.相反.矛盾的是.艺术在物不在

场的时候再现了物的在场 ， 并帮助社会显示这种空虚.精神分析学使

我们不仅能够通过艺术讨论艺术家自 己的心理， 而且能够讨论升华的

更大的社会维度 .

拉康的批评者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宇罩是拉康最激烈的批评者与捍卫者之 . 她

们发现他对弗洛伊德的重新解读既有着巨大的解政性也有很多大的问

1∞ 题.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大部分生物学本质主义的消解是大受欢迎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追随梅兰娓克莱里的女性主义者赞同母性功能的核

心地位 ， 及其在主体性的发展与对文化和语言的获得上的重要性. 如

弗洛伊德与拉康所暗示的那样，如果我们进λ社会领域最主要的动机

是惧怕父章 ， 那么我们多数人应该是精神病人. 在他们理论申缺少的

部分， 在女性主义者雷来 . 是母亲的身份. 比如.在 4爱情故事'

( Tal l's of La回 ) ( 1987 年 } 中 ， 法国精掉分析学家与语言学家朱丽

娅· 克里斯蒂娃 (j ul ia Kristeva ) (生于 1 94 1 年 ) 认为.母性原则是先

于父亲法.先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或拉康的镜像阶段的法则 tml .

在 4贝 里尼的母性» ( M.οtha-hood Accordinf{ to Bellini ) (1980



. 1'1* E"'." O&. . .li Jll 锺 旦

年)与别的著述中 .克里斯蒂娃暗示说 ，母性功能不能还原回关于母

亲、女性或女人身份的 "天性"观念 .通过将母亲与婴儿的关罩视为

-种功能.克里斯蒂娃将满足婴儿的基 本需要的功能同爱和欲区分开 .

克里斯蒂娃的分析暗示了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人都能 够执行母住的功

能.男人或女人都可以 .作为一个女人与一个母亲 ， 一个女人既菁爱

也有欲.并且在同样的意 义上她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与言说的存在.作

为一个女人与-个母亲.她总是高性别的 . 但在她执行母性功能时 .

她是没有性别的 IZE 1 .

事实上 .克里斯蒂娃将具有 二含的结构或者内在 ‘他者"和母 体

雷作是所有主体关革的 模式.用它取代了弗洛伊德与拉 康的自律的. 统

一的 (男子气 )主体.克里斯蒂娃认为 ，就像母体-样 ， 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她所谓的坐成中的主 体.作为垒成中的主 体 . 我们且是与内在

的 "他者'谈判 ，这个 ‘他者"是被压制的 .就像母体一样，我们从

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经验的 主体 . 但即使母亲 不是她怀孕 与生育的主

体或媒介.她也从来中断过首先是 一个言说的主体.

弗洛伊德式的与拉康式的一元论主体甚至显现在精掉分析对性别

问题的研究方式上 ，这个问题是基于单 一的一元论性器官的标准=阴

茎.比如说，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吕斯伊里加雷 (Lure l rigaray )

(生于 1 93 2 年) 曾指出， 根本没有与阴茎相对应的女性性器官 In1 .

在伊里加雷量来.弗洛伊德与组康都没有谈论女人的性与女人的身体

的适当方式，因为他们都专注于阴茎的观念 ， 只能从男性身体的角度来

界定女人的性~IJ (对弗洛伊德来说.女性生殖器"什么都不是· .因为 10 1

他认为女孩根本就是被阉割的男孩) .对于伊里加雷而言 . 女性的欲

望就像消失的文明那样.其语言未曾被破译. 因为从古希脂开始的西

方哲学就强调可见的与再形的高于不在场的与不可见的.女佳的欲望

被消除或被包含在男性的欲望之中.伊里加雷认为 . 我们必须找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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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属于女性的想靠与卑征的领域.质疑父亲式-元论法则的必然性.

在这个方面她采取了激进的说法.认为女性的性快感 。aUls且nee)是一

种完全不同于男性性快感的英目.在一段著岳的文章中.她探讨了女

性的性的独特性.因为女人能在任何时候都触摸到她自 身 I围过阴道

的 "两片唇" 一而男人则需要外在的东西(手、 阴道. 语言)去触摸

阴茎以产生快感.

正如伊利格瑞探讨丁一种姐特的女性性别的观念一样 . 法国小说

草.剧作草与女性主义理论草芷啡挪 · 西克苏 (Helene Cixous ) 提出了

挫特的女性写作方式的观念 ， 即阴性有写 (ecri ture feminine) . 以作为

突破父权制度的方式川 .阴性书写是一种 "他者· 的话语模式

就在被男权申心主义的符号秩序压制的时候它颠覆丁这种秩序.批评

者们有时将这种观念阑释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垂见第三章) .但西

克苏强调说. 无论是女人还是语宫都不是天生的一一千也们都是被社会建

构起来的.

美国文学理论草简·盖洛昔 (Jane Gallnp) (生于 195 2 年) 与其

他的女性主义者一道， 质疑拉康关于分裂的、 对立的主体的强调 tHI .

盖洛曹认为. 一种对立的模式从某种弗洛伊德与组康都醉心其中的男

性申心论的意识形态中突显出来了.对于那些批评这种以欧洲人所谓

的 "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他者化进程 ( the p即回ses of otheri咽) 提出批

评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她向她们指出在这种描述

中.这个自身 (the "，II ) 总是自皮肤的男性. 这个他者 ( the other) 且

是女性或者黑皮肤的.她将这种他者化.这种西方文化中的分裂.比

喻为一个被严格管制的边境，它旨在统治并剥削女人 (我想补充的是 .

以及高色人种，详见第三章 ) . 盖洛昔追间 ， 这种与无章识的关革是

否必定是敌对性的.是不断地在破坏那个 自我的. 她借重的是弗洛伊

键的 4日常生活的变态心理学» (P，ycho.归thologyof Everyday Li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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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0 1 年 } 以及具他著述 . 这些著作将无意识者作是一个令人章想不

到的盟友与巨大的精神支柱 lnl .

在精神分析疗法中 . 拉康著作的临床与疗效价值引起了广泛的争 102

论 . 拉康的语言学 ，尤其是他对窜 绪尔的语吉学著作的依赖.也有众

辜的批评者.这尤其被诺姆乔姆斯基 (N国m Chomsky ) 以及具他学

者批评为只是仅仅适用于 单词.而无法解决语法或语境 问题 阳1 . 至

少对我来说. 从萦绪尔到皮尔士模式的转向 . 引起了许多的这些异议

{屡见第二章) •

精神分析学与当代艺术史

在过去的大慨一个世纪中 . 有许多艺术史学者对精神分析学理论

极感兴趣，以此来研究艺*草的人格、创作的过程、艺术对于观者的效

果以及下主要讨论的接受问题.这些工作中有些对今天的艺术史实践

并不重要{比如前文的弗洛伊德的精掉病理学的方法) . 所以我不会仅

仅是出于史料学的缘故而在此对其进行评论.相反 ， 我会关注近人的

著作，他们是哲学家理直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 ) 、 艺术史

事苏珊娜曹莱斯顿 '布莉牢 (Suzanne Preston Blier) 与罗 i'l'琳 克劳

斯 (Ra咀lind Krauss ) ， 文学 理论 家 与艺术史事米克 · 巴 尔 ( Mi eke

Bal ) .他们都以大胆的方式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来讨论艺求 .

在 4作为一门艺求的绘画» (Painting as an A时 ) ( 1 984 年 ) 申 .

理童德 ·沃尔海姆分析了由动作倒错这种被无章识的企图Ill:发的行为

产生的绘画 t"1 .他论证道 . 画家与绘画的解挥者的角色能够被颠

覆 : 绘画对画家章图的揭示井不比画草的意图对绘画的解释少. 沃尔

海姆深受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 -克莱.~ [28 1 与批评草阿德里安 ， 斯托克

斯 (Adrian Stokes) 川 的影响 . 他关注艺术家将他/她的无章识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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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转移到绘画上的挫特的形式与视觉的方式.他认为 . 绘画尤其适合

表达那些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无意识的欲望.这种观念引出丁

一些令人感提趣的视角 ， 尽管许多艺术史草 (与艺术家 ) 强调抽草与具

卑艺术的区别.与斯托克斯-样.沃尔海姆认为.这种区分完全是无

关紧要的. 按照图画性隐喻的说法. 一幅抽章绘画马能通过比喻来唤

起身体的形聋，而无需描绘一个身体，因而.比如说 . 一个画面上的

肌理也许舍暗示出肉体.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家强调的抽靠与阐稀之

间的区分的限度.

在其《非洲的伏都教» (African Vodun ) ( 1 995 年 ) 中 ， 美国艺

术史事苏珊挪 ·曹莱斯顿 布莉尔 (Su且nne Preston Bl ier ) 将精神分析

理论与对被称为 E量。或Bacio的小型踵塑的考察联罩在了一起，它们是

由达荷美共和国 {现在的贝宁) 的丰族人制作的 (图 4-1 ) . 精神分

析的理论 ， 尤其是转移的观念.帮助布莉尔揭示出他们的踵塑的精神与

政治的力量.她不将 坠)CIO 视为为这些艺术革的心灵提供灵感的动作

倒错 ， 而是视为治疗的工具， 以帮助个体与 部落达到心灵的健康.

岛00 雕像是能对这个世界发生作用的一一它们改变或吸收像疾病这样

的有害影响 . 为了能使它起作用井离效.这种小型木雕被喷上唾沫.

受到祈祷，并被用各种与持有人的问题相关的材料包裹起来 (这就斩断

了 "艺术 家 " 的观念 ， 因为有若干人会垂与到这个作品的制作过程

当 中 ) [叫 .

在布莉尔吉来.那些需要-个 捡回。酸像的人将他或她的焦虑投射

到它的身上.以恢量平衡感与控制. 那么.比如说. 一个人. 他的女

儿拒绝丁他自己挑选好的求婚者 . 他就会订制一个 险)CIO 雕像来代表

104 她. 这尊 Bacio 像必须控制和 引导她的爱情 . 以便这位父亲能够继续

他的日常生活. 而不必担心她拒婚的社会后果.布莉尔指出.在像这

样的一种情形中.发生了一种转格. 正如一个接受精持分析的人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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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将问题转移给了分析者一样.这位父亲将他的问题转移到了这

尊 勘00像上 ， 因而得到慰藉.

盛‘_ I BocIO . . 李 a融入 .贝宁 . ;$. • At瓢技..组绚

在这个分析中 .布莉年借用 了这种曾被称为"神物'的形卑，并被

霄作是迷信的 "原始的" 心灵符号.她还展示了在当地的语境中. 它们

如何在审美上、 文化上与知识上 "得到理解' . 她因而使圈子外的观

者也能够理解它们. 通过借助精神分忻理论来进行革命性的思考.布

莉尔弄清楚了当地人对雕塑的理解.以及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 (与力

) . 她同样将施之于 战1CI0 像上的治疗力量放在了更大的丰族人的

文化与历史语摘申 . 对她而言 ， Hocio 像证明了战争 . 贫穷 、 奴隶贸 易

与由达荷美君主制度所支撑的种植园苦力制度产生的痛难. 将 强烈

的、 可能使人曼伤的情绪转移到这些雕像上去， 这使卒族人能够控制j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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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情绪.并在这个艰难而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罗莎琳克劳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她的 4视觉无意识 E

(The Optical Unconscious ) ( 1994 年 ) 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 . 来作为

重新思考现代艺术史的方式 阳1 .借用源于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

明 (Walter Benjamin) (1 8 92-1 94 0 年 ) 的一个词 . 克劳斯考察丁现代

艺术的"现觉无意识" ，她关注的是一种方式.许多不同的现代艺术

家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的工作垂成 ‘是一种方式的投射，这种方式认为

人的视力不能被看作是它所彻底吾到的一切的主人.反对它拥有包睿

着它的眼球里所苦的东西 ' ，这些艺术家包括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 ) 、 马塞尔 杜尚 (Macel Duchamp ) 、 杰克森 波洛克 (Jackson

Poll时k) 与伊娃 海瑟(Eva Hes~咽 ) . 克劳斯认为 ， 为克莱门特 格

林伯格或迈克尔 ·弗里德 (Michael Fried ) 所积极从事的形式主义者的现

代艺术史，是以损害产生于无意识的艺术为代价而集中在形式与视觉艺

术品之上的.她给这种艺术贴上丁 "现代主义的被压制的他者" 的

标签.

在这个论证中， 艺术家并不是掌握创作与观看过程的主人，而只

不过是一种通过被压制的 (被画出来的 、 被雕塑出来的 ) 观看来释放无

意识的内冲动与欲望的力量.建构了 "视觉无意识"的作品通常全都

是对观看自身的一种探章 . 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都从观者那里激起了

105 无意识的投射. 这种情 况不仅仅通过观者对他门想靠的认同 ( "天

啊.我也梦见了挺着人头的鸟! " )就会发生 ， 而且通过作品使观者所

处的位置的方式，还有通过诸如节赛.变化与重复这样的形式性也会

发生.

克劳斯使用两张源自精神分析学的示意图.用图解来表示视觉关

旱，以此作为她想说 明 的要 坦克莱思群示意图 ( Klein Group

diagram) 与拉康的 I. 图式 ( I.-Schema) 示意图 (图4-2. 图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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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恩的群体示意图描述了图像与背景之间的对立 . 还有它们的反面

隐含的对立， 无图像与无背景. 拉康的 L 图式运用 丁相似的结构来描

述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结果的主体 在这里，想串的 自身与被错认的事

体之间 ， 无意识的他者与作为结果的自身之间. 出现了成对的对立.

克劳斯用这些示意图来分析当代艺术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过程， 比如

马克思 恩斯特的拼贴画技术与社尚的现成品. 例如 ， 克劳斯指出 ，

恩斯特制作他的拼贴画. 不仅仅是通过从杂志、目录、科学手册等等上

剪取图像.并在它们上面增加元素.而且还从那些纸上除去他不想要的

元素-一一-种既作减法又作加法的过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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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艺术品进行分析时.艺术史家同样求助于镜像阶段的观念.

并且把它不仅仅看作是在个体层面上的体验过程. 而且是在社会层面

上的体验过程. 社会也是通过他者来认识并界定它们自 身的 . 并且一

个社会的 自我意识并不是与它 自 身相统一的 . 也不是与它 自 身相等 同

的 . 而是它与他者 (镜像 } 关革的产物.来克 巴尔 (M;eke Bal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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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对卡拉瓦乔的那嘻靠斯画像进行丁大阻的分析问.在希腊

神话申.那喀索斯因爱上了-个水池中他自己的倒影而日 渐削瘦 正如

巴尔所指出的 ， 他将一个符号误当作是现实.通过卡拉瓦乔的画像，巴

尔改写了拉膝关于镜像阶段的论述. 她指出 . 绘画中的那喀索斯 "真

实"的身体是支离破碎的与不完整的:膝盖伸出到观者所在的空间中 ，

倒影的那喀雷斯则更为连贯.通过指出在这个互换申观者的出场. 巴尔

背离了拉康的理论那喀索斯那具有强烈透视短缩惑的膝盖只有从观者

的视角才能认得出来.所以.在巴尔的论述中 ， 镜像阶段并不是自身与

他者的故串.而是主体间性的故事一一合并成观者的我/你交流.

凝视①

者是一种强大的武器. 去吉就是去表明权力、 去控制、 去挑战权

威. 父母们对不服管敦的孩子们说"别那样看着我! "或者"我跟

你说话的时候要吾着我 I "

弗洛伊健发现咽欲望必定是与量的过徨相关的，而拉康将提扭曲晋

作是精掉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慨在←一无意识.重复 . 转移与驱使一一的

主要体现.追随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家们用百字母大写的 "提视回 ③来

指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关革网.而以首字母小写的 "摄

视" <D来指称一次吉的事件.在拉康吾来，通过首字母大写的 ·凝

组" dF . 我们试图赋予我们的错觉 、 我们关于 自 身与他者的幻草 以结构

和稳定性. 只有通过艺术和语吉 (即通过再现 ) . 主体才能制造出他

① 这里拙的可能是拉由 1953- 1 954 年在讲授桂同崎伸毋忻盼去训练课程期

间参剧的讨论班. 译占注

∞ "RllZe
W

中译文无法将主与 "G四·作出区卦 .只能以脚注诅~J . 下同.-

B警击性

③ G=. 译再注

CD Gazeo -一译者注

⑤ gaze- --i乎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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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她对已知的已经消失的事体的欲望. 所以，对拉康而言，观者艺术

并非一个中性的过程 相反，观者是个有欲望的主体 ， 他愿意接受作

品散发出的魅力. 事实上.拉康大胆地证明. 艺术品的功能 ， 尤其是一

幅运用丁线性透视的绘画.是提视①的 "陷阱 " (dompte- regard) . 因为

图像(错误地) 将观者放在丁眼睛的位置(图 4-4 ) IU1 .

107

理，-‘ 巴 巴拉克.幡 ( Bafboro
"吨，叫 ，你的注视 {仅u时η

到了 我的脸额上 ， 1 9 8 1 ~苦，

锁 .. . .

这段文字栋示出了观看的力

量-一还葡 注.f'i. ( gaze j 和.

为之l司的 ，，~关系.宽.精

采用 的是一个亩 ，跑 的居 塑 ，

而不是真 实的女人 这使精

选个问组罔艺术史 ， 同努惶

艺术凉'而妇支只能被署的

能力联系 了"束. 同 时 I 由

于这个圈'跟在两方面都处于

囔睐而令人烦恼的状~ ，这

个现宿 1 .你")的惶剔"份是

不确定的.

当代对凝视曲的理论建构大多出现在电影理论中 ， 电影理论强调的

是现昔的心理过程与体验. 英国电影制作人与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

穆尔薇 (Laura Mulvey) 在她主IJ 时代的论文 4祖觉的愉悦与叙事的 电影

院}} (VisuaL Pleasure a7ld Narra tive Cille-rna ) ( 1 97 5 年 ) 中 ， 通过对

传统的好莱坞电影的批评，质疑父权制的观吉模式 IM1 . 借助精再分

① Gaze。 诗占注

12> .皿e町 …一详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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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竿理论.穆尔薇认为观者以两种方式从电影申获得愉悦

13 '=

也就是表现在的愉悦. 和通过对理想自我

的认同.好莱坞电影院反映并强化丁父权社会中"观

自(或窥淫癖) 这种观

银幕上的英雄

菌的愉悦在主动的/男性的与被动的/女性的之间被分裂开' 的方式.

在电配中 . 英雄是男性的.主动的.并且占有提扭曲 a 他推动故事的发

她们是被动

事实上.穆

作是欲望的对卑，而不是英雄

的.与其说她们拥有提槐曲，不如说她们是藏扭曲的对串.

相反.电影把女性展.

108

她纯悴是场景尔薇认为.屏幕上女性的出现常常打断叙事的联贯性

(如果你还不明白穆尔薇通过这个说法想说明什么的话.童一下希区柯

(R，回r Wind.础， ) 的片头字薯 ， 官极好地说明克 ( Hitchcock)的 4后窗'

( o.'jxr田ely

:Yeking S.皿叫 的片头字幕就为父权制的报视@开出了-剂有趣的灵丹妙

4寻找苏珊'当 你明白 这-点 的 时候.丁她的主旨 .

药.在字幕里.负责摄影的是圣母玛利亚的扮演者) •

在雷尔薇看来.这就令女性观众陷入了困境. 好菜坞的理想观众

是异性恋的与男性的(美籍非裔文化批评家贝尔霍克随后指出他还

这种观众能够很容易就认同屏幕上的英雄.并在女性的欲是白人 ) •

异性恋的(并且是自望对草出现于屏幕之上时获得观嚣的克分愉悦.

她会压制自己的身份去认同男性的英雄人的)女性观众mlJ-无所获.

传统的好莱坞电影通过许

多手段将她的摄视<5> ， 还有她雷电影的愉悦都排除在外丁 .

她会认同屏幕土女性的消极场景吗?吗9

许多批评草认为 .樱牛薇挑战性的论文得到丁许多回应与件充.

Gou. --;警吾注
g四. 一-~t占住

g~. 一一诗占注

g础o -l号冉注

G~. 一-诗布拉

①

②

面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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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好莱坞的章图如何 .观众实际上会占据许多现雷的角度，而不仅仅

是二元的不是/就是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租女人而 言.全由于诸如性

取向. 阶级或种族这样的因 素 ， 而再许多方式能够拥有蜒视或者被这种

.扭曲排除在外. 同样 . 一个女性观众也许的确会认同一个男性的主

角 . 尽管这个好莱坞机器 无意令她如此 s 而对于窥淫爵这种色惰性观昔

的愉悦.也许一个女同性恋从屏幕上一个女性场景中能够得到充分的

体验 . 但一个男同性恋就无法如此. 主动/被动与男性/女性之间的界

限并非且是如此清楚的.还可能是:男性的身 体也会被迷恋并作为场

景来展示. 贝非 ·霍克在她的论文 4对立的提视) (The Op如sitional

Gau ) 中认为 ， 与其被动地服从电影上一直在出现的东西 . 不如击争取

-种对它提出质疑和批评的提槐②阳.

电影理论与提视理论对艺术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提供

了一种关于观者的个体体验的说明 . 在它们得到长足发展的时候 .

这些理论已经能够解释性别.性取向 . 种族与阶级这些通常决定了报

扭③与主体性的因素 了 . 它们运用的方法是以前 虽然具有煽动性 ，

却是产生于艺术史与艺术精神分析宇内部的视觉理论未 曾运用过的 .

接受理论 l 2 艺术心理学 109

固恤制作者这-方面的 阐释 ， 总是晶姐要 同观者 的 阐再相 匹 配

的.没有图像可 以吉说它自 己的故事 .

恩斯特 ·贡布里希 ， ( 图 恤 与 眼睛 )0982 年 〉

接受理论将注意力从艺革家转向了观者.接曼史会关注当代批评

由 g皿. 译者注

由 此处两个·注踵'均;/J "g皿.. 译者注

Q) gaze o -一译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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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其他观者对于恃定的艺术家或艺术品必定要说的东西 . 或者它会

追溯踵盹史 . 就像弗朗西斯 哈斯克尔 (Francis Haskell ) 的 4趣峰与

古物 15∞ 19∞ 年间古典踉塑的诱惑» (Tasu fwd the Ant叩<e .

The Lure of αassica l Sculpture . I Sω-19ω ) (1 98 1 年 ) -书申所作

的那样. 同时 ， 艺术心理学与观看艺术品的心理与生理的方面相关.

这种观念认为观者主动地完成了艺术作品.艺术史家恩斯特 贡布里

希 (1909-2∞1 年 } 称之为 ‘观者的本分' . 这是存储在观者心中的图

像积里 ， 她使心灵处于观量艺术的过程之中 . 精神分析、 艺术史与文

学理论对接受极感兴趣. 接受理论的发展是-种跨学科的成就.

长期以来 . 艺术家们一直在讨论我们会把什么东西吉作是接壁的

结果.在发表于 1902 年的 4荷兰群像固» (The Group Portraiture of

Hoi缸mi ) 中 . 阿洛伊斯 里格尔 (Alais Riegl ) 发现荷兰的群像画家预

设了一个理想的观者 . 这个观者会将这些形章中集体与个体身份之间

的相互影响忽略掉 阳1 . 尽管如此， 正是 20 世纪早期艺术史 、 精掉分

析与格式培心理学的结合，才使得这种提问的方式变得明朗而具体了 .

艺术史草与精神分析学草恩斯特 克里斯 ( Ernst Kris) (1900-1957

年}提出 了一种创造性与艺术家的经验的理论 咽 它对接壁理论的发展十

分重要.他认为 . 通过主束 .艺术家-一在间接愿受的意义上 ，还有

观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是无法在 日 常生活中通过一种退

行 (regressio ) 曲获得的.艺术使这种满足成为 可能是因为，首先这 种

退行不是因防备或者迫于压力而出现的 . 而是 自我 (ego)把它开发出

来的 z 真次.这种退行性的满足并非与特定的欲望相关 . 而是源于认识

① "i且行"是精悴分轩学掘的-个J毕 4'帽企 . 白拍的是人呈到排折k让应付

时 .即跑弃己蛙学会的成 舶在匪相行为愤式 .使用以往轴均 稚的h式来描足自己的

欲望. 比如一个人因为外在事件而导量价值观砸碎时 .可能暂时迫回到瞰年期的心

理特怔oF . 一-i李占垃



.四 . !:#....的心理'与侧重 137
=

到还布这样的愉悦的资源仍然在等待开发 m .克里斯在某些方面是

曼了弗洛伊德的 4笑话及其与无意识之关系 » (J okes and th(';r Relat;011

to th(' Unconsc;ο"， ) ( 1905 年 ) -书的影响 . 弗洛伊德 自 己 曾认为这部

著述为艺术与文学分析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模式 阳1 .

克里斯指出.艺术作品的创作并不是一种挟隘的个人主义的活动

它要求艺本事与观者双方的事与.克里斯的合作者恩斯特 贡布里希将

这一观点推进了一步.他认为.艺术的社会属性在根本上限制丁精棉分

析学所能解释的东西 . 贡布里希并不认为精神分析不是无法完全解决艺

术家必须在英中工作的社会.政治与宗教的语境.就是无法完全解决艺

术家必须在 "情境逻辑"内所作出的选择 (当然.拉康也强调过这些方

面 ) .贡布里梧的基本问题不是像他的同班人所做的那样.是关于艺术

风格的分类与描述的，而是风格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一一这是他从沃尔夫

样那里得来的观念 ， 即"任何事物并非在任何时代皆是可能的' . 贡布

里带认为.错党的风格对真实的再现-一对于我们这种习惯于克服

错觉的人来说要比垣韧吾上去的要复杂得~ . 贡布里希运用了大量的图

像.从文艺里捉到卡迪与广告.来支挎他的论点.比如.他草制丁著岳

的鸭/兔图来阐释.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视觉诡计是何其的复杂一一直

不用说一个草杂的叙事性绘画了 (图 4-5 ) •

110

III

自II ~-5 鸭 J览图 .取 自恩斯特 负莉， 望籍的(U与

铺觉)(1961每 }

3辈们可以将这个帽 <t 蕃 件是-个鸭子 ..萄

只兔子 "无遮罔时暑量'二萄.货币h 室 '辑

用这个 !I: ':l .U昆明 .af]无法同时.，.I1A

本身I .实笔. " .布主 I . 又雹 剧艺厮创造

的再囊，莹的‘重. '" 艺 术 及 摊 '略 _ >1 M

S回 ，回 α事刷 J I 1 98。 筝 I '醉 ft . . · 沃尔 ..

.晨到温个 ill雄.饱认为<t锺.掬.."这

"的~;f ll . Ju:t饱们大 . ..的锺 "通过线

鲁、色'厚阳毯佩庙'‘瘦的的法魅力艘 " 副缸

'唱的再现貌'良立的 沃尔海 .~霉 ，钮 '随戳们

必须将目先在你晶的材料'室与 提所创造的领

觉之阐移动的话 ，这间徽果就不会总作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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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影晌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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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了 叶母趣 与 图啤阜 ;IJ进 < T阳dition and D，s;r， ) 中 将布

行鉴定以 外.主学批评军与 艺本 鲁崎与 立学批坪草沃 尔特 ·点克

史事还通过艺 术革的影响这种 4- ' 巳特 ( W. Jackson Ba t e) ( 生

观.垂革思考 z本事们回应过去 于 1 9 18年》的工作适用于艺术

的艺 术的 主 事 方 式 . 1 9 7 3 年 . 史l叫 .有列 进寺事 T 各种不同

是 国 文学批坪草哈 罗德 · 布鲁 的方式 . 止是通过这 些 万 式 ，大

姆 ( Ha rold Bloom ) 出 凰 T 一 本 卫 、安格尔与德拉且洛瓦才意识

植广为传闽、影响深远的著作 . 1'1 他，们在 艺 本传民 中 的地住 ， 并

4 为 4 影响的 盐、虑 ) . 即是 关 于这 且超越 T传民 的许 诺

些方法的著述 . 书 中 . 布鲁姆认 ( p romise) 还有 负担.他指

为 .新诗主要揭自旧体诗.因为 出 .当传且温励在们并令在们 兴

年轻诗人主要抗拒的是老牌大 备的时佳.t::-为活力与唱椅提供

邮 . 年桂诗人必r须通过时克前 T 且分的理 由" . 与 此同 时 . 叶于

作品 的"创造性的 误哇"为他自 那些圭和l于叶一种风格的共同趣

己的作品"清:l:想卑的空间 " . .... < 比如葫古典主义》而不得不模

在布鲁姆看来.只有有五凰的诗 甜过去的z 才扭曲艺卓草来说.*.

人才能￡服这种串响的 #、 卓 s 弱 者叶于那些意识到他们 自 己是个

一些的艺丰 草就会 变 成黯 最前 他所倾革的z术制作传蝇的后幸

人的品，食者，自己难有建树.J[.. 人的艺术革来说.传蝇会使艺术

管如此，真正伟大的诗人能成功 辜的自身幸识被压制并产生不安，

地令在们 通过他创造性 的误培 而且是到威胁.在关于安格串的

的眼品率读解克前的作品t叫 . 4旦 踉埃 尔 牢 在埠 )( Po厅ra ils of

诺曼 ·布 1'1 进 ( No rman 品， Rivi", Family )的计击中 .布刊

Bryson ) 在 4 传 民 与 址 望 B 进认为，叶于安格尔而言.一幅画



的意义总是直接指向另 一幅画 .

里雄埃尔草革的商啤章指拉圭串

的作品 .并且，λ此朱建立一串指 "

主链. 这是一 !f. 列的拽住.在这个

革 II) ~里 面没有符号与 圈悻是植立

存在的.梅 oJ':维埃尔 (Mme

. l!I a 1':#."'I'l"".川禽 旦

阳叽e陀}的 商 埠也许是在章指拉圭

尔的E椅上圣母 )(儿也dOT.阳 οf th_

ωair> • 只 不 过 被 当 作 了 4花 园 '

〈 刊t' Giardiniera ) . 这些草草是捉

摸不定的-一-留峰现者的是越.而

不是直接的确盒的现看坦居.

对贡布里希而言 . 艺术作品根本上就是对知觉的一种记录 ， 这种知

觉自 身是被先前的再现所决定的.这些再现可以在他/她的传统申获

得. 在他的一本在著 f艺术与错觉) (Art a ,uJ Illusion ) (1 960 年 )

中 . 贡布里希句勒出丁一种方式 . 图像正是通过这种不同于科学的试错

手段才被创造出来的.当一个艺术家面对问题时， 比如要再现人的面

部，他会求助于传统.求助于先前艺术家的作品 . 以获得-个他能够用

以创作他的图像的模式或图式.当他借助这些预成图式来工作时 . 他

意识到它们无法完全适用于他自身所知觉到的东西时. 于是他就不得

不对它们作出相应的修正.此时这个修正的图式就会进入到祖觉图式

的目录中. 以便于真他艺术家来运用 . 试错与修正 阳3 .

精神分析学家与艺术理论草鲁道夫 网里海姆 (Rudol f Amheim ) Il2

(生于 1 904 年) 在视知觉的精神分析学中有辑相似的地位. 阿恩海姆

质疑视觉只是-种机械的与原始的生理功能这样一种观念 . 并极力反

对视觉与 思维是两个分离的过徨这样的现生. 阿里海姆曾在柏林与格

式塔心理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一起研究过格式培心理学 ‘格式塔· 一词

在德文中只是"形状·或‘形式· 的意思，格式塔心理学关注的是感官

知觉申的经验. 为了支持他关于视觉性思维的性质的论断.阿思海姆

对艺术作品的基本知觉结构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研究.他的第一部重

要著作 4艺术与现知觉» (A rt and Visual Pt'rff!ρtion ) ( 1954 年 }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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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视觉是如何变成为对有意义的结构模式的理解的.他用了好几章来

讨论诸如平衡、 形状、形式 . 空 间、光、鱼和运动这样的视觉属性.

有意思的是. 他在 1974 年该书的再版中对该书作了全面的修订，改变

了他的许 多结论.在他 1 969年的著述 4视觉性思 维 ) ( Vi，回I

Thinking ) 中 . 阿里海姆深入地质疑了一种观念 ， 这种观念认为口头表

达的思想先于知觉.他认为艺术的表达是一种理性的形式 "一个

画面.写作、作曲 . 跳舞的人 . 我不得不说.是用他的感觉来思考

的" .在诸如 4中心的力量» (T he Pou," of the ce咐，， ) (1 982 年 )

与 4建筑形式的动力 » (The Dynamics of A町·h iteclural Fonn ) (1 977

年}中.他探讨了特定的空间与图绘的模式.比如网格.并认为形式与

内容必然是交织在-起的 tut .

诺曼布列逊与其他学者批评艺术心理学唯独关注艺束家的从手

到视网膜之间的 "内部视觉或知觉的弧线运转 " .这种模式排除了从

艺术家延伸到观者的弧线. 这种弧线经过的是艺术家、艺术品与观看所

处的语烧的 (与 慨念的 ) 空 间.在 4视觉理论 » (Visual Throry )

( 1 99 1 年 ) 中 . 布列逊认为 . 艺术心理学导致了 ·一种与其他社会问题

没有关革的艺术槌觉 ， 因为从根本土说 . 艺求军且是孤立地把这个世界

看作是一个眼中的景靠 . 而对世界的意义无动于衷 ， 他事曼并记录程他

的视觉 . 不过显然这是在某个遥远的世外桃源里实现的. " !"l这是贡

布里带与阿恩海姆在他们的著述申从不同的角度都于以革认的问屈 .

而今天学习艺束史的学生在借助阿里海姆与贡布里桔的工作来获得关

于知觉与现吾过程的新组角的同时.也会讨论社会与历史的问题.

113 接受理论 H z 读者反应理论与接受美学

丈本是从无量的文化接心中抽取 出来的 一单列语录……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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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空间 .睦构成写作的语录都毫无遗揭地世写在这种空间 里 =

丈本的统-平在于它 的起罪 . 而在于t 的目的 . 而且这个 目的平再

是私人的 .这个读者是-个世有历史、没 有生平、没有心理技串的

人 . . .. 这个读者只 不过是 一个持构成 了 书 写 文本 的所有 蝇 章 汇 罩

在一个专 门领域中的人.

罗兰 ·巴特=丈本曲愉悦( The PLeasure of lhe Text )( 1973 年 )

在读者反应理论者来.意义是在阅读中发生的-10并不作为文

本中预设的因素而存在.阅读不是为了偷懒: 当读者要穿过文革时，

他不得不去创造关联 ， 填补裂缝，作出推理.提出假设.波兰文学理

论家罗曼英伽登 (Roman InJ.tarden) (1 893-1 9 79 年 ) 认为 . 文本不

过是一系列的图式-一可预料的或惯例性的图式一一然后读者对这种图

式进行阐释并使之形成有意义的语言川 .读者是带着 "前理解' 这

种-整套语境和信念与期待来进行阅读的. 这种观念认为有三个相互

关联的世界 = 作者的世界‘文革的世界与读者的世界.

\\\读者的世界~

当读者拿起一本书时 ， 他遇到的不是作者的世界，而是文本的世

界.作者的世界 (他的趣峰、 到趣、经验、目的)当然会再助于形成

文革的世界 ， 但这两个世界并不悔雷起来的那样是同一的 (即使在自 传

中也不是同一的.作者会以各种理由或者将所有的事件与情绪收入自

传之中.或者将它们排除在外) . 当 然 . 在作者影响着这本书的 时

候，文本的世界也决定着作者的世界. 而且.读者将他自己的世界带

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之中.并且，反过来 . 他的世界也可能会被阅读这

本书的经验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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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学批评家沃尔夫冈 ·伊瑟尔 (Wol fgang I血。 (生于 1 926

茸)在 4阅读活动» (Th e Act of Read ing ) ( 1 978 年 ) 申进-步讨论

11 4 了 图式 (schemata ) 的观念 . 文本所运用的策略 . 以及它们所包吉的所

有常见的主题与暗示 I叫 .在伊瑟年者来.文本 自身就意峰珊-个

"隐吉的读者" 的存在 . 他也许会与实际读者的姿态相明古 . 也许不

能.这个读者熟悉被运用于士本中的策略与全部内容.他会有更为充

分更为丰富的阅读经验，但决不会成为文革的符码与读者的符码之间

的完美的匹配.这并不是-件坏事:匹配不当赋予文学自身以力量去

质疑我们 . 使我们敬畏 ， 令我们惊讶并改变我们. 文学不仅仅是强调

我们已经思考过并知道的东西.在还给于我们新的思考、观察与理解的

途径. 尽管伊瑟尔或多或少忽视丁社会和历史的阅读维度，但德国文

学理论草双斯 '罗伯特 ·姚斯 ( Hans Rohert Jauss ) (1 92 1-199 7 年 )

强调说， 关于什么是合理的或者是可能的 . 一个文化中的人对此拥有共

同的一辈理解 川 .他称之为预期的地平线.这是文本得以产生的士

化意义的语搅.文本与文学传统自身根据不同的历史地平线主动发生变

化.在这些历史地平线中它们被读者所接壁 l关于这一点.你也许要想

一想无限的符号阐释过程 (情miosis ) 的观念与语境对它的实际限制 I .

美国文学理论家斯坦利 '费精 (Stanley Fi,h) (生于 1938 年)提

出了相似的曹法.他认为，读者属于 "阐释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

共有阅读的策略、价值与预设这构成了 "有知识的读者 '

(informed reader ) . 费希感到趣的是文本 ·做' 丁什么 . 而不是文革

‘章峰蕾"什么.对他而言.文革意峰着什么. 以及它如何去产生那

种意义.这是通过阅读在读者之申发生的.意义并不是作为主本的先在

因素而存在的.比如.费梧的论文 4震惊于罪=失乐园中的读者'

(Surpri5t't:J by Sin: The R阳d" in Paradiu Lost ) (1 967 年 ) 认为 ，

E失乐园E 的文本运用了许多文学技巧将读者引向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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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不过是导向丁震惊，使读者的期望蓓空.并使他意识到他的自

豪一-与错误的一-自我满足的意识. 这个文本促使这个有知识的读

者在新的启示下吾到他自 己的罪恶 . 并发掘出回归神恩的可能性 l川 .

那么阅读的实质量什么?读者反应论的理论家用不同的方式来回

菩这个问踵. 比如 . 伊瑟尔认为 ， 阅读的 目 的在于使意义稳定. 就是

去消除文本的多种可能性. 并锁定一个真正的意义. 罗 兰 · 巴特在

4文本的愉悦» ( 1 973 年 ) 中反对这种观念 ， 他说文革的愉悦并不在于115

锁定意义.而在于事曼语谓的 自 由游戏一一符号的变化-一这时读者望

眼欲穿地瞥见了一眼意义. 这些意义浮出水面只是为丁再度沉溺下

去 川 (我有时认为这是观赏鲸鱼式的阅读慨念) . 这与拉康的精神

分析学以且无意识中的能指有明显的关联.

许多艺术史家将读者反应理论运用于观觉艺术研究-一并且， 我

们的确可以将一个 "文本'视为一个图像、声音、 姿势 . 或者是任何其

实被阐释的文化现卑. 德国艺术史家 沃 尔夫冈坎曹 (Wolfgang

Kemp) (生于 194 6 年} 以一革列广泛涉及欧洲艺术的著述与论文，慨

述了曾被称为接受美学的芋科历程的方法论与历史 川 . 坎昔认为.

接受的语境-一得以接近的条件与出场的条件一一都要被考虑到对-件

艺术品的任何阐释之申 . 一件艺术品是否能在教堂或博物馆中被雷到

与这件作品如何被雷有着极大的关革.事实上，坎曹对这种复制的体

制与现代技术是捋严厉的批评态度的 ， 这种量 制将艺术品表现为与任

何事物无关的孤立的存在一.无处不在、 投寄银. 脱离了本源" .

坎昔从读者反应理论中借用7隐含的读者的观念.来讨论隐含的

观者的现立一一这种观念认为艺术品暗示了-个特定的观者或者试图

建立一种特定的现辑经验. 与此相关的是"言说的形式"的问题.通

过这种方式.图像中的元素或者人物便相互联草并与读者发生联系 (也

垂见第二章关于指示的讨论) . 比如.有时在一幅画中 . 个人物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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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观者.以将他吸引到图像之申.这样的形草被称为中心点 ， 也许甚

至会将观者的注意力指引到这个场景中的特定元素之上，也许是通过

直接的指向它来实现的. 同样地.视角起着使观者与图像发生关革的

作用.在建筑中.为了体验它.你会想去晋一吾观者是如何被建筑元

素规定位置的一一比如，被门道、楼梯、走廊等等的格局所规定(对不

同的观看角度、凝视的形式与方向的讨论出现在电影研究中 ) •

坎营同样呼吁艺术史草注意艺术作品未被完成或者看不清楚的方

116 式 . 这并不意味着笔触或者砖块没有画完 . 而是意哇着观者作为观吾

经验的一部分必定在心中完成固中形卑不可见的另一面.或者是国出

转弯处后面的那段楼梯.坎曹追随伊瑟年 ， 他指出.有时那些空 白 .

那些没再出现的元素与实际存在的东西一样重要它们常常是高意

被用来强调图式的 . 并且用来引发现者的特定反应的 .

实践接受理论/精神分析的艺术史

爱德华 马 奈 186 3 年的 4奥 林 匹 亚 » ( 图 4-6 ) 与 森村泰 昌

(Yasuma.-.a Morimura ) 1 990 年的 4双子» ( Fu阳go) (图 4-7 ) 彼此

再理明显的关罩，我会制订出针对单独每-幅作品的提问方式.并制订

出针对二者相结合的提问方式. 当然， 马奈的这幅绘画是 1 9 世纪最负

盛岳的作品之一. 马奈投有去画一个古典的操体 . 而是去描绘一个女

子(模特是维多利安 · 莫兰 (Victorine Meurent ) ) . 她吾上去是个技

女或者交际花.她甚至在一个黑佣(一个各 叫劳拉的非裔欧籍女子 )

递给她一束花的时候，挑衅地盯萄观者.奉昌的图像是对马奈的绘画

的重钩， 以此作为一个摄影革列的一部分.事昌在这个革列中以他自已

为主角 .重新演绎伟大的艺术作品 . 泰昌仔细地草制丁维奎利安的资

势一一手压在生殖器上，挑衅的凝视一-但是以他的男性的.日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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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仅仅是破坏了马奈绘画的意图.也破坏了种族.性别和性的意

识形态.马奈的图像曾经并且正在被这些意识形态所包围~ .

马奈的绣花披肩相小班被一童装饰华丽的相服与一只招财茹像所取代

了 (这是陈设于许多日本草庭和店铺的种幸运的血征 ) •

'二:..-'

,!l "- 6 ..筝 ' 马'晨. .... Il!.董 . "ω . . '插上汹. .奥…... . 巴..

回 "- 1 Q衍n .双子 . ，锁~ a .Cb田"咱印刷 ，悉 .. ， .....咱}收.咽金山.代艺术.确馆

14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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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每一件作品都设置丁一种与观者的复杂关系 . 是否每件作品

都有一个隐含的理想的观看? 如果布的话，那么这个观者是如何被

建构起来的? 马奈的画是否暗示了观者是个在人或者情人.并且 ，

如果是的话，那么观者是个曼欢迎的客人还是个不期而遇的闯入者?

对观者来说马奈的画是否有一种隐含的性别 、 种族 、 阶级或者性取

向9如果有的话.有助于建构这个隐吉的观者的是什么图式?

· 坎营借助 "言说的形式" 提出的这类问题是尤其适用于这些图像的.

图像中人物之间的交流是如何发生的? 对观者而言 ， 谁是中心点9

' 凝视在这些作品中是很重要的一一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请用 拉康的

术语或者借助电影理论来分析这种凝视.泰昌的作品是否表现了与

马奈的绘画相关的 "相反的凝视" ?

117 ~ 在这里可以怎样去运用镜像阶段的概念9 自 身意识是什么 观者

是像吾一面镜子那样去看这个图像吗? 泰昌 是否著作是一个镜像?

他是否对着马奈的图像 "折射 " 回一个镜像9这是一个完整的 自我

呢， 还是一个破碎的自 我9 种族 、 性别、性取向还有阶级会如何影

响这些反映出来的内在力量的，

11 8 ~ 泰 昌 的 《双子B 提出了 Ii响的焦虑的问题 ， 它既涉及到马奈 ， 也涉及

到摄影家辛迪 ·舍曼 (Cindy Sherman ) 0 事迪 舍曼在她的 4无题

电影» (Untitled Film Still) 系列申 ， 将 自 己扮演成好莱坞舞台上的

女英雄，并于 1 989年重新扮演扭斐尔的 4一个年轻女人的肖像E

(La Fornarina <D ) ， 以此作为 自 己的 自 画像. 你可以借助布鲁姆与

布列逊的著作来探讨这个问题 .

' 马奈的 4奥林匹亚E 第一次在 186 5 年的 巴黎沙龙上展出时 ， 震惊了

不少观众.如果你想从观众的历史角度来研究这些图像的话，那么

①原文是意大利立。-译者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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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要考察对这些作品的反应 ， 并且思考艺术中令人震惊的东西

是什么，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令人震惊.事昌的作品是否也有相同

的能力去令今天的观众感到震惊?

· 你会认为 ， 克劳斯关于艺术 中 的视觉无意识的观念也能用在这些图

像上吗?

4妈妈» (Maman ) ( 图 4-8 ) 高达三十多英尺 . 描绘的是一只怀

孕的蜘蛛.它气势骇人 ， 甚至对人有威胁，然而与此同时，又有几分

脆弱.作品的标题与蜘蛛怀孕的事实引出了母性的问题.路易斯

布非茹瓦 ( Loui se Bourgeoi叶 在她的一幅绘画上指出她的蜘蛛是与她的

母亲相关联的 ，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母亲 ， 而且她拥有智慧、 富

于耐心.喜爱清洁并乐于助人.理性、敏锐并且就像一只蜘蛛那样独

立. 她能回顾她自己. "

14 7
=

JlJ 4-8 路 '见 '所 布 尔 茹

瓦，妈 蚂， 1 99 9 If.
不银钢与大'右 ，

拿 德现代 词"钢 馆

( Tate Mol如fn ) ,

伦'政

· 因为布尔茹瓦在以 自 传式的语言来讨论她的作品 ， 所以通过这个形 1 1 9

象 ， 它也许会吸 引 人去运用 弗洛伊德的艺术草传记心理学 . 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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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你应该要去看啻这些在这里被表述出来的母性问题可能是如何

展示给观者骨的. 关注士本对读者的影响而不是作者意图的读者反

应理论将会帮助你形成你的论点.

· 布尔茹瓦曾说过 . 她的雕塑是在解决问题 ， 尤其是在解决焦虑或者情

绪.她曾将用雕塑材斜来工作的挑战比作处理人事关革的挑战与阻

力 . 移惰的概念或过在性客体的观念是否育助于你理解这件犀塑9

' 这个介于一位把 自 己的孩子揽人怀中的给人以安全感的母亲 (在她

的脚之间移动的观众就像小孩子一样)与一位威胁性的、 气势骇人

的、侵略成性的母章之间的形串是存在张力的 .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形靠的尺寸.而且是因为这是一只有毒的褐色的隐蔽的蜘蛛.在此你

能想到哪种精神分析的阐释呢?如果你将这个脏塑曹作是一个母亲的

形卑.那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霄，这对于要 (再)回到这个母亲的身

体的观众来说章峰萄什么? 不仅要考虑母子关革 . 还要想想那个卵巢

装曾硕大的大理石蛋 . 这些蛋同时代丧着新生命的希望与死亡的威胁

(它不得不令观众在走过这个卵巢下时有些许的不安 ) •

120 西丽 · 娜沙特(Shiri n Neshat ) 是一位生于伊朗而受教育于美

国的摄影师与E像艺束家. 她的作品关注的是樱斯林的妇女，并

且质疑产生于伊斯兰教内外的男性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关于穆斯林

妇女的陈规陋习. «热情» ( F t'r txJ r) ( 图 1-9 ) 是对一对摩斯

林男女之间浪漫的爱情所作的诗意的探讨 . 芭提出 了一系列关于

性别. 文化与藏视的挑战性的问题 .

' 在这里摄像机的眼睛就是挪沙特的眼睛 作为生于伊朗而工作生

活在纽约的艺求家.电影的放映是如何反映她作为生活于两个世界

中的 自我意识的?她的凝姐是如何切 断 父权式 的 、 西 方的展

视的?

· 这部影像挑战观者 . 抵制关于 自 我与他有的简单预设 (在这里谁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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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谁是他者? ) .你作为观者的位置‘你 自己对文化、宗数

与性别的理解是如何决定你对这件作品的经验的?

"9
二

回‘-9 1Ij嗣 …沙筒，擒'啸.'∞扣。

每 I 最 '也 . If 涡 If '.圃 ，

Bo.b olo Glodal O1啊…，

翅的

· 在这部电影中 . 女主角 戴着黑披 巾 . 只露出脸 . 这部影片的大部分

时候.都再一块黑色的幕布将他与男主角从身体上分开. 挪沙特

声称.这块幕布与性的欲望和社会的控制之间 的冲 突有关. 欲

望、性与提阳的理论如何能帮助观者去 "揭开"这件作品的9 这

部辈片是如何要求观者要认识到这些理论的文化规定性的9

' 当 娜沙特 电影中的女主角 转过头来面对摄影机时 . 这 :章峰曹什么9

这种凝阳的性别化 ( gcnde r i n g )暗示了什么 9 对于挪沙特没有去

表现 "妇女'而是表现一个慢斯林妇女 ， 这种援祀的意义是什么 ?

· 后殖民与弱势群体研究理论也许在这里去对你有所 帮 助 . 挪沙椅

的电影是如何来在现穆斯样妇女童杂的声音与经验的? 围绕在性

别 . 种族与宗拙的陈规陋习是否常常会使樱斯林的妇女保持沉默9

结论

精博分忻与接受理论为现觉艺术提供丁具有挑战性与煽动性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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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角 . 这些理论将诸如 自 我 、 心灵与社会这样的基本问题 引入了艺术

史之中.如果精神分析动摇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挑战着我们自 以为

知道我们 自身的企生 . 那么它同样动摇了我们关于我们 自 己的专业的

意识.即我们自以为知道艺术革的意图或者观者的经验.下一章.

在谈到认识论的问题时.古进一步动摇你的 自 我意识 (即作为一个艺

术史草的自我意识) •

入门读物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西辈穗，文明及其不满 . 让 · 里维埃尔 (J田n Riviere ) 英

译 . 纽约凯曹与史密斯 (J. Cape&H. 50由h) 出版社 ， 1930 年.

盖洛曹.简 (Gallop . Jane) . 读解撞康 (R时dinK 1.Acan ) • 伊萨

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1 985 年 .

拉康，雅克 ， 精神分析伦理学 (Th~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 研

讨班革7
'
J ， 毒七 ， 雅克-阿兰 ·米勒 (Jacques-Alai n Miller ) 主编 . 纽约 2

诺顿出版社， 1992 年.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慨念 ( The Four Fundamen臼t

Q田'epts of Psychoa.皿Iy，的 . 研讨班革列 . 春十 ， 雅克-阿兰 米勒

(Jacques-Alain Miller ) 主编 ， 纽约 z 诺顿出版社 ， 1 977 茸.

马尔克斯，埃菜尼(Marks . 曰aine ) 与伊莎贝 尔 德康迪维农

( 1国belle de Courtivron ) 主 编 . 新 法 国 女性主义文 集 ( Nnu FrnJ4h

Fnninisms: An Amhdogy ) ， 阿姆捋斯特 马 萨诸事州大学 出版社.

1 980 年 .

精神分析与艺术

弗洛 伊 德. 西蒙 愧，艺 求 与文学文集 (Writings on A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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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巾ra阳re ) • 帕洛阿尔托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199 7 年.

弗洛伊德，西蒙德. 莱奥那多。这·芬奇及其童年记忆 (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 e1TUJry of His Ch ild hood) • 西孽德 · 弗洛伊德精神分

析文选标准版 (5阳ndard Edition οf the Collected Psychol，υ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 ， 卷十一 ， 詹姆斯 ' 斯特雷奇 (James Strachey) 英

译，伦敦.贺加斯出版社， 195 7 年 .

伊弗森.玛格丽特 ( Iversen . Margaret ) 主编 ， 艺术史中的精神分

析，艺术史特刊 (Psychωnalysis in A rt History , asρecicial issue of A rt

History ) 1 99 4 年 9 月 第 17 期 . 第 3 页 .

克里斯，恩斯特.艺术史的精神分析 探究 ( 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 in Art) • 纽约 2 国际大学出版社 ， 1 95 2 年 .

斯皮茨.爱伦!ll.德勒 ( S怕1阻 . Ellen Handler ) . 艺术与心灵精

神分析与美学研究 (Art and Psyche : A Study in Psych幽nalysis and

A esthetics ) ，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 1 9 89 年 .

接受理论

阿患海姆.鲁道夫，艺术与视知觉 ， 贝克菜，加利福尼亚大学出

版社 ， 1 95 4 年.

巴特，罗兰，文本的愉悦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 • 理查德

米勒 (Richard Miller ) 英译 . 纽约 法勒 ， 斯特劳斯与吉鲁 (Harrar.

Straus &.Gi rou x ) 出版社 ， 1 9 75 年 .

贡布里希 ， 艺术与错觉 : 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 ， 普林斯顿 昔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1 96 1 年 .

贡布里带，图像与眼睛.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1 9 87 年 .

沃尔海姆，理查德 (Wollheim ， Richard ) . 作为一门艺束的绘画

(Painting as an Art ) •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1 9 61 年 .

1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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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撞伯格.大卫 (F.-I阳lh"o.V诅) .图像的力量s反应的历

史与理论研究(1M Puwer of lmag..， · 晶d阳 臼 归Hi<阳." and

'Theor， of.R.由萨mse ) • 芝加哥 ，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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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待知识的-神态度 如

本章讨论许多不同的理论视角.我将这些视角称为 "关于思考方式 122

的思考方式' . 这些视角要求我们思考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又是如

何进行阐释的 . 我门认为我门知道艺术作品.它们的产生与接受 ， 这是什

么意思?我们如何能知道?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知道9卫在哪里终结?

阐释学

作品也许告通过它 自身 的 "，响与命运来支持作者，而有 时又告

超越他的意 固与知识 .

来耻串 ·穗 · 章 田( Michel de Momaigne) : 关 于讨论的艺

术ωIf the Art of Conf .mng ) (I 580 年)

阐释学关注的是阐释的理论与实践.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与 《圣

经B文本阐悻相关的一个哲学与神学的分支而产生出来的 . «圭经E

的阐释者认为所有的 4圭经E 故事一一无论是神话.民间传说.哪怕它

们霄起来是如何的荒诞不经 都是受了直启的 . 并因而包吉有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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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训戒.如果它们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的话.实践者们研究语法与

措词， 并试图将 4圣经E 故事置于一个历史语坦之中.随后阐释竿扩

展到了对多种口头与书面文本的分析 ， 并 因此被运用于所有种类的再

现与文化活动.

阐释学三大家

尽管许多学者都对非圣经阐择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有三位是

123 尤其杰出的. 1 9 世纪 的德国学者咸廉 · 狄尔罪 ( Wilhelm Di.lt hey )

(1 83 1一1 911 年 ) 为拓宽闹得学的范固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通过认为

人文科学的目的是理解 . 而自 然科学的目的是客观的解释.狄尔事区分

了人文科学 (历史、经济、宗教， 哲学，艺术与文学研究等等 ) 与 自 然

科学 " 1 . "理解 .. (ver~咽hung) 一种文化活动或者对卑 . 包括文本

与图像. 在狄尔泰音来. 理解是要求鹏悉其社会与文化语境，既需要

熟悉社会与文化的语境， 又需要熟悉基本的人类心灵的变化过程.最

为重要的是 ， 理解要求一种具有对另一个人或者另个时代文化的几

乎有神秘的交感式的认同.

四 世纪德国哲学事马丁 海德格尔(Mart i n Heidegger ) (I 88轩

1976 年) 同样对阐释学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他的生涯是有争议的 ，

因为他于 1933 年加入丁纳牌党 . 并喜与丁弗革堡大学的纳怦化运动 IZ1 .

尽管如此.他的主要作品 4存在与时间» (品刊'K ond 丁rim， ) ( 1927 年)

对 20世纪的思想有着深远的配响.海德格尔致力于一个基本的哲学问

题·存在是什么意思? . 他量为忧心忡忡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滋生出了

虚无主义.它剥夺了人类生活 (存在}的意义.他认为.人并不存在于

世界之外一-世界并不在脱离此处的某个地方 . 等着被人从干里之外的

理性的高度去分析和冥想. 相反.孜们出现并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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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这个世界， 只能知道我们自身.我们自身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是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存在. 这就是海德格尔在讨论 "前理解· 时所要说

的意思， ·前理解'构成了所有人类知识的基础 lz l .理解并不是一个孤

立的认知行为.而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 它是从由夜们在世界之中的具

体经验产生出来的预设与意见中浮现出来的. 理解因而植根于历史与时

间之中的它总是嵌入在观察者的经验之中.

语宫对海德格尔有曾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说 "吉说是人类天

生就被给于的-'EO是语吉竿的. " 141从这个角度来曹.语言不仅仅

是交流信息的工具，包实际土是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方式.海德格

尔区分了 "算计的.或者科学的/再现的语言和 "本源的"或者沉思的/

哲学的/非再现的语言 ts1 .在算计的模式中 . 语言就是信息 .'EO假装 1 2.

按事物本来的面貌来描述事物. 正好相反 . 本源的语吉并不假装与对

靠直接打交道 ， 而是通过语言错综复杂的关单与存在这个现在的基底

打交道.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罩必定抵制那种认为他们很可能可以通

过算计的语言来再现存在的观念.相反.哲学家应该像诗人那样创造

性地逼近语言.对海德格尔来说.诗人与哲学家是通过隐喻， 而不是

以直接的方式去说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隐喻使哲学家能够以非再现

的(或非算计的) 方式来表达这样一种关旱， 它反映出是什么参与了世

界之中的存在.隐喻不是文字性的与描述性的 . 而是想卑性的与暗示

性的.并且是一种更好地展示各种关旱的方式. 而不是通过再现的、描

述的语言使它们僵化为文字立"物' .

尽管海德格尔很少直接评论艺本 . 但他倒是写过一篇重要的论文

4艺术的本源) <D (T hr Orix in of Art ) • 在文中他认为 ， 艺术品有-

由 掏德帕尔的这篇文章 r1J i警本事作(l;)性作品的本醒L迫里从英译. 一-，李

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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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性 = 它 是"在敞开之 申 的存 在· . 并 且 "开 启 出 了 一 个 世

界'问 . 敞开是一种被独特的理解创造出来的文化空间 ， 这种理解是

对将要成为存在之物一一-个东西、 一个人、 一种体制-一的理解.

艺术作品表达丁这种对存在意义的共同的文化理解.因为它赋于"事物

以他们的观雷并赋于人类以他们对他们自身的吉法" 川 . 当艺束以这

种方式趋作用时 . 1'; 能够使许多相关的活动变得清晰并且井井离条.

但与此同时.艺术自身不能被解释并且吉乎理性 . 艺术品有一种顽固的

不可还原性-一海德格尔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争论艺术的意义的原

因.当然 . 艺术可以不以这种方式起作用.当艺术品不再是作为文化

范式而起作用时，它们会 "仅仅" 成为审美沉思的对象一一也许是珍贵

的宝藏. 但 已经降级到人类经验的边缘之上了.海德格尔极力反对这

种对艺术的审美式的欣赏 a 对他而言.艺术是关于经验的 ， 而不是关于

感觉的 1·1 . 他同样反对艺术是再现的或者卑征的观念 . 认为这样的方

式甚至-开始就无法理解艺术塑造人类经验的方式 (只要想草一下海

德格尔与潘诺夫斯基之间的对话 . .. . ) •

当代阐释竿的领军人物.已故德国哲竿家现斯 格奥尔格 ·加达默

尔 (Hans-Georg Gadamer) ( 1 90ι-2∞2 年 ) 是海德格 尔的学生. 在

他的重要著作 4真理与方法» (Truth and M"hod ) ( 1960 年 ) 中 . 加

1 25 达默尔讨论了西方哲学的历史 ， 为 了 阐释并理解这种哲学传统而与它

对话 181 .他认为.文学-一或者就这个主题而言是艺术一一的意义是

不会为作者的意图所限制的. 确切地说.对加注默尔而言.艺术在穿

越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文化时. 会呈现出新的意义.这些意义是作者无

法预料的.他声称 . ·艺术品是有其效果的历史的- H01 .

加达默尔认为阐释并非移情式地跨入作者的心中，而是一个语言

与交流的过徨.他认为 ， 寻求理解的阐挥学草并不能克服历史与他的

主体之间的距离.加这默尔以艺术为例，认为 当代的阐 释学家无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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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再现艺术家最初的意图.或者最初的接曼环境.艺术家与阎辑学事

都会量到他们不同的社会、文化与知识的边界的限制.对加达默尔而

言，对一件艺束品的闹释是一种对话闽择芋家试图去改变他 自 己的

眼界以拥有作品的眼界 IHB .结果是 . 两者的眼界都被改变丁，无论

是作品的意义还是阐释者的本性都被改变了{再如I]'皮尔士的符号字并

非与此无关的喜见第二章 ) . -种共同的语言.这种先前阐释的

产物.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 连接着艺术品与阐释者， 并且每-个新的阐

释都对其作出了贡献. 并扩展了它.

阐释学的循环

海德格尔与加达默尔都声称 . .阐 释竿的循环" 统摄着全部的知

识他们认为 . 阐 释的过程并不是通过从起点 (无知 ) 到 终点 (全

知)的线性方式进行的 IM1 .确切地说，阐释是循环的.是一个我们

总是已经置身其中的连续的过程.狄尔事认为.阐韩竿的循环是由于

一种文化的人造物或者活动所传播的意义而出现的 . 它并不仅仅只是

出自作者的意图 ， 而且还要依赖于它也构成其中一部分的整个章且体

系.要理解局部就意晾着要理解整体 ， 不存在脱离部分而能理解整体

的方式.正如海德格尔的名言所说的那样，锤子并不因其本身而成为

锤子.而是在与钉子. 墙.还有在与通常的木工活的关系中，才成其为

锤子的 l'" .这种对意义的阐辑学式的理解应该在某些方面让你想起

皮尔士对符号的建构.在他的建构中.解释项. 也就是另-个符号 . 是 126

在对符号的回应中产生的.

阐择学的循环意味着所有的理解都已经适当地带有某种前理解而

从事物中 间的某个地方开始了.对加达默尔而言，阐释与获得 "某

种 . (an) 对作品的理解有关 ， 而非与 "这种 . ( the ) 理解有关.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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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真相都是相互关联的，要依赖于时间、地点与阐释者.在你上第

一堂莫术史课时.这并不是说仿佛你之前从未见过一件艺术品.你也

许早已多次者过博物馆，或者你的屋里就有一张心爱的艺术品的海报.

很可能你对艺术有-个灵活的帽念. 它在你霄来是正确的. 你也许在

雷过这些博物馆之后就已经对艺术史本身有了一些了解-一或者是因

为你就是-个热心的温迪罐罐①边. 当 你第一次步入艺术史的讲童

时.这门课也许智起来完全是新的，但你确确实实已经在中间的某个地

方启程T .

从艺术史实践的方面来雷 . 这是在接曼史中我们能清楚苦到的东

西. 比如，我们可以举由美籍非裔缝制的被再为例 . 这些被离制作于

奴隶制与重建时期 ( re∞nstruet ion ) CZ> (图 5-1 ) . 当 它们在 19 世纪

与 20 世纪韧被生产出来时 ， 它们被吾作是工艺品.媒介的等级划分导

致了作为纺织品的被樨价值低于绘画或雕塑艺术 . 使得美籍非裔 (一般

127 还有当地的艺术草 } 的作品价值低于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家的作品.

所以艺术世界的媒介等级划分普遍地与社会的 种族主义相结合.这就

致使这些作品 . 除了那些制作它们的人与继承它们的家庭成员外. 完全

被忽视了 ，并且无人欣赏.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仅这些被褥 已经被雷

作是一种艺束的形式，而且社 告也普遍开始质疑使这 些作品被人忽割

的种族与阶级的偏见 iu1 .根本没有不变的 、 幸远正确的阐释这样的

东西 .

与此同时.在任何特定时代里已有的闹 挥中 ， 有一些阐释舍比其

①温迫 ·贝克特幢幢是英同圣饱院修女团的-位修女.写过许多曹且艺术史

的幢幢，因此享有盛沓 .她的著述的 中译本包括《融边撞撞讲述绘闹的放事).(温迪

睡键的大脑行》等等. 一一译者挂

@ 指的是英国 19 世纪下半叶南北战争末期副部各州的改尊贯注期.一-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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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 ， 玛 丽汉簸，脏 1 M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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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10 萃 ，费械艺术惕销愧

在历史上.这些囱..非膏

为他们的东血与团体制作

的被惕。惜，.以不对你的精

式和与众不阔的色 '眼 组 合

耐着 栋. 华者们 .将 这种

风格与 爵士乐的即兴与街

宿费的羹，精比较 ， #指出

第与西芳和咿筝的纺织品

的美联.

他的阐释更具说服力.能更好地解释已有的证据.在实践的经验中 ，

当阐释者获得了一种在当时有意义的理解时，阐释的过程会被看作是

已经到头了 ， 就像指号过程全被看作是已经到头丁一样 ， 但阐释学家运

用一种更为广 阔 的视角， 并且知道阐释的循环仍在继续 . 海德格非

说 "重要的不是要跳出这种循环，而是要以E确的方式进入. " 11 5 1

阐释学与艺术史

一般而言 ， 你可以说当 代艺束史是具有阐释学取向的 . 因为艺术

史学者自己意识到丁这种阐释的过程.他们不仅仅是从对艺术品的历

史语境的意识着手的， 也是从这种阐释本身的活动的意识着手的. 尽

管艺术史学者仍然对艺术家的意图抱有极大的具毡，但是伴随并决定

着这种兴趣的是一种更大的怀疑主义.它是对我们能完全了解艺束草

草图的能力的怀疑，或者是对我们能以我们自己文化视野之外的任何

方式去阐释这种意图的能力的怀疑. 事实上，在格式塔心理学 . 阐释

哩..…...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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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接受理论之间有密干丝万绵的联革. 接受理论的发展 . 尤其是观

者"完成了 ' 作品的这种观念的发展. 要极大地归功于阐释学. 尤其要

归功于伽达默尔的工作 (见前 1 56 页 ) •

那些十分热衷于阐释学理论的艺术史学者将注意力从图像学转向

了艺 术 品 自 身 的 经 验. 诸 如 瑞 士 学 者 奥 斯卡 ' 贝 奇 曼 ( Osk盯

Batschmann) (生于 1 94 3 年) 这样的艺术史学者就将审美经验作为 阐

释的起点.并考察审美、理论.艺术史与艺术家的实际工作之间的关

罩 川.艺术史草戈特弗里德 玻姆 (Gottfried Boehm) 同样热衷于阐

128 辑学的视角 与观垂史 他创造了 ‘图像的转向 .. (iconic turn) 一词来

描述观觉图像在 20 世纪的激增与它们在文化实践中与日 俱增的集中

性. 破姆对阐释字与艺术史的贡献还包括编辑丁文集 4什么是图像E

(Was ist Ein BiLd ) (1 994 年 } 川 .

来克 · 巳尔近来的一些著述也显示出将阐释学运用于艺术史的方

法 ， 尤其是在阐释学的循环与符号学主汇的那些方面上.在 4借用卡拉

瓦乔当代艺术. 荒谬的历史» ( In QwJlinl( Caruw l(l(io : Gmlt'Tn如rary

Art.Pr~如slnvus His阳'ry ) ( 1999 年 ) 中 . 巴尔挑战式地认为 . 艺求作品

主动地产生出现者的主体性.她声称.艺术品在 "思考'文化正如

许多其他的艺术史家那样 . 她认为艺术主动地塑造出其社会与历史的

语境.而不仅仅是反映这种语境. 尽管如此，传统的艺术史认为艺术

品的文化语境是被历史地固定在产生该作品的地方之上的 . 与此相反

的是 ， 已非的艺幸在体产生出对作品所处的文化的阐释 . 包括对当下的

阐释 . 当下它们也许正作为博物馆的对草或者重制品而存在. 为了阐

明她的观点.巴尔关注像安德烈斯 塞拉诺 (Andres Serrano ) 与 卡

丽 梅 威姆斯 (C盯rie Mae Weems ) 这样的当 代艺术家的图像 电 他们

在图像上运用 了类似于卡拉瓦乔式的视觉技巧. 这些艺本作品暗示丁

一种 ‘荒谬的历史 " . 它 由 其他话语的碎片和片断构成 ， 在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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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来的图像在某种程度上引出了先前的图像 川 .

实践阐释学的艺术史

在阐释学的艺术史的实践中.你应该注意你阐释的步骥.从这样

一个观念开始吧 历史是未被找回的信息 z

' 我在问什么问题? 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 这些问题与当代艺术史实践是如何相关的? 或者与其他的观念或员

感的来源是如何相关的?

' 在什么意义上 . 我的问题是源于我对这件作品或者是对色的语境的

前理解的? 在什么意义上 . 这些问题完圭是我此时此刻的 问团?

我的问题 ， 或者我嗣择的步骤.最后是如何在剔的方面有别于其他

人的'

' 在什么特殊的意义上 . 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与艺术作品本身打交道而

产生的?

· 我如何才能重新形成我的理解 . 才能够把这件艺术作品或者问题啻

作是其他整体的一部分.或者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局部?

我要举一个令人不快的.很可能让人激动的例子来讨论当下的语 1 29

挽是如何决定我们对过去的阐释的，并探讨那些也许能揭示过去的

物是如何积极地决定击下的问题. 吾到这张纽约世贸大厦的图片 (图

5- 2) . 恐怕本书的读者没有几个人不会想起 200 1 年 9 月 11 日 的灾难

件吧. 所以完全不考虑 "当下'而去阐释这座世贸大厦建筑是不可

能的.这正是-个以-种显然可见的方式突显出我们无法客观音待过

去的情搅在吉普毁灭前的世贸大厦的照片的时候 ， 投入可以成为这

个历史时刻中的某种脱离身体的客观中立的眼睛.同样地， 里伯斯盘

( Lib.边ind) 为重建这个综合大楼所创作的模型 (图 5-3) 事考了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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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贸大厦.也量参考了 "9 · II" 事件 . 所以必定强烈地影响曾我们对

那些已毁建筑与这场悲剧本身的雷法.

iii ~-2 山 iIt It I M,noru

，~蚁lIk l ) ， 世 贸 A

覆 . 1 966-1 971 篱 ，

组纠

圈 0-， "尼尔，毡'西拿Il_副

L，田德，回}工作 室 ， - 冒险 '

大厦的帽'臣， 2002 lit-

130 .. "9 · 11 " 事件是归何决定我去阐 悻作为建筑的世贸大厦的? 同样

地‘我对世贸大厦建筑的理解是如何赏穿于我对 "9 . 1 1 " 的理解

之中的 (在这里想一想这个建筑群破纪录的高度.它们沿萄曼哈顿

天际线的样子.由宫门现代性的风格所唤起的观念等等 ) ?

• "9 · II" 事件是如何决定对里伯斯盘的设计的阐 悻的 ( 当 然 . 里伯

斯盘的设计投育 ‘9 . II" 是不会存在的 ， 它必定考虑了先前的建筑

与那场悲剧.在这里想一想纪念碑成为了这个设计申的一部分 . 还

有那两个塔楼的重建 ) ?

· 已毁的世贸大厦建筑是如何决定我们对里伯斯盘设计的理解的'

· 这个新的设计所呈现出来的建筑是如何氏定我们对原班的世贸大厦

的理解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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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世贸大厦重建的讨论也许会让你想起公元前 5 世纪围绕在雅典

卫域的废墟上建造巴台农掉庙的讨论 . 雅典卫城曾在公元前 480 年遭

受波斯侵略者的洗劫.作为一个艺术史的学生，关于巳台农掉庙的

讨论在什么程度上会成为你理解世贸大厦重建的语境的一部分'

让我们转向另一个投那么让人不快的图像上 {图 5-→ ) . 来进一

步探讨一下阐持学. 在产生间跑上 ， 指出阐 哥过程的阐辑字方注常常

能最为成功地与其他的理论模型相结合.比如.你可以从阎释学.女

性主义与后殖民的事E角来考虑这幅版面.

且

、

II!~. •• /II 歌 . ( 1 7~)

"。‘辱 I . . . 臼 .... :::

g皇撑 的 ..壶，选自《咽

贝克的 伊 多 人 的金 ill

'D融每沪tfr.i d ECD \WD

o-t Drama ) ~民 列 ， 饵

"'" 每 木版印刷

· 你带曹何种前知识来分析这幅图像9 这个Z伎的形且富有感情 ， 井

且适用于许多形章 . 尤其是在跨文化语境-一在西方中 ， 她变成丁一

个美人. 一个主际花.一个炖女 ， 是 "掉兽的东方" 的体现. 这 种

形草是如何影响你对这幅图像的阐释的?这个图像是如何支持或者

破坏这种形草的?你对这些形章还有这样一幅图画的反应是如何随

你的文化背景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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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to 喜~川歌厨以特写 的方式将这位妇女表现为一个沉思申的优雅的对

草一一她那优美的相服、精美的头饰与优雅的乐器都是设计来吸引观

者的.从女性主义的相角来告.你对这种 (男性的)接视的起作用

的方式的理解是如何影响你阐释这个图像的方式的?作为一个吾电

影的人. 你的经验是如何影响你吉待这幅来自古代的特写的方式的?

关于妇女是景观、 是展视的对串的观念是否决定了你的阐释?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在 20 世纪 50- 60年代出现于法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与文 学 理论 事 之 中 ， 他们以弗迪南 德- 章 绪尔 ( Ferdinand de

Sau~~ure ) ( 见第二章) 的语言丰作为他们的模型.章绪尔将语言视为

-种结构的网络 . 只要我们把它分解为它们的各种组成部分-一诸如字

母或者语词-一而后它们就能被它们彼此之间的关革所界定.那么它就

可以被研究. 结构主义者认为 . 这种章绪尔式的语言结构的榄念为分

析许多不同的文化产物.从神话到宗谱到文芋流派 ， 提供丁一个模型.

因而.结构主义将文化活动吉作是由深层结构的体革构成的.

132 作为结构的文化

法国人类学军克劳德 . 711 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l!l) (生

于 1 908 年 } 为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曾作为←个

年轻的人类学家在亚马逊工作.并由于受到了他在那里所遇到的文化

的复杂性的启发.开始重新评价他关于 ‘原始"民族的吾法. 二战期

间 . 作为生活在纽约的避璀者 ， 71J维 斯特劳斯遇到了结构语言学事罗

曼雅各布森 (Roman 1 ak巾，也n ) ， 其著作对他影响至深.

列维-斯特劳斯分析血缘关系 、 神话.图腾与其他士化现象 ， 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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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作是语言体系.他认为 .这样的现靠是随着传革于人类 心中的各

种结构而产生的 . 这种结构穿越了文化的差异 . 所以. 他认为 . 尽管

掉话吾起辈在文化之间 变化万干， 实际上不过是在基本的主团(或结

构) 之上的变化而已"对已知的传说与掉话的编鹏将 会是仔牛充栋

的.但如果我们在各种人物的差异性中抽取出 一些关键的功能的 话.

它们就能被还原为 少数简单的类型 . " t I '} 列维-斯特劳斯解释说 ，掉话

就像语言一样.是由根据已知的规 则集合起来的各个单位创造出来的 .

在索绪年的语吉学中，这些基本的语言 要素(字母 、 声音或者语词)被称

为 "音素 .. ( phonen时 ， 所 以列 维-斯特劳斯创造出 了 ·神 话 章 '

(mythemc) 一词来指称那些博话的基本单位 恻 . 当 然 ， 在最后 . 重要

的是保留在神话中的重大的-革列关罩 ，而不是简单地 在一个特定的神

话章中能指与所指的关，r; .因为 正如章绪非写 道， ‘通常我们并不用单

个的语言符号来表述我们 自 身.而是用符号的组合来茬述我们 自 身 . 这

些符号的组合RIJ壁亘古句的控制.而重合句 自身就是符号'川 .

同不断变化的语言一样 ，博话并不完圭是被按照 它们的结构来 预

设模式的. 掉话正如它们 被重量讲述那样.以不同 的方式发生变化

它们会被扩展或者删减 ， 被改述或者翻译 . 故事的元素能够得到强调或

者不被强调 .在这个意义上.同话具有共时性与 历时性两个方面 .共

时性是神话不茸的、 基本的结构‘历时性就是在任何特 定的时间里具体

的讲述神话 l共时性/历时性的划 分与索绪 尔的语言 ( langue ) 租言语

(阳Tole ) . 或语言和言说(鸣放咀h ) 的观念是相对应的 J •

法国文化批评家罗兰 巴特 (Roland Banhes ) 将结构主义者的分

忻用于当代西方文化.他指出这样的结构不仅仅是所谓的原始社会的 133

特征， 也是现代工业化社舍的特征.在 4神话学» (My thologies)

( 1 9 5 7 年 } ‘4符号竿的元章 » (EI.阳阳山 。f &miology) ( 1964 年 )

与 4时尚 体 系 » ( T he Fa shilm Sy.~/ t'm) ( 1967 年 ) 中 ， 从广 告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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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他考察了不同领域中的文化活动的结构单位.他认为.流行的图像

恰恰可以用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相同的方式来闹悻.因为神话是·将

历史变为 自然" 的东西 121 . 神话是被当作真实的与非意识形态的东西

来读的一一仿佛它的毒述.这种在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革是天生的而

不是被建构起来的.对巴特而言 . 这意峰着掉话能够被用来证明主流的

信仰.价值与观念的合法性.但在列维-斯特劳斯强调他的结构主义方

法的科学性的方面.巴特却将文化分析当作游戏的形式来进行研究.

和巴特一样.许多结构主义者致力于广泛的文化活动的研究.包

括相觉艺术以及宗教、烹饪.或者性.例如，英国人类学家玛丽 道

格拉斯(Ma可Douglas ) (生于 1 92 1 茸} 在她的各著 4纯拮与危险 2

对污接与禁忌概念的分析» ( Purity and DanK,r : An Analysis of th~

Conu pts of Pollution Q1ld 丁"Ix施. ) (1 966 年 ) 中 . 她和切斯特菲尔德伯

爵 ( F.ad of Chesterfield ) (1 694-1 773 年 } 一样有一个著昌的发现. 她

发现肮脏只与不合时宜有关 m .以此来强调审视任何文化活动更大的

语坡的重要性.在花圃里. 土壤也许会被称赞为沃土.但只要钮心的

园丁带着它走进屋里.它就会是脏东西，并被迅速地扫掉.作为学

者，我们不想将自 己禁锢在花圃或者屋子里-一我们需要拥有关于土墙

的两方面的晋法.

二元对立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神话重要， 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克服

矛盾的逻割模式.残们如何生活在一个被生与死、 美与丑、 自 弘与无

私、 墨力与相平包围的世界之申?神话试图去解择这些对立的慨幸 .

列维-斯特劳斯声称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都通过成对的对立来组成它的

世界观.并且二元对立的观念对结构主义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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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你对 ·二元对立'一词并不熟悉 . 但这种观念绝对不是黑/白 ， 男/

女 . 富/贫.黑夜/白天 . 年老/年轻 . 左/右 . 健康/生病，公开/私人 .

还有一一回头思想前一章-一自我/他者 .

结构主义者把这种 二元划分晋作是 ‘深层"或者隐藏营的 人类创

造的结构的一部分 . 由此强调 它们是人类 E维的根本性质. 同许多结

构主义分析的其他方面一样 . 这种对二元对立的强调也源自章绪 尔的 13.

工作 . 京结年指出 . 我们是通过其他符号来界定符号的例如.对

"健康'的一个灵活的界定是·不生病 ' ln1 . 这些如同反义词一样

著名的成对的对立是独特而有 益的.因 为它们有助于将我们的经验

分类.

二元对立并不仅仅是 以孤对的形式单独地存在 . 相反 ， 它们与 其

他的二元项联合起来，或者排列起来 ， 为的是不仅创造出横 向的关单，

还创造出纵向 的关革 . 711维 斯特劳斯借助类比来讨论这一点 ， 这能使

我们将某些对立吉作是在隐喻的意义上类似于其他的对立( .可食用

的· 与 ·不可食用的" .就像 ‘国内的"与 .国外的 . ) . 在这个体罩

之内的单位只布与其他单位相关才有意义.并且只布在二元项申才能

被分析s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你不能考虑 A 为什么是 A， 而要

考虑 A是如何与 H相关，而 C如何与 D相关 inl .

二元项并不 且是平等的: 通常一个词比其他词有更高的价值 . 这

是列维斯特劳斯在 4生食与熟食» (Th~ Ra w and the Cooked ) (1 964

年)中探讨的一个观念. 例如.在健康/生病这一对申.我们会特别挑

出"健康. 一词作为更为可取的词.结构主义学家与符号学家通常将

-对中更为可取的词称为不被注意的词，而将不太被喜欢的词称为引

人注意的词 m . 尽管两个词的确只能在彼此的关革中得到界定

不能一个有意义另一个没膏意义 我们常常会曹到似乎未被注意的

词与引人注意的词是没有关革的.仿佛它不需要通过引人注意的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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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人理解.回到健康/生病这一项中，当你感冒的时候你必定最能

理解健康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 而当你感觉很好的时候.你不会想太多生

病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结构主义者指出，未被注意的词晋上去全是普

遍的、永恒的.根本的、本源的. 正常的或者真实的，而引人注意的词

吾起来是次要的、 派生的.被快定的或者附加的 问 . 但这只是错

觉次耍的词厚管被看作是边璋的和外在的，但它是首要的词存在的

关键. 未被注意的词是 ‘透 明 的 · . 它的优先地位并不是不证 自明

的.相反的是 . 引人撞章的词的异常性或者次要性却是不证自明的.

互文性与作者的死亡

在第四章里，在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理论一节中，我讨论丁那些关

注读者或者观者的文革或视觉经验的理论家们.反驳那种认为读者或者

135 观者的首要目标是还原作者或艺术草的意图的观企. 同样地 ， 结构主义

者与后结构主义者认为 . 作者的慨念一一这种认为是个人的天才与表现

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现~-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它是文艺垣兴的

遗产.并在浪漫主义时代登峰造极.相反的是.他们将文本与图像视为

模嵌于一个文化再现的网络中的作品，在这个网络中.读者(或者观者)

所熟悉的语境、再现的样式与惯例和作者或艺术家的意困一样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章蜡尔的观念同样是重要的.章绪尔强调说.语

言是先在于个体的言说者的体革 {或者结构 ) 因而 . 吏流单是使用

先在的概念、样式与惯例.结构主义者提出主体是"被语言所言说

的'一一巴特甚至说:‘是语言在言说 ， 而不是作者在言说 s 写作就

是 -…达到只有语吉在运作.在‘表演'之处，这个地方并没有

‘我 · . " tnl 巴特最终背离丁僵化的结构主义 ， 而理解到写作不是记

录预先形成的思想与感觉的过徨-一即并非从所指到能指的运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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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写作意哇着通过能指工作.而让所指自行其是.对巴特而言 . 并

没有固定的.先在的意义.因为他指出 ， "写作不断地指向意义.不断

地使它消失' 阳1 .

这种认为语言先在于个体言说者的观念是结构主义者更进一步反

对人文主义现垂的一部分.人文主义观念认为人的主体是自律的、 理

性的.连贯的与整体的一一这种观念早已为精掉分析学家所质疑 (见第

四章) . 人文主义的传统无疑认为 . 通过理性的思考 . 还再通过本身

是固定的并传达固定意义的语言.人的主体是能够认识世界的.在艺

术史中，这种观念导致了对艺术家在文化生产中是重要角色的强调 . 所

以学者们的首要目的就变成了揭示艺术家的章图川.对于艺术军而

言 . 他传达的意图和意欲传达的东西无疑也许对作为个体的他来说是

重要的 z 尽管如此，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的意义上，章义并不能还原回他

的意图.例如 ， 一个艺本家也许传达了无意要传达的东西.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罗兰 ·巴特鲜明地声称 ， ‘读者的诞生必需

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tn1 .在巴特量来. 作者并没有赋于文本以有 136

机的统一性.相反，艺术或文学作品是一种人工制品. 它将艺本家或

作者文化中任何已有的编码集合在一起.在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

娃，还有其他学者音来.互文性的概念让我们注意到每个文本都是在与

其他文本. 其他的文化表述的关革中存在的一一比起文本的作者 ， 文本

更多地要归功于其他文本. 对克里斯蒂娃而言 ， 文本完全是各种文本

的交汇点 . 我们在且中还读到其他的文本‘阅读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同

样是创造的活动 阳1 .

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指的是源于结构主义理论的一场理论运动.艺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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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哈里斯 (10阳than Harris ) 指出 ， 我们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

"后"这一词一一作为‘结束/完成/之后 " .或者作为 ‘受它启发/与

它相关/通过它而有意义' IM』.结构主义的思潮是由于一些结构主义

者所思考的问题而引发的. 在某些批评家量来 . 结构主义是非历史

的.如果结构一直已经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在这种理论模式的语镜中

来理解阶级斗争或者女性主义的斗争?我们如何能说明社舍与文化的

变革?此外.结构主义常常预设一个理想的读者/观者的出场，却不考

虑实际读者或观者的经验.许多理论家自 己既以结构主义卫用后结构

主义的模式进行研究， 尽管在视角上有晴巨大的差异.但后结构主义者

也承认关于语言、 意义与主体性的根本性预设.

俄国语吉丰京米哈伊尔 ·巴酶盒 (M;kha; ! Bakht;n ) ( 1895-1975

年)在早期就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他反驳静态的与非历史的结构模

式.已摇盘的学者生涯以政治土的大起大蓓而著称，他致力于由俄国

革命与斯大林主义发起的社舍与文化问题. 对于巴串串主而言 . 语言从

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它从来是植根于斗争与吉说的社会串件的 "'l .

巴赫盘认为，语吉理论，且是假设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言说者，他的

言说创造出姐一无二的意义.他称之为独自式的语言 ( monologic

lang国ge l . 因为它似乎源自一个强立的 . 一元化的出处， 与之相反的

是"众声喧哗 .. ( heteroglossi吟 ， 这是一种人们在 日 常生活中使用 的

事元的言说形式 IU1 . 所以 . 比如说 . 你对每天随意遇到的人会有不

137 同的说话方式 从给你送阜誓的侍者到制止你超速行驶的警官. 这

些不同的说话方式运用不同的词汇、句子、腔调 . 甚至是口音.

巴赫盘指出.擅自式的语言是向心式的烛自式语言的言说者试

图将所有相异的语言元置与形式都变成一种来自一个中心点的孤立的

形式或者言说 . I虫白式的语言要求一种标准语言 . 一种 "官方的' 语

吉 . 每个人都被迫去言说这种语言 {一直在争论的非洲式英语. 或者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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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英语就是很好的例子 ) . 另一方面 . 众声喧哗式的语言是倾向于离

心的 . 它通过包容各式各样不同的言说方式、 不同的修辞术与词汇 . 而

使语言走向~元化.巴串串盘认为.众声喧哗式的语言与独自式的语言

-直都在所有的言说中起作用 IM1 . 这个概念十分有助于我们认识 .

评价 、 阐释与视觉艺求相关并且用视觉艺术来表达的不同的言说方

式-一无论研究的是自制的被揭或者西斯廷放堂的天顶 ， 还是研究工人

阶级在博物馆中的经验或者克莱门恃 格林柏格或是别的著 名 艺术批

评革的工作.

后结构主义者还进-步认为 . 结构并不是仅仅等着被发现的忏么

营世的、幸恒的真理.结构是我们为了能够阐释找们周围的世界而创

造出来的虚构.克里斯蒂娃认为 . 一个文本一一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

种文化活动一一并非一个 ·结构" ， 而是一个·建肉 .. (structuration)

的过程 IM』 .同样地. 雅岳德里达.这位后立将进一步讨论的重要

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在文本中，结构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习惯.

对后结构主义而言.意义比结构主义所暗示的还要不确定.后结构主

义强调的是在符号的游戏中.在能指与所指关罩之间的捋续移动.

后结构主义对历史实践-一还有艺术史有重要的启发.后结构主

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不是在文献与图像里等精被发现的. 当我们书

写历史的时候，语境是重要的.它不仅仅是过去 ，也是当下 ， 当下

是我们发现并阐释宫的条件 (这是一种 阐 释学也革认的观念 ) •

艺术史家诺曼 '布列逊指出 . 历史阐释的证据是数量巨大的

可能是无限的 IU\ 停下来想一想这一点 ， 你 会认识到 最终阐 樨

的形成不可能真正来自 其数 目庞大的证据 2 它必定源于艺术史家 138

带入刷篝过程的扭角.这方面的一个好的例子是最近在性别与性

的问姐上的学术到趣这些问题一直存在 . 但它使用正确 的 "模

头 . 来搜集在它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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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历史:知识就是权力

我们需要是怦 ，没人是怦我们

你说这是什么?

章量的 .我们做点正经事吧

心灵 自 卫 的好多t

<'青》拖琅扭 涌 向这崎班 出

体蔓拥护体所知道的东 西

让每个人都看见，为了打倒那些权力

在来听听体们说…·

打倒权力

企众的敌人f打倒权力 " ( 1 9 90 年 }①

t"国 历 史 丰 家 、 哲 学 家 与 后 结 构 主 义理论 家 福 柯 ( Mechel

Fo ucault ) (1 9 2 6-1 984 茸} 对 20世纪 60年代末以来的人立与社会

科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 尽管他被许多人批评为槽怪的历史学草、空

想家与夸夸其谈者，但我相信他的著作对人仍然是大有博益的.

作为哲学家.福柯是从一个基本的问题着手的:今天我们是

谁9 要回菩这个问题 . 他发现他不得不追 问 . 我们如何才能成为现

在这个样子?历史，真实的历史，对福柯来说是一 个 当下的谱

革 川 .我们不是从过去来追溯现在，相反.我们是从当下来追溯过

去.考察产生于当下的选楼与偶然.没有必然的历史进程.设布进

步的模式. 设高连续性 历史是一个跳跃、裂缝、偶然.断裂与脱节

的过程 .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关注这些东西 tul . 对福柯而言.历

① i且是 J:!回 !OJ l'!. !l'队( Korn )的一首梳行 Ill I阳歌词中的一段.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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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并不是要连接过去与当下的人，相反.历史学家是将过去与 当

下断开的人 . 要质疑我们当下的必然性与合法性意识.

历史与我们根据 自 身的知识来追问我们是谁相关，与探询决定着

我们的政治力量 ， 与考察我门与自身的关系的意识相关这是我们

为了支配那些内在的关革所作出的伦理选择.这意昧着历史必须关

注对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追溯.关注权力是如何起作用的.谁掌握 1 3 9

者权力.历史不是关于伟人与战争的， 而是关于体制、理念 、 信仰

与实践的，是关于被权力关系之网控制的普通人的.在欧洲的历史

上 . 福柯的著作关注的这些话题从未被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过性

史、 监狱史 、 疯癫史 .

虽然权力对福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但它是难以捉摸而不容

易界定的， 它在不同的著作中呈现出多元的联革与意义.权力是难以

通过概念来理解的，因为它自身就是复数的、破碎的与不确定的.对

福柯而言，关键是.权力是 "一个多元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影响

深远却从未完全稳定的支配力量就产生于这个领域" IUI .与此同

时， 它有着历史与空间上的规定性. 通过正统的价值、 社会体制与政治

(关于非正统的更多论述事见第三章 ) 来起作用 . 而且. 权力不仅仅

在国家或法律中是有争议的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从经济到精神、

性或艺术的所有关系中都存在着争议.

福柯尤其关注话语的观念.或者是话语的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s) 0 我们如何在社会中表述并使用知识? 知识如何 与权力

相关9 权力是如何进入到特殊的体制、理论或意识形态之中? «知

识考古学» (The Archaeology of K now led g e ) (1 9 7 4 年 ) 探讨丁允

许话语产生的条件.话语的概念不仅仅包括文本、术语、图像与概

念，而且包括文化活动和诸如地图、 计算器与试验这样的人造物.

话语集中于各种 "场"中 ，这些 "场"就是知识交错的结构与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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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1·3 1 .知识具有权力，因为它表述了被那些掌握着语言的人和各

流称之 为 真理的东西，现实 无法在那些话语框架( discursi ve

framework ) 之外存在.

通过这项工作.福柯对社会试图控制.支配与监视人的身体的方

式特别感强趣.他称之为·身体的政治技术. (poli ti四1 technologi白 。f

the body) [H I. 在 f规 训 与 惩 罚2 监 狱 的诞生 » ( Discipline and

Puni5h : 171(' Birth of the Pri50n ) (1 995 年 } 申 . 福柯通过谱革的方式

追溯了监狱的发展史.从我们的文化视角来看 . 我们也许会想，监狱

到处都是.但它们仅仅存在丁数百年.福柯关注 1 8世纪 . 当时刑

体革开始1b弃像鞭百或打烙印这样的惩罚 . 而是 以改造作为首

要的目的 l"1 .这就使囚犯的建筑成为必要.在这些建筑里.罪

14 0 犯的身体不会受到 惩罚 . 而是受到营制 、 控 制 . 并 被改造 以令他

们芋舍不再犯法 .

福柯还热衷于开创新的视域.他将性根为社会的建构而非内在的

或自然的东西.并祖之为权力统治的工具{同样整见第三章 ) . 他的

《性史» ( Hi血叮 ο.f Sexuality ) 的第一春 [也以 4对知识的意愿E

(T he Will to Knmdedge) 为岳出版l 是以质疑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

压制了性这样一种被广泛接贵的信念开始的 川 . 恰恰相反的是 ， 福

柯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积极生产性与有性别的主体的话语之中.因

为对于极力关系而言.性是在;j;元方向之中与众多伴侣之间的一个关

键的"转换点 " 男人与女人. 青年与老年、 牧师与世人等等 I61 .

他认为 . 1 8 世纪以来 . 以性为极心的知识/极为关革网便依精于四个关

键的策略 女性身体的 .歇斯底里化 .. ( hysteri回归on ) . 儿童身体的

.教育化.. (pedagogiz.a tion ) ， 对生产行为 的社会化 (social田tion) •

还喜对不正当行为的精神分析化 (psychiatri z.a tion )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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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艺术史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艺术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尤其是当

它们的出现迎合了一种对符号学与社会语境问题的兴趣的时候 . 比

如.法国艺术史家于贝尔 ， 达弥施 ( Hubert Damisch ) 在他关于文艺复

挠的研究中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 他暗示道文艺复提绘画严格的

线性透视曼到了对云以及其他荤胧的空气效果的采用的抑制 I··1 . 在

某种意义上. 结构主义思想的成分桂期以来都出现在艺束史之中一一海

因里希 沃尔夫林为展示祖觉分析而对二元对立的运用 (线性的/涂绘

的 、 开放的/封闭的形式)就是很好的例子 问 .

后结构主义尤其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艺术品 ， 再现还

奇特别是模仿(对现实的模仿)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结构主义语

言理论家认为 . 在语言与真所指涉之物之间没有明显的或必然的联革:

这样的联军具有文化属性. 是基于人的选择与惯例. 后结构主义理论

军与艺术史京将这样的论证扩展到丁现觉艺术之上. 例如.罗兰 ，巴

特写的 4显相器·反 思握 影) ( Camn-a Lucida : .R ,.f l«tions on

Photograρhy ) ( 1982 年 ) 就是对肖像摄影和作为能指的摄影与作为所

指的坐着被拍摄的人之间的关革的再力的思考.巴特指出孜们无法以 1< ，

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摄茸的再现与所再现的人物分开 jM1 .正如基斯马

克事 (Keith Maxey ) 在 4理论的实践 后结构主义、 文化政治与艺本

史) (Th, Practiu οIf Throry : Poststructuralism. Cultural Polit ics. and

Art H istory ) ( 1 99 4 年 } 申所言 . 视觉形式并非是模仿的 . 它 们 并

不是艺术家借以捕捉真实世界的属性的手段 B 相反 .祖觉形式是对

世界的带有价值判断的闹悻. 它们在各个文化与各个时代之间都是

大异真趣的 IU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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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艺术史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 个孤立的艺术家的作品 、 一个

时代或者一种文化 ， 但是后结构主义指出了这些阐释模式的人为性. 即

使它们也许吉起来是自然的或者必然的.也许更具有挑战性的是追溯

一个特殊的母题或者诸如破坏圣像这样的运动 ， 或者是以新的方式对

艺术家或图像分类.就像巴特在 4萨以德、傅立叶、罗耀拉» (Sad"

Four jer . Loyola ) 中所作的那样 . 在三位明显不同 的 思想京之间作出 了

出人意料的联系阳1 . 在后结构主义的艺术史中 . 重 点不再是简单地

给艺术草编-个 "影响"的目录 ， 吾吾过去或现在的什么作品能使他感

兴趣 ， 而是追问他选择特定的艺术家与图像的理由是什么一一追问在他

当下的语境下通过重新使用与改写视觉图像上的 目 的何在. 并追溯这

些选择对观者的影响.

福柯关于权力这种身体、性的政治技术与历史性质的观念对艺术

史的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 王军管福柯首先感兴趣的是文学、哲学与历

史，但他的确有过关于艺术的著述 (并且无论如何没有篇是特别在意

学科的边界的 ) 阳1 . 方式之一便是考察艺术体制一一诸如博物馆或

者画廊一一就像福柯考察精神病院与监狱一样 (亦垂见第三章 ) :"1 .

尼古拉斯 · 来尔佐夫 (Nicholas Mirzoeff) 即 借 助福柯的工作去追溯

"身体图景" 一身体是一团多元的、 灵活的符号一一以解释在艺术中

被创造出来的理想人物的不同版本 IM1 .

实践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艺术史

这张照片(图 5-5 )是为法国神经病 医生让马丁沙尔科

(Jean-Martin Charcot) (1 8 2 5-1 8 9 3 年 ) 而拍摄的 . 他研究的是神

经病.沙尔科工作于巴黎 著名 的 萨 勒 贝 特里埃 ( Sal pet ri e re ) 医

院 ，它是为贫困 妇 女开设 的 . 值得一捷的是 弗 洛伊德 曾 与他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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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在沙尔科的指导下 . 被诊断 为 歇斯底里发作的病人都被巧忡

地拍丁照，为持怀疑态度的罔行提供歇斯底里发作的病状的祀觉证

据.这些图像 为j;春本的萨勒 贝特 里族医院的图像志摄影~ 142

( 1877-1880 年 ) 提 供 了 原材 科 . 这 些 照 片有 萄 很 强 的 舞 台 放

果 .很可疑的是在这些照片中被描述出来的妇女在什么徨度上是根

据沙尔抖①的期待束丧演的 阳1 .

II.~~ 毡 '坠的豪情， ，. e Jl 输量级医院的 !..~….第命 It.原

' 关于通过医学 界 与 村民癫的医学 化而对人的身体实现的规训 . 这个

图像能告诉我们什么9关于这个时代的歇斯底里发作与冲经病的慨

念.这个图像能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出像体制的与社会的语境

即梢肿病收在所. 医学界、性别与阶级关最一一是什么(在这一 点上

①沙句:抖是现代伸且学仕认的例耐人之一 .. 1 8 8 2 年 . 他在萨勒 fIl 特m吹

成宜 f一所伸挂在嗣诊所 . 且在 当时的胜嗣且由 k二的 . 性尔刊对后来被排

为歇斯底唱的族响阳il 嗣大的旦锺. 他相信歇斯盹 l it居家 1&遭作 F米的神挂革

挠我副所导致的结果 • h r 研咒歇斯底坦 .他学 习 f 他阻水 . 1乎 嗣快成为 r i主 门

新民"科学"的大师 。 ;p尔科制 {自傲毗4立在与歇斯盹 IH的发作 .M it常 制制的 . W

此他必lWi人进行例Hn(试l刽诱发 If. MI 咒他们的挝扰 。 ~ ! 他并 没 il 国 过依附的自

他们的 1fl1-!Il'~ t. . f也跑到 H il 世斯盹 I I!.耐人 才 IlJ 能被锁眠 所以立 I I I {J此

"用持 "一诅 评 "'- 11 ..

17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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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可以垂照福柯) ?

· 在此有什么二元慨生 (心智健全/心智不健圭 . 歇斯底里/镇定 .

真实的/做作的 、 歇斯底里的/清醒的等等)在起作用'隐含的

观者.这个图像志的读者一一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为自人、异性恋

者与 1 9世纪的专草的人一是如何被包含在这些二元的理肉之

中的9

· 我们能苦到什么样的摄影惯例 {结构 ) 在这里起作用? 摄影师

或者就此而吉那个坐着的人一喔如何挑战或者重构那些惯例的?

在歇斯底里症类目的铺 J;ll 申 ， 摄影扮演了什么角 色，

· 这个图像透露了 什么样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叙事. 什么样 的话语

实践?

' 这张照片是否揭示了歇斯鹿里症的观念 . 或者歇斯底里的诊断与

一个特定的病人的歇斯底里症之间 的张力? 这是否能被读解为

歇斯底里症的语言和吉语之间的张力 . 或者是她 自式 (医生 的权

14 3 威 ) 与众声喧哗式 ( 由 病人体验并表达 出 的 ¥ 元的 条件 ) 之 间 的

张力 守

' 通过诸如催眼 . 电击 休克疗法与生殖器控制这样 的技束 ， 沙 尔

科诱使那些反感他的治疗的病人产生歇斯底里的症状.这一点

在这张图像中是否有任何徨度的体现9这个主体的反抗是否

明显，

解构

解构并不是对错误的揭露 . t是长 期 坚定平 静地观事 真理是

如何植生产出来曲 .

加亚特里 ·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差 异之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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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z与阿华弗雷惶·问特E加古董〈黯且瓦克文革(The Spivak

Rt>ader> . 1 995 年川且'Jndin/{ In Di f f n-m ce: Intn-vinv u';th Alfred

A时'M/{a )

解构是经常被使用-一并且被误用一一的一个词.它常常不恰当

地作为 "分析' 或者 "阐释'的同义词出现.就像在 "让我们解构这幅

画 " 这样的句子里一样.当斯皮瓦克引述上士的时候 . 这个词也能被

错误地用以章指寻找隐藏费的 "错误" .把玩这个词也许会让某些人

感到知识上的时髦，但这实际上意味着对这种非常独特的并且是复杂

的理论性建构严重缺乏了解.

阿尔及利亚裔桂籍哲芋京雅各德里达 (Ja呵U田 o.，，，ida ) (生于

1 930 年 ) 创造了 .解构" 一词 ， 以章指一种理论构想 . 这种构想探讨的

是知识与意义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问 .他从马丁-海德格尔那里改

造了 "解构.这个词.海德格尔用了几个不同的词(包括解构与还原}

来暗示他与哲学的过去的星杂关革.海德格非感到他在批判欧洲大陆

哲学的同时又深深地被它所吸引了.德里达也是如此.他被这种文本

深深地吸引，同时又批判它.德里达指出， 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对意

义的传达，语言能同时传达意义的在场与不在场 阳1 .也就是说，任

何特定的陈述试图不说的东西也许与它所说的-样重要. 符号的漂移

游戏使这种意义与非意义之间的张力成为可能 ( 垂 见第二章 ) . 解构

源于一个为众多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所表述过的观念， 即结构并非某种等

被揭示的深层真理. 而是通过话语被它们 自 身的文化建构创造出来

的.没在客观的. 段之四海而皆准的获得真理或宣称拥苟真理的途径.

1 967 年 ， 德里达准备通过三本重要的著作来陈述他的核心观念 14.

f言说与现缸) (SJ>«Ch and Phmamma ) 、 4书写与差异 J (Writi"/{

and DiIfn-ena ) 与 4关于写作竿 ) (Gramma阳loRY ) • 与其他的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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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学者一样，德里达质疑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这种言说的主体产生

出一个始终如一的、有计划的与理性的视角，还产生出一种统一的意

义， 它直接指向一个预先存在的真实.对德里达而言，解构是阅读必

要的策略，因为理性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植根于西方的思想与语

言之中一一并且仍未被承认 I创1 .尤其是在这种早期的工作中 ， 德里

达质疑在特定语境中被接壁为惯例与基础的二元对立 ( 自 然/文化 ， 男

人/女人 ) . 通过考察这些理由的基本结构 ， 德里达揭示出它们是文化

的建构，而非像它们被表述的那样是根本真理。"阐读必须关注某种来

被作者所意识到的关罩，这种关军介于他所支配的与他未曾支配的他

所运用的语言模式之间."[叫 于是我们可以追间，为什么这些结构首

先发生了作用?为什么一个文本会将文化建构为高于自 然的东西?

或者将男人建构为高于女人的东西。

对于德里达而言. 一个关键的观念是 甸延异" . 尽管德里达坚称

"延异" 并非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 ， 但它似乎长期以来被当作是词或者

概念来使用."延异" (di fferance) 是法文词 "差异 " (difference ) 的

一种 ( 错 误 的 ) 拼 法 ， 这 个 词 大 致 相 当 于 英 文 的 "差 别 "

(difference) 0 尽管如此 ， 延异指的是一种认为能指与所指是不同一

的观念 它们彼此相异 ， 不在←个空间之中 IU1 .符号不仅与许多真

他作为无尽的能指链的一部分的符号相异，而且还尾随于 (迟于)这些

符号之后.这种符号的相异与尾随意味着每一个符号都在重复着空间

与时间的创造. 最终 ， 不可能存在终极真理 ， 因 为 真理只能借 助于

差异才能存在 它不可能是绝对的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它

不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 {二者对意义 的产生都是至关 重要的 ) 之

外 . 任何真理因而都是或然的、相对的与片面的.符号只能借助

差异(正如在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中 . 自我只能通过他者而存在)来

指涉或者创造意义.如果一个词有所指涉， 它是通过相异来指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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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并且同它相异的词就变成了一个痕迹一-一个不可避免的它在

场的不在场部分 l创1 .从这个观点来看电文化变成了一个关革网:

差异、位移、痕迹、延迟 .

尽管德里达坚称 . 解构并不为分析艾本提供一个方法论的程式.

但在前述的三部早期的作品中，他提出了一种结束阅读的做法，这种做 1 45

法影响了许多领域中的文化批评.德里达的后期著作，比如 《绘画中

的真理» (The Truth in Paintin;d (1 978 年 ) 与 4明信片» (Th， 冉1St

Ca rd ) (1 980 年 ) ， 就常常尝试新的主题与形式的关旱， 而不是体革

性地处理语言与阐释 阳1 .

艺术史与解构

关于文本与文本的再现，德里达不得不说的许多东西同样可以运

用到视觉再现之中.对于德里达而言.艺术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可

以质疑我们的文明的形而上学的基陆.艺术作品也许能指出一条走

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道路.因为它们超越了同一性的逻辑，井上横

着延异的游戏 . 艺 术 作 品 自 身 解 构 了 对在场 与真理 ， 或者是对作

为在场的真理的追求 (记住，西方哲学的传统目的是追求真理 ) •

如果解构质疑我们能够明确的知道世界这种危险的观念一一更不用

说明确表达我们知道的东西.并按照这种知识来行动的观念了

那么呢觉艺术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最佳例子，也是能指的开放游戏

的最佳例子 .

德里达曾写过一些直接涉及艺术的著作 . «绘画中的真理E中最著

昌的文章考察了艺术史家圭耶直皮罗 (Meyer Schapiro ) 对海德格尔

的论文 4艺术作品的起源 » (The Oril{ in of the Work of Art) (1935

年)的回应.这篇文章是关于梵高的两只鞋的绘画的 185 1 .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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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海德格尔写道.·属于大地.它被保存在农妇的世界里 . .. . 梵

高的画揭示了这个器具.这双农鞋真正是什么… . . . 这个存在者进入它

的存在的无蔽之中 . . ... .. lU I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 . 这双破旧的鞋的图像

唤起并成为了这个农民的世 界‘ 但直皮罗将这篇文章批评为纳粹所运

用的如此冷酷的一种危险的感伤主义. 他继而认为 . 这不是农鞋 . 而

是城里人梵高自己的鞋. 德里达认为 ， 因为海德格尔与纳粹有关系 .

所以直皮罗的分析是一种报复一一与还原的做法.

对于德里达而吉，这场对话引出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这幅画属

于谁9为什么直皮罗觉得有必要将它回归一一还原它一一到其 "正确

1< 6 的" 话语之中' 总之在-幅画中什么被还原了? 模仿一一在这幅画中

是对鞋的再现一一向我们还原丁糙么?如果-幅画在再现的意义上描

绘了什么东西.那么它是否也同样向它的作者描绘了这件东西 {观

者.画家或是主体 ) ? 在这个意义上.模仿的问题与 伦理字的 问

题是相对应的.德里达继而追间，为什么海德格非与 直皮罗 都假

定 . 这幅画再现了一双鞋 .而不仅仅是两只鞋? 尊 重艺术作品就

是避免急于下结论.但只要我们说这幅画再现了-双鞋 (一左一右

配对的两只 鞋 ) . 德里边宣称，我们就 已经开始审讯这件艺束

品了 .

可是德里达发现这种十分可疑的对艺术作品的 "审讯" 是艺术史

实珑的根本所在. 从瓦萨里到潘诺夫斯基 ， 艺术史学者都关注的是解

释一一这种观念认为艺术品是有逻羁的，并且是可以理解的.还认为艺

术品是模仿性的.而且是对现在的再现. 在解构精神的指 引下 . 一些

艺束史草强调艺术品是拒绝阐释的 . 以此来解构这门学科自身的二元

对立. 这种拒绝是为艺术史所不容的 (毕竟 . 如果艺求真的不能被阔

悻 . 那么也就不需要艺术史罩了) •

艺术史草史蒂芬梅尔维尔 (Stephen Melville ) 曾 努力探讨解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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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觉对靠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他指出"被 解构并用于解构的对靠这

个问题并不是关于这个对草是什么的问题 ，而是关于它如何成为

解构的对草.或者更简单 一点说，是关于官成为 解构的对靠的原因是什

么的问题 . " {叫 梅尔维尔关注的 是.一旦解构以这个对靠来承认它 自

己的有效性 ， 那么必须小心 ， 不要武断地把这个对草说成是一种话语的

表述，这种表述把这个对草还原为一种"纯粹 " 理论上的建构 . 也就

是说 ， 一且理论以这个对 章来承认官 自己有效，认为这个对靠纯粹是理

论建构的这种危险就会出现 .如果对靠只是对卑，那是因为它们在某

种程度上抵制(反对 ) 理论.尽管如此，与此同时 "这个对靠的跨学

科模式"并不是强加在这 个对靠身上的，而是 "这个对草本身一个不完

全恰当的后果 ' .这个对象的后果并不是由于它的本质造成的 ， 而是

由于它与艺术史主体的关军造成的这个对靠预示了它 自己的历史学

的与理论的说明 .

实践解构的艺术史

在解构能够像编程一样用于观觉或者文本再现的研究 的这种观念

上 ， 德里达对宫的反对从未能阻止过众多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尝试. 在 14 7

本节中 ，我将在试图对德里达的反对保持谨慎的同时， 提出一些提间的

方式， 这些方式是由 解构方法的启发而果 .

艾德莫妮亚。刘易斯 (Edmonia Lewis ) (约生于 184 0 年 ， 约卒于

1890 年 ) 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 她是一位美籍非裔妇女与一位本土美国

人的后代.对艺术满怀热情，尤其是对雕塑. 尽管阻碍重重 ， 她还是

能够接置专门的训练 ， 成为一名雕塑家.她在罗马开了 间工作室 . 维

持了许多年， 常常向出国旅游的美国人出售她的作品.

· 在这尊雕像中 . 是什么二元对立在起作用 (图 5---ji ) ( 男人/女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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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 、奴役/自由 ) ? 比如说 ， 如果这尊踵像表现了 自由 ， 那么 在

这里奴役制是如何作为线素而同样存在的9

圈 ~6 jt a 巢 .. 壶 刻 . 籍 . .恒

的自 由 {民万房~ '"楠~ }， 166 7

每，大理 石 ...佛 λ 学 A . .

等..

· 这尊雕像是如何撩纵男人/女人这一对词组的? 哪一个词是优先考

虑的?哪一个是次耍的?这在现觉上是如何建立垣来的?与其他

育等级秩序的成对词组相关的这对有等级秩序的词组.在你雷来它

是如何被这尊服像所质疑的 (黑/白 ，自 由/奴役 ) ?这种男人离于

女人的做法是否破坏了对这尊雕像的其他读解? 这些对立是姐何取

得平衡的?

148 ~ 在这里. 对非洲人与美精非裔的租俗的种族主义式的描绘也是一

牵线章，这样的描绘在由世纪十分盛行 a 你可以说.这个图像

甚至在他们不在场的时候遵从或者指涉(延异 )他们.立德真

妮亚·刘易斯利用古典服塑的惯例与材料果反对这种描绘 ，赋于

这些形阜以尊严 . 可是首先，那些描绘只是简单地为这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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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为E陋的审美规范碑护吗?刘易斯的描绘策略是否成功地

挑战了泊在的臼人胜于黑人的霸美的等级秩序9关于在 19世纪

制作不吉种族主义的图像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这个形晕显示

出丁什么'

' 这里也隐含了 黑人艺束草 与女性艺术事还有一黑人女性艺术家的现

念.这件作品的技巧是如何责备这种状况的9与阐释学或是在

本章中讨论的其他古法一样 ，解构也常常是与 其他的理论研究相

结合的 . 在这里女性主义与批判的 种 族理论也许对你会有所

帮助 .

对巳台农神庙的隆塑 (图 5-7)的一个解构性的读解也许能解决

是于它们的阐释与归属的问题

.'II 5- 7 佬'民大夷 -精馈咿巴货农柿扇大理石蟹"后的画 '良 ι 芷 对

观众的是东画山‘上的人利

· 通过 将 巴 台 农的 {埃 尔 主 ) 大 理石称 为东 作 . 并 视之 为 "我 们

的"遗产 .大英博物馆高呼希腊士化乃是圭人类的财富 . 并且是

西方文明的源阜.这些二元项一一过去/现在.文明/野蛮.营世

的/将殊的.最高 点/最低点.我 们的/他们的 . 西 方的/非西方

的.它们的逻辑是什么?在建 向这样的观 点时.什么东西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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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化了?

149 .. 希腊曾正式要求返还巴台农神庙的踵塑. 它认为这些踵塑是在 19 世

纪早期的时候被非法带出这个国家的.大英博物馆反驳这个声明的

合法性.并指出大英博物馆的三个基本原则主-是藏品应该被 ·完整

地，J< "性保存 · . 如果 解 构 最终 关注的是真理宣称 ( truth

clairw寸 由 、 政治还有正义 . 那么对希腊与英国的争论的一个解构性

的读解如何才能再助于说明这一点9

作为现状与现实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一个重要的批判性的与创造性的运动 . 但在我

们能够真正地探究后现代主义之前. 我们不得不追问 : 什么是现代

主义?

界定{诸)现代主义

在艺术史中 ， 我们也许会用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者这样的词汇

来指称-个时期 、 -件艺术品或者一组艺术品 . 一种文化 . 或是阐

释文化的一种方法.在艺术界.现代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以法国 1 9

世纪 50年代的古斯塔夫 库尔 贝 和爱德华马奈和作家重尔斯 ·

技德革尔这样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为开端的 . 并且在 20世纪的上半

叶黯于鼎盛 .

现代主义艺本事与作罩在瞬息万茸的当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城

市景观还有在现代世界中为他们的艺术导求灵感. 他们有意拒绝那种

① ·真理直码:"是一个iii言学幅生.指的是在 \!.如层面的由通过缸里.在们是

用理所有的句子能幅巨盹萄外在世界的事实 .并且是道过这些认知句子把相关事实

告樨剧λ. 一一译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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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应该关注如学院所教授的那种过去的艺术传统的观念.这种

与过去的决裂章晾着现代艺术草不得不去发明适于表达现代社会的新

奇与快速发展的形式、构图、媒介与符号. 所以当 马奈打算画一个女

性的操体时.他没有创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 透视柔和的冒充希腊女神

的形象 s 而是画了←个十分现代的女性， 一个妓女一一还有拿着一柬花

的仆人、 一只可笑的猫和挑衅式的凝视. 20 世纪早期 . 马歇尔 杜尚

以同样反传统的姿态在一个小便地上签名‘R. Mutt " ① . 并将其挂在了

画廊的墙上 z 瓦西里 康定斯基钻研抽靠的形式，而超现实主义者则在

探究无意识.

前卫的观念与现代主义是同出现的一一这是一种意识到自 己处

于先锋地位的观念 ， 一种创造与寻求新事物的观念 ， 一种攻击已有的艺 150

术与文化体制的观念.杜尚恰恰震惊了观音艺术的公众，有意地拒绝

过去的再现传统 ， 并努力寻求更直接、 更诚实并在根本上更合法的东

西. 艺术家们致力于创造新的形式与媒介 新的形草与新的社会秩

序，它们将会建立在旧形象与旧的社会秩序的废墟上.但是，尽管有

着革命性的 目标， 这场现代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在用 另一种权威取代权

威，就像一种对文化与文化产品的包罗万象的榈角取代另一种包罗万

象的视角一样.

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与一种特殊的艺术史的讲述方式 ， 一种特殊

的艺术史叙事发生丁联军.这是一种一元论的、 无所不包的叙事

它是一种强调英雄式 (男性的 ) 艺术家的形靠 . 欧洲 (与更后来的 ) 美

国文化生产中心论的叙事 ， 一种从古代世界追溯到现代的艺术史的叙

事.艺术史曾经如此过分地关注欧美的现代主义，以致常常忽视了其

他地方的现代主义现靠.现代主义现象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在非洲、

①即理查德 - 檀特 ，是圭国 家E生用品制造商的名字。 一一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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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 太平洋国草相拉丁美洲展开. 现代主义并不仅仅只发生于欧

洲.也并不仅仅首先发生于欧洲 . 而后才将自己完整地出口到世界各地

(虽然这是殖民主义的机制) . 还存在营区别于西方现代主义并与之

对话的现代主义活动 .

将 "后"加于现代主义

是否 "后'在后现代主义中意睹者 "后来的"现代主义 ， "针对'

现代主义一一或者二者都是? 后现代主义是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

判' 或者这是否是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的文化表述'总之 . 后现代主

义是从忏么时候开始的?

该词首次出现于 20世纪 30年代，并在 50年代与 60年代流行

于文学批评界 . 但直到 70- 80 年 代 . 它 才 被理解为谈论背离丁 现

代主义惯例的文芋.音乐与现觉艺术的形式.该词最初是广泛地

挝用于描述一种建筑.这种建筑不仅量到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启发 ，

而且还受到 了 对过去 的 建筑与 母 题 采取折 中 布局 的 启 发 . 在 绘

画 . 踵盟与其他媒介申 .后现代主义总是同拒绝绝对真理和现代主

义的高高在上联罩在一起的 $同对过去的传统的提趣联系在一起 .

I S! 这种声趣是被现代主义所排斥的 z 同拼礁 ， 也就是将各种元素 与母

题的大杂娃联罩在一起，同对具草图像的回归联罩在一起.诸如

建筑师菲利曹 ·约翰逊 ( Phi l ip J ohn皿n ) 与 约 翰 伯 奇 (John

Burgee) (生 于 1 933年)设计的纽约城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 &T) (现在的章尼) 大厦，詹姆斯斯特林 (James Stirling)

在斯图加特的新州立画廊 (Neue Staat sgalerie) (1977一1 983 年 ， 图

5-8) . 或者丹下健三 ( Ken皿 Tange ) 的东京城市大厦 (Tokyo City

Hall ) ， 都是很好的例子.‘后现代" 一词扩展得如此之快 . 以至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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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8 J币"林为厮团组..市罐的..a比例与 '旨和副榕 的 ~肉 .l融入7 刻 古典

风啊'的 jPI.J碍'甸蝠，。明亮的色'惨与温状的‘这u -肇锅.的元'民.麟

"鼻写温。这 个IlIt1l.. -个-，骂俏代的民精…混合a -鸟来 .貌 .， -幅巨

大的...自A -H的蝠，雪，么.为付么这座...，‘. .配不能成为这句

-."用 7 * .. ..风..的 ."也·岖，"尽.这 .t!、僧 '‘ * '匠 '的瞌氯形

式，但疆..撞'而，*， "' . '0鼠"" 睛 。刷、PI但捋言It-悔过阔的、与"输馆

的..筐帽'的噢王军雹 雨卒，毫.

自 然而然地以为后现代主义只是建筑或者室内设计的一种潮流而已.

但文化批评草董福斯特 ( Hal f，胁ter ) 认为 . 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

种建筑风格 ， 而且是在嫂介无处不在的地球衬申 . 在后工业社会*'辈的

阶级与文化构成的语境中生活的-种环境. 它对源于启京运动的理性

与进步理论的思考世界的各种方式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福斯特有影响

力的文集 《反 美学» (A nt i-Aesthelic ) (1 983 年 ) 不仅收入了他 自 己对

后现代理论值得称道的综述，而且还收入了尤根·哈贝马斯 (J urgen

Hahcrmas ) 、 让 ， 校自由里亚 (J ean Baudrillard ) 、 弗雷德里克 詹明信

(Frooeric Jameson) . 罗 移到东德 克劳斯 (Rosalind Krauss ) 以及真他

人的重要论文1"1 .这些批评家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最重要

的事实的批评.并且质疑诸如申心/外围.文明/原始、高级艺术/低级

艺水、文化/自然.想串/真实、创新/传统这样的二分法. 正如胡~

( H uy旧n) 在4绘制后 现代的地图 ) ( Ma p pinK lh, Postmoo，用 ) 152

18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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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 ) 申指出的 . 后现代理论与文化活动不再 自 动地赋于在这样

一些二元项中的第一个词以特权丁 【叫 . 尽管如此. 还存在黯少数的

对后现代主义的乐观雷注.美国文芋批评家弗雷德里克 · 唐明信(生

于 1934年 } 在 4后 现 代主义. 或 者 晚期 资 本主义 的文化逻 辑E

(Pustnwdernism .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 申 . 将后

现代文化与美国军事和经济霸权的新撞潮联系在了一起一一 "在这个意

义上 . " 他认为 . ‘正如整个阶级的历史一样.文化的背面是鲜血.痛

苦、死亡与恐怖"问.

质疑宏大叙事

后现代理论的重要著述之一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 ·和l奥培

(J四n-Francois lyotard ) 的 4后 现 代 状 况 关 于 知 识 的 报 告 '

(Postmodern Condition : ARt'户lrl on Kncn.vlt'dge) (1 979 年 ) . 和IJ ~理

塔(生于 1 924 年)认为.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 那些号称能解释万

物的无所不包的真理一一不再起作用 T.他宣称，宏大的.包罗万靠

的诸如人文主义这样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不断演暨.理解

文化的形式与实践无止境的结合与再结合的过程.对文化的任何单一

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一一文化不能被还原.比如 . 不能像某些马克思主

义者会做的那样还原为单独的经济决定论 . 或者像某些精神分析半辈

会认为的那样还原为心理决定论.相反 . liJ奥培与英他学者要求我们

将文化当作一个过程去考察，而不是当作一个物去考事，他们强调的是

决定这个过程的社会语境. 和l奥塔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那些

决定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的宏大叙事 . 认糟那些掩盖的东西并不比它

们揭示的东西少的叙事.以及那些对人类行为的压制并不比对人类行

为的支持少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与文化并非是单一的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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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过是力求与权力关系达成协议的对话而已 川.

尤其是利奥塔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 ， 他们反对一种观念 ， 这种观

念认为欧洲的传统为关于历史、文化或者政治的真实性的判断设定了

←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没有什么传统能以权威和确然性自居代

表所有的人文主义.相反. 各种不同的传统会因为它们对世界的独特

的观照方式而壁到尊重.传统不会因为官们声称是真理或者是权威而

受到尊重，而是因为它们致力于解放并发展人的可能性的各种方式而

曼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 .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与后殖

民主义彼此需要更多的交流，因为，在质疑西方文化高高在上的问题

上 . 后现代主义为种族.性别.性. 阶级.民族性等等的政治学打开了

局面. 后现代主义理论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都有同样 153

的晋法.认为在决定人类的存在与同-性的问团上.文化与经济同样重

要. 同样是一个战场.

正如后现代主义将西方文化去申心化一样 . 它也 同样将西方关

于主体的观念去中心化To为后现代主义所质疑的重要的宏大叙

事之-就是那种孤立的、统一的 、 完整的.站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的立场言说的主体的观念 . 后现代主义同意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是

碎片化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概念. 并质疑人类的意识或者理性是决定

人类历史的强大动力的观念.后现代的主体是碎片化、去中心化

的 ， 它只站在一个以他或她自己为中心的立场.从一个组特的姐角

来言说.安德里亚斯 ·胡森 ( Andreas H uyssen ) 论证说 ， 后 现代

主义并不像后结构主义那样为主体的死亡醉护.甚至不致力于新的

言说.书写与行为主体的理论与实践.与对个体主体的欢呼 {或否

定)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符码 . 文本、图像与其他文化产物

与活动是如何决定主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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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拼凑与拟像

许多话语实践都与后现代艺术和文化相关. 我在此要讨论对艺术

史而言比较重 要的三种观念-一碎片化 ( fragmentat ion ) . 拼 凑

(阳stiche ) 与拟像 (simulacrum ) •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后现代主义常常与多元论的思想有关

这种观念认为没有唯一正确的雷待世界的方式. 在这种语境中.主体

的碎片化取代了作为现代主义的特点的主体的异化. 所以在现代主义

中 ， 主体感疏远了他周围的世界一----ffi至少他有认识自 身与世界的方

式，并认同这种将他与世界相分离的隔阑.在弗里德雷克 菌明信看

来， 主体的碎片化的生成是由于产生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在世界中生活

并占据空间的各种新方式. 无论我们是在谈论一幢楼的建筑空间 . 还

是在谈论圭球关单的概幸性空间 ， 晚期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个人身体

定位自身的能力 . 也包越了感知其周围环境的能力 ， 或确定其在巨大

的 、 *民族的交流与资本网络中的位置的能力 ， 而我们大家又都深陷在

这些巨大网络中 . 晚期资本主义渴望这种组级空间 . 其规模之巨大史

无前例.

1 51 晚期资本主义也以注重对旧有图像与 日 用 品的再利用而著称 ， 并

且后现代艺术与理论质蜒的恰恰是原创性这种观念，这种进步的观念

与文明不断创新的现幸.在这种精抖的指引下 . 艺术军事迫 ·吉曼

(Cindy Shennan) (生于 1 954 年}在有意模仿胶片电影的照片上摆要

势， 与她同时代的谢丽 ·莱文妮 ( Sherrie Levine) (生于 1 947年 ) 直

接翻拍其他艺束家拍的照片.腼明信引用安迪 沃霍尔的作品.作为

世界已经变成了它自身的图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后现代主义热衷的是对许多领域中的图像进行研究 ， 在 4仿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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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里亚 (生于 1凹92却9 年 ) 探讨了仿像 . 这是一种没有原作的复制 『72 1 .

波德里亚指出 . 在大众媒体那里根本没有依附能指的所指根本没有

真实.能指并不产生或者再现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仿像这种图

像一一变成了真实. 后现代文化批评家们还造就了一个副业. 专 门 分

析诸如量当娜这样的名人 ， 这些昌人都是因惶 他们存在于公共机器

这种化了妆的艺术家与形草顾问这种录制间的再合成、 影像的处理等

等之间 ， 当它变成了麦当娜的时候 . 是谁真的在 "那里 . ? 仿像出现

威胁的恰恰是西方思想的根基 . 这个根摹从抽拉图时代以来就在原作

与草制品之间作了区分 . 而后者是次耍的或是无价值的.

而且波德里亚认为 ， 由 于曹大众媒体，所以根本就没有脱离仿像

的途径. 仿像无所不在， 它们决定了我们的现实 . 决定了 我们如何生

活与活动.它们为我门提供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符码或者模式.在这样

的冲击面前我们是被动的. 波德里亚认为 . 当 图像比任何其他的"现

实. 都更 "真实"的时候.在那里便只有表面而没有深层的东西，只有能

指而无所指， 只苟模仿而无原作.我们都处在超现实 (hype町回lilY ) 的领

域之中. 这种超现在的最好例子之-就是迪斯尼乐园 ， 它是被精心制作

出来的并不存在于"真实世界" 的各种事物的 "真实存在' .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艺术史

现代主义有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它能被用来描述一种讲述艺术史的

特殊方式-一尤其是现代艺术. 现代主义的艺术史是建立在一种包罗万

靠的叙事上的 ， 这种叙事为后现代主义所批评. 后现代主义认为 . 艺术

史关注欧洲. 尤其是诸如罗马 . 巳曹与柏林这样的城市中心. 它根据- 1白

种理性与进步的模式来展开一一所有的艺术史 {不可避免地}都是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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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一种进程. 世界的其他部分几乎都被忽视丁 ， 并且重点是在男性

艺术家身上，他们都受过生产高级艺术的训练=绘画. 路塑与建筑.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史致力于以~元的艺术史实践来取代这种单一

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在讲述现代艺束史的时候强调重数的现代主义，

而不是单数的现代主义 . 同时艺术史学者不仅致力于整合地域性与 多

国性的视角， 而且还探讨种族、阶级、性别与性的问题.现在新的兴

趣不仅关注亚洲 、 非洲 、 太平洋地区与拉丁美洲各自 有别的现代主义 .

而且还关注对视觉艺术更为完整的分类，这种分类包括 "高级" 与 "低

级'艺术.好的例子包括奥奎思威佐 (Okwui Enwesor ) 的展览 目

录， «在/视» ( In/ S ight ) (1 99 6 年 ) ， 它关注的是 20 世纪非洲的照

片 . 还有 思威佐与奥鲁 ' 欧查博 (Olu Oguibe) 编 辑的文选4读解 当

代从理论到市场的非洲艺术» (Read ing the Conttml porary : A f rican

Art f rom Theory to 岛1arketplace) ( 2000 年 ) ln1 . 艺术史学者同样批

判地审问现代主义的基本信条与实践一一正如罗莎琳德·克劳斯的论

文 《前卫派的原创性: 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重述» (T he Orig inality

of the A四时'-Garde : A Postmodemist Repetition ) ( 1981 年 ) 申 ， 她考察

丁关于原创性与男性的个人主义的信条 ， 它们是前卫观念的根基 tn1 .

对于艺术史学者而言，后现代主义促成了对这门学科，还有对我

们与过去的艺术和艺术史之间的关革的历史的重新评价.德国艺术史

家汉斯 · 贝尔廷 (Hans Belting ) 在 《艺术史终结了么叫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A时 1) (19 83 年 ) 中对艺术史的这种转向作出了有争议

的分析问 . 贝尔廷认为，艺术史在 19世纪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次断

裂， 当时的艺术家们背离了过去.他说，结果是我们提出了两种不同

的讲述艺术史的方式，一种用来讲述前现代时期，另一种用来讲述现代

时期 . 贝尔廷主张艺术史家必须将这两种方式合二为一，他拒绝"为

艺术而艺术" 的观念，而赞同一种艺术塑造文化活动.也被文化活动所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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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的意识 . "2:*史学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解构艺术与生活之 间的旧的

二元对立. 贝尔廷继而暗示 . 艺术史草也必定对当 代艺术感兴趟 ， 它

与现代艺术不 同 ， 是植根于强烈的历史与文化意识之中的.并不再伪装

成包罗万靠的叙事. 我们不必持像贝尔廷对当 代艺术那样的信仰 .但

他的看法是值 得考虑的. 就在贝尔廷的著作译成英文出版的同时 .美 156

国艺术史家唐纳德 · 营菜开奥西 ( Donald P，回阳。 (生于 1 94 1 年 ) 在

4反思艺术史 = 对一门做作的科学的沉思) (Rt'lhinking Art His.阳ry :

M_d血lions on a Coy Scit'配-> (1989 年 } 中认为 . 艺术史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年代所经历的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由后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还有一般的批评理论所提出的问姐 . 都可以追溯到作为一

门学院的学科这个艺术史的基础之上 IMI .

实践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史

尹卡靠尼贝尔 (Yinka Shoni bare ) 生于伦敦 . 有尼 日 利亚血统.

作为艺术家 . 他质疑地理学 . 种族与艺束活动的简单的二元项 . 探讨强

大的殖民主义的力量. 在这个装置中 . 京尼贝尔描写的是一个宇航员

的小家庭，身墙有印刷图案的纺织品. 我们常常以为这样的纺织品是

典型的非洲货 . 但它们实际上是在尼德兰与亚洲设计并出品的. 通过

这件作品来实践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史.意峰着对宏大叙事的批评.并且

是对在这里起作用的拼凑与仿像的关注.

• «休假) (图 5-9)提出了未来与非洲将来地位的观念.未来定位

在哪里? 是谁在那里?在这种语境中吾到 ·非洲的"纺织品而不是

某种高科技的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NASA)的纺织品.这是

很刺眼的. 关于非洲的观念与未来的观念之间的矛盾 . 这件作品能

告诉我们什么' 非洲是否只属于过去而不属于将来9 有什么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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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 "非洲'与 ‘未来' 这两个词并置么?

~ >-. 伊卡 . .尾贝尔 ，似. . ，侃" 皇军 .湿舍."篡 踵 . f全 .黯

4'事 . ，民重.. 1 51晒- ".....η. .
157 .. 在正在休假的小家庭与正在工作的宇航员之间有一种张力 . 这是一

钟像 4杰森草» ( Th肚e J f'l阳Sin.

么 9 字航员军庭能去休假么?在什么章旦上的未辈世界里宇航员

家庭能去休假?是不是宇 航员穿上非洲的纺织品就"土著化 "

(ω~one na、>at>川.v四e叶} 了 . 像个在休假的家庭丁 ? 这个间题是否1设E定了他们

不是1非在洲λ?这个草庭舍是非洲人么， 有人全认为.小草庭是西方

工业资2本弘主旦的产物 ' 它与大革庭相反 . 大草庭*见于农业的非洲 ，

这是我们所以为的 "正宗的"非洲 .

· 波德里亚的观念是否寄助于你闹释这件作品9 在什么意义上这里面

的人物是仿像?它们是否 ‘再现"丁一个所指?

· 这件作品也同样提出了拼凑的问题一一索尼贝 司之所利用的多元而且霄

由 {，使众-家》且 20 位纪 60 年代的呈阳 告通连结剧 .伴随了几代史国人的成

K . 让许多孩于-曾见丁21 世纪"J能的风貌. 它讲述的娃一个典细的四人拿庭 .住在

个凡、II都 作常快、姐描Ii便而且完全人边的世界里 0 "1":今今已被政辅且J电影剧游戏

等。 译占注



.罩· 'f".'良.-…监

上去完全相异的资源是什么，

· 你舍如何去阐释这件惨及到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各种交汇之处的

作品9

结论

后现代主义结束了么?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是否只是在赶知识界

的时髦? 阐释学是否已经非常蓓伍了?你如何回菩这样的问题，取决

于你认为理论的性质与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宫不过是用来描述一种

特殊的分析手法的方式(就此而言不过是一扇窗或者一把椅子 ) ， 那么 .

就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还余绪尚存时.作为知识界的运动它们也

许很容易就过时丁.尽管如此.如果你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

代主义、阐释学或者解构主义曹作是提出了关于我们如何生活与思毒的

重要问题的话语的话 . 那么 ， 官们仍然是相当有意思的.

197=

入门读物

阐持学

狄年章， 威 廉 ， 阐 释学 的发展 ( The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 ic叶 ， 狄尔 泰文选 ( Di lthey: Selected Writings ) . 里 克曼

(H. P, Rickman ) 英译 .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1979 茸 .

伽达默尔，涅斯 ·吉奥格，真理与方法 (Truth and method) . 乔

午，温斯摩 。但I Weinsheimer) 与唐纳德 ' 马修 (Donald Marshall ) 英

译 ， 纽约 2 十字路口 (Crossroad ) 出版社 ， 1 989 年.

海德格尔.马丁 . 存在与时间 ( Being and Time ) . 约翰 圭哥里

(John Macquarrie ) 与 爱德华 鲁宾逊 (因ward Robi nson ) 英译 ， 牛

津:布莱克威尔 (Blackwell)书店 ， 1 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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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马丁，艺本作品的起源 (Th~ Orig in of th~ Work of

Art ) (1 935 年 ) . «基础写作» (&sic Writings ) • 纽约与伦敦 z 卢

特莱奇出版社 (Rout ledge ) • 1 993 年 .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巴特，罗兰 . 显相器.反思摄影 (Camero Lucida :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 • 纽约 : 诺非帝出版社 (N∞nday Pre田 ) • 1 982 年 .

福柯 . 米歇尔.知识考古学 (Th~ Archaeolog y of knowl~dge ) • 纽

约 2 万神跟 (Panth四n ) 图书公司 . 1 966 年.

克劳饱 ·列维'斯特劳斯.原始思维 (The sa四ge Mind) • 芝加

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 966 年 .

马克氢 基斯 {陆xey . Keith P. F. ) .理论的~践后结构主义.

文化政治与艺术史 (The P，阳ctice of Th阳ry : Poststructu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 and Art History) • 伊萨卡 2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1944 年.

解构主义

布奈特.彼得 ( Brunette . Peter) 与戴维 威尔斯 (Th.id Will， ) 主

编 .解构与槌觉艺术=艺术.媒介建筑 (D«onstruction and the Visual

A rts: Art. 儿Wia ， A町h it，旺，町e ) .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德里达.雅克，绘画中的真理 ( The Truth in Painting) • 杰夫

本宁顿 (G四H Benni吨ton) 与伊思 量克劳德 (Ian Mc1e<咀 ) 英译 . 乏

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卡穆夫. 佩吉 ( Kamu [ . Peggy) .德里边读本z 在假 草之 间 (A

Derrida Reader : Between the Blinds ) • 纽 约 ， 哥 伦 比亚大学 出版

社. 1 991 年.

后现代主义

波德里 .lE. 让，仿像与仿真 (Simulacra and Simu缸'ion， ) (1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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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希拉法里亚 格拉泽 (Shei la Faria Glaser) 英译 ， 密歇根州 密

歇根大学出版社 ， 1 994 年 .

贝尔廷，涅斯，艺术史终结了吗 ? (The End of the H istory of

Art ) ( 1 983 年 ) ， 克里斯托弗 。 伍德 (Christoph凹 S. Wood) 英译 . 乏

加哥与伦敦:乏加哥大学出版社， 19 87 年 .

福斯特 . 霍尔 (Foster . Hal ) 主 编 . 反美学 后现代文化论文集

(Anti-Ae础etic ， Es皿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 • 西雅图 : 海湾出版

社 ， 1 983 年 .

胡森，安德里亚斯 ( Huyssen . Andreas ) . «绘制后现代的地图E

(Ma pping the Postmodern ) • 新德国批评 (New Gennan Critique ) •

1 9 84 年秋第 33 期 ， 第 5-52 页 .

詹明信.弗里德雷克，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理

(Postmodernism . or The Cultural Log ic of Late Capi阳li!>7n ) • 达 勒

姆 2 杜克大芋出版社(Durham ; Dake U niversity Press ) • 1 991 年 .

利奥塔，弗朗 索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 The

Pastmodern cond山on ; AReport onknuwledge) (1 9 79 年 ) ， 杰夫 本

定顿 (G四ff Benni吨ton ) 与布莱思 马苏米 (Brian Massumi) 英译 ，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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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用理论写作 杂

我认为我做得相当不错了 .想想我可是白手起草的 .

史蒂夫 ·马丁 ( Steve Mart in)由

I S. 在这一点上 ， 你也许会问 . 在接曼丁作为一个艺术史草的训练后 ，

你要怎样运用理论去进行研究.你怎样学曾像一个理论家一样去思

考'你怎样宇曾将理论运用到写作当中去?或者竟然到了让马克思

主义. 女性主义. 或者精神分析学这些理论帮助你定出-份研究计划的

程度了吗? 不幸的是.这里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苦案你写作与研

究的技巧.你在艺术史中的专长 嘈 你自己的理解能力与判趣，会决定你

如何用理论去写作. 用理论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与你自身恩寺过程的

成熟 ， 与你成t是为一个强立的思考者有关.

在这-章里，关于理论的研究，还高能像一个主革史草那样将理

。 阳作~ l'I 咀~I注位虫4事先 - 马丁的身曲 .苟且到'"白大岐 <) 1 用眠E施行量旦

回中的对面作且I lf崎白 ，这里叮能是搁置罔再也的 Il'I$J描画史蒂圭 · 马J".他生于

1945 年 ， 早年鸭 ~过 2s 盖骨的旅客小朋于 .放在萌-些魔术技巧. 卫"却再回俱月1

部写描H打茸的小段于 .迈出~在台f儿个电辄秀巾 . ft到 20 世纪 80 年 代他才 开始

踹器具角 ，W白生提应 "之脊 . -一详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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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纳入到你的研究申这种艰难的任务，我将提供一些基本的建议. 但

是 . glJ忘了 ， 你还需要找到属于你 自 己的路. 其中的一些建议对你来

说可能很高用，另一些则并不尽然.我会提供-些学生们的作业作为

例子.仅仅是在语法上与表达的准确上作丁小的改动.来解释我在此所

说的要点. 所青这些论文都是真实的课程作业.它们会让你亲身体会

到学生们在用理论写作的艰难任务中的成f': .

你现在可能要写的一种论文

高年级艺术史的学生写得最典型的论文是将形式分析、图像丰分

析与语境分析混杂在-起.我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无法认清他们的理论 160

根底 2 通霄 ， 他们把课堂土曹到的他们的数授所运用的各种方法. 或

者是把他们在课本或其他书籍上吉到的各种分析简单地杂院为一 ， 并

在他们的作业中依样画葫芦.

下文是一个学生写的 ， 他要考察文艺星抖的艺术.文章表现出一

种典型的杂辑 . 以一些靠初级的形式分析与语境资科来支撑的图像竿

分析为主 {图 6-1 ) .下面的引文 ， 我会在关于图像学的段落下面线

(但原书并未再画线之处-一译者注 ) . 而用但体表示语搅分析 . 用斜

体表示形式分析.以便你知道这表示什么.

1508 年5 月 .米开朗基F开始了他在F马西斯廷教堂的工作。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蚕托他装饰堕个教堂的天顶。教皇最初的意思

是要在天顶上描绘+二门徒;但在教皇的想法彼这位黯塑京拒绝立

后.他同意7米开朗基罗按他自己的棉学大纲来做主{希巴徨

<Hibhanl )① ， l OS 页 ) . 术 开 明基罗用 十二位希伯莱先知 与 异 教的 女

白 这里标明的应该是阻体国肯引宜的出蛙.但IJ;ix未"诅明这位精巴键的身

曲.由有 美 国 学者 由华 德 . !居 巴 键 ( Howard Hibbard ) 挥 古 4米 开 朗 等 罗》

(Mi('h~~IIK~lQ)一书 .此处啤许即拥此人. 译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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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取代了十二门提.基督教的神丰草阐再说这些人4却是西古草 .

她们预见丁耶稣基督的到来 . .小王盾土 . !t; jp 辛 万t是如们一小握

一个地坐在履刺主革止 . 事λ 手 中 都拿者经#或是 ~ . 有的在沉

思 .布的在甜虑，达 3些λ #膏'够心于未来 的如识J曾对世们 的经7. 的

曹悟主中 . tt摊在晴示理吉 . A';r;t世 :t #甜诅血革 .iIl迂于强大 

Eλ J毫无 it if, 5苦 呻.

圈@飞'候 H M " 罗 . 先 知

. ..树 壶 ， 画'昏 区

" 置天 现 . .

H.Oll- l !l12 It . 咒

.网

本文是茸的是先知撒迦利亚(u'Charia灿 的 意义 . 'E 在幸 开 胡 基

\6\ 罗 的 计划里是第 -个曾描蛙的先如 • IIUHiJI.坐在 地 的主E土 . 曲

#1<'置在让合企进λ曲门的在土方.撒迦利亚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

因 为 黯于《 旧 约 》中的《撒迦利亚书 E的 一 些 主题在天顶的 一 些场景

与人辑 中能得到梧读.通过考阜其中一些主题.观者告明 白为什么

这位先知告锢导过队先知与女先知的行列 .而以 约幸这个人 4虫草结

束.他坐在天顶的另 一端.在阜坛之上.有些重要的母圃 ， 包括基督

的出现与人提的受难……

撒迦利亚也s/i..缸蔷未开朗基罗的艺术事业的赞助人 . 即 教 皇 .

在4 旧约2中 .撒迦利亚面吉 丁在主教堂的建立与上帝仆人的出现 .

"看哪.那名 悻 为 苗 醋 的 . 他 要 在 本 是 长 起 幸 . 并 要 建 造 耶 和 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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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0 " « 撒 迦 利 亚 书 》 第 六 章 第 十 三 段 儿 德 勒 . ~ 维 菜 ( Della

Rovere)是教皇尤利鸟斯二世的姓，在英文中译为"梅树" I咄 tree I ,

因而撒迦利亚的形象也将F马教皇一职的宗教威极与德勒·罗维

菜在罗马长期的威权寓意结合7起来(希巴德 (Hihhanl> • 109 页 ) 。

因而撒迦利亚的形阜显示 出来的信且 是天主教教堂早在耶稣基督

的时代就 已经产生了 ， 当他吩咐说教堂〈也就是教皇〉将是他在地上

的牧师……

尽 管撒 迦利 亚 也许卑征着基督这个他的于民的上帝与 教世

王 的到 来 ，但这个信 息世描绘于大棋本辑 景 中的究 难景 卑所遮

蔽了 . 这个图景紧挨着撒迦利 亚 ，并且撒迎利 JH击 甜f诺亚挥

洒』中的fλ芜的罪恶 』的，" If 挡在 7 F!1 1:! 主中 ，挥糊不 i4' ，世 iJt

#的茬悻由 乎不盘是 一小攻占置 于弥葬亚 的出现的兴高果烈的λ

应曾有的样子.这是 因为《撒迦利 亚 书 》 也 预 告 了 世界束目 的 毁

灭 " 我 主用 究男生 攻 击那……列国人 . . . . '. 他 们 的 肉 品 消 遣 …· 限

在眶中 干瘪 . 而舌在口中 琦 烂 . " « 撒迦利 亚 书 》第十 四章 第 十

二段 儿 这 也 意 指 了 四 辆 战 车 ( I 撒迦 利 亚 书》第六 章 第一段 ) . 这

个 主题在《 新 约》 中 桂 阐 释 为《 启 示 录 E 中 的 四 辆 战 车 ( 曹 推 #

( Revel) 出 版社 . 5 -- 8 页 ) . 撒迎 利E 直 接 阜 描绘『 诺E 酵 酒』的

最挺挺者，强调的不仅仅是垂曹的出现 ， 而且 也强调 7 'Ji 璀 辛 苦

难持会降临在λ芜的身土……

这篇论文显示出某种有效的图像学分析 ， 但用的是十分松散而不

系统的方法.比如说第三段 ， 杂棋丁图像学分析、 形式分析与语境分 1 62

析 ， 却没有用它们的任何一种方法来进行深层的分析. 德勒 罗维辈

革族的问题应该用专门的段蓓来讨论，并且应该进 步考虑，这个家族

是如何通过撤迦利亚隐喻性的 "苗裔" 与 "橡树"这个德勒罗维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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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意思结合，而与撒迦利亚这个人物发生联革 的. 我的意思并非

暗示这是一篇槽糕的论文s事实上 . 整篇文章是精心构思的.观察

也很仔细 .总 的来说写得很好 (当 然要记住 . 你 在此并未雷到全

文 ) . 尽管如此 ， 将这 种运用 理论术语来进行追问的做法体革 化

会有助于作者更充分地阎明他的论点 .并使这篇论文的结构更加紧

凑:论点没再引出真他的论点.段离之间没高相互联系.比起

"本文关注的是先知撒迦利亚的意义 . 它 在未开 朗基罗 的计划里是

第一个被描绘的先知 " 这句话.这篇文章应该用更为生动一一而且

独特的主姐句来表述.

在修改这篇论文时.作者有许多选择.比如说.她可以用潘诺

夫斯基的方法进行图像学分析，正如在第二章申所讨论的那样. 这

意晾着有意地从前图像志分析阶段 (基于纯牌的祖觉分析与实际经验

的阐释}进入到图像志分析阶段(联军文献资料} 再到图像宇阐释阶

段(在其历史语境申讨论图像的意义 ) . 这些分析的各方面的所有

原则都出现在这篇论文中 .但如果运用潘诺夫斯萃的方法 . 并以他的

著作为范本， 也许会有助于这些分析的深入. 一段前图像志分忻的

段落即一段完整的形式分析一一将会是在效的.如果能将包加在

第一与第二段之间的话 . 这会在这幅图像中设定某些重要的视觉因

素 . 实际上这全更容易引申 出随后的图像志与图像学的分析，因为读

者会事先对重要的视觉因素高一定的认识了.

当然 ， 播诺夫斯基的方法也是布局限的.作者可以用撒迦利亚的

形象来探讨这些局限性一啊如 . 通过转向接曼理论 ， 去思考某些在图

像志分析中不会被提出的关于观看与读者的问题.符号学在此也会不

无碑益的.尤其是在关于天顶上人物位置的思考上 (圭耶 . :.:皮罗关于

画框的若在论文与此是布关联的) . 作者同样可以讨论作品之中的互

163 立性问题一一寸噩过天顶不同 的部分与不同的叙事彼此相关联的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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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一还有这件作品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之间的互文性问题.在这个

意义上.先知撒迦利亚的形草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图像志、图像丰与符

号学的方法的相互关系. 借助唯物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围绕

着德勒罗维莱家族的政抬及其艺术赞助活动 也会得到进一步的

讨论.

请记住.我是在提供另-些可行的、 高理论根据的方法来扩展研

究的课题并进行论士写作 . 而不是因为它们必定能让你得到更高的分

数.事实上 . 你的理论书籍开始很可能会让写作更难以为继 . 你写的

论文会很懵糕.但是，这与你的知识和个人的成挺有关=对于那些祖

艺术史为一门大学的科目和一个阐释的过程而认真从事研究的人来

说， 这是-种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当你的教授在严格地对你进行训练

以帮助你扩展你的想法的时候，自辛辛失败的凤险来写一篇你的研究论

文就是个好机会.

理想地说，用理论从事研究能令你更深入而严密地去思考你的研

究课题.并更好地有助于你利用文献去分析论点.综古不同的组角 . 评

价争议.并细致、严峦而富于想lit力地去展开你自 己的阐释.在这个

意义上用理论进行研究对那些想继续学术生涯的学生们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但对任何试图严密地思考并在写作中表达星杂的想法与论点的

人来说，这也是很好的训练.最后 ， 这个过徨不是关于论文的.而是

关于严密的思考的‘通过用理论进行写作的尝试，你用以解决理论性的

观念的特殊方法也许会不仅加深你的理解力.而且会更有助于你处理

与众不同的想法和阐释图像的方法.

学习如何用理论进行写作

有一些策略也许会有助于你学会如何用理论进行写作. 首先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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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但很重要的是 · 阅读大量的理论与艺术史书籍. 这不仅仅有助于

你熟悉许多不同的理论研究， 而且也是在给你作示范2 注意你要阅读的

不仅仅是内容.而且还有辩论的风格与结构.最后，你会对批评理论产

1制 生特殊的到趣 . 而你也告对各种理论有好的 . 基本的了解 . 以便如果你

正在做的一项研究课题与-种特殊的理论有一个好的 "吻合" ，那么为

了能顺带这种提间的方式走. 要向哪走你就会有一些基本的想搓了 .

当 你阅读理论性著作时，想-想你读的材料会如何与一项视觉艺

术的分析相关联.宫会让你考虑什么样的问题一一它使什么样的问题

成为可能? 当这种理论著作是非艺术史专业的著作 (比如运用精神分

析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一定要阅读一些运用这些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的艺术史家的著述 ， 以作为你 自 己研究的范例. 当有著述在理论上启

发了艺术史的时候 ， 一定要注意作者形成其论点的方式.作者是如何

运用理论去提出问题的? 他的分析是如何产生理论性的洞见的?在

他的著述中 . 理论与实践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是理论推动了论证呢.

还是它曾起来是无关罩耍的?理论的工具是更有利于论证呢. 还是在

论证中有逻锢上的漏洞?

除了你自己的阅读外.你的艺术史系也许会开理论与方法论的

课. 这样的课在为你奠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是十分离用的 ， 通过知识

渊博的老师的指导.还有正在研究相似的问姐的一组同学的帮助，你将

会迅速而有效地进行研究.而且.你完全肯定有机会写许多东西.

其他革吧. 政治学草也许会开- n马克思导论.而英文革则会开一

门符号宇 . 或者一门关于种族理论的社会宇课. 我的一个学生修了一

门关于逻辑的哲学课.这极大地有助于他学会进行论证.在这种情形

下 . 你也许能在数授的指导下，写-篇关于一个艺术史的热点问题的文

章，这会有助于你运用你从自 己的专业中获得的见识.

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课 . 你可以召集一组同样对理论感到趣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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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的学生.组成一个理论读书 小组.这个小组可以开一个书单 . 每

周或每两周聚在一起讨论指定的读物 .你们也许舍想组成 一个写作小

组，讨论你们不同的研究计划 . 并评论彼此的论文 . 请能力强的组员

向你推荐一份书目 ，或者指导你去做一项独立研究的工作 .

理论在研究中的地位

如果你对用理论进行写作感提趣.那么你不能直到坐在电脑前要

写你的第一篇草情时 . 才去读理论. 用理论进行研究必定是写论文的

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当你对理论产生到趣时.这项研究会继续进行 .

甚至是作为一项独特的研究计划而产生并做下去 .

哪一个居先 ?

那么理论与研究课题哪一个居先?这是那些是先再鸡还是先布置的问

题申的一个.这些问题是不会有明确害案的 .事实上.它所依赖的

部分是你的研究专 题. 一部分是你到趣的性质 . 一部分是你的理论知识 .

在此我将一言以蔽之= 当你首先用理论进 行研究的时候 ，你很可

能会首先从材料开始 .因为这是你多么 习惯的工作啊 .就是说.你将

选定一个特定的艺术家、图像或者期刊 (芭可以是 4费斯 · 林古尔德由

的被 褥 » ( Faith Ring j(lJld 's qu的叶 . «沃 尔 道 夫 的 妇 女» ( The

Woma n of Willrnd orf ( ) . 或者是 19 世纪法国的艺术批评 ) . 然后你

① 这{\Z. Faith 民1吨gold 原文~作诅明 .可幢捆的是壳闰非自λ女艺术家费

斯 ·林古尔檀.虫，喜非酬衡同东 .皑的单列作品在当代的后现代派Z术.，中 {j眉幢

强的特色相Ii响h . 一-译者注

由 这型的沃尔迫夫原 15未作埠~1.但可能指的是奥地利的一个小材庄 . E以

tli土旧石器时代文物而闻名于世 .目荷名的是巳句 250∞ 年历史的"证尔迫夫的维

纳斯" ( VenU$ of WilIendorf) c-1:予#注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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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去寻找合适的理论模式来帮助你形成你的阐释.只要你不断地用

理论进行研究.广泛地读书，并越来越熟悉不同的理论.那么你会发现

你自己会对特殊的理论模式产生兴趣.或者热衷于此.这时它就会开

始指引你从事研究丁.所以.如果你对某些由接受理论提出的问题感

到踵 ， 那么你就不太可能去研究来自古罗马的小陶罐. 它们最切是用来

贮藏而绝少用于观看的一一尽管有些从事唯物主义或者文化研究的视

角会觉得它们很有意思.如果你要继续学习艺;在史 ， 当你成快为一个

学者的时候.也许你会成为一门很小的理论研究的专家，你会对此有重

要的贡献.

当 你研究你的专题的时候 . 你会开始形成一种观点 . 种你需要

表述出来的独特阐辑. 这是你应该运用理论去提出关于你的专题 . 去

引导你的研究并将其推向新的方向的地方.本书第二章到第五章中所

给出的示范性问题会告诉你如何在你的研究中提出通过理论形成的问

题.在任何层面上，在经验性的研究与理论性的工作之间都存在着循

1时 环往复 . 你对专题的研究会促使你走向特殊的理论建构 ， 关于这样的

理论著述告产生让你回到你的专业上的问题，等嘻.

最后 ， 你不可能大量运用你所读到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你热衷

于精神分析的损式.你也许会读大量关于"镜像阶段.的著述，但最后

仅仅是鲁考雅各 · 拉康关于这个主题的原著 ( «精神分析理论中揭示的

作为我之功能的构成要素的镜像阶段» (T he M irror Stage as Form础回

。f the Function of the 1 as Ret剧led in Psychοanalytic T hf"Ory ) . ( 1949

年 ) . 还有凯E ‘ 希费曼 (Kaja Silverman ) 的一篇 关于镜像与 电影理

论的文章 ( «声学镜像» (The A coustic Mi厅。r ) . (1 9 88 年 ) . 你吾

的其他由大卫 卡里尔(Oa叽d Carrier ) 与其他竿者的关于镜像阶段观

念的著述一一尽管在扩展你的想怯上很有意思. 很有价值并很有 帮

助一一但是后不一定再助于你形成自 己的独特论点.你不应该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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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浪费时间 z在形成你的想法时放弃一些材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

且你读过的东西也许将来在其他的研究项目里会是有用的.

你怎么知道要用到哪一种理论{或者哪一些理论) ?

尽管有些专题要比真他的专题更适于理论追间的模式，但不存在

针对特定主题的正确或者错误的理论或是提间的方式.尽管如此，在

一个课题与你用以解决这个课题的理论模式之间存在着关于 "适切"的

判断，"适切" 并非坐在那里等着被发现一一它取决于你 ， 取决于你如

何考虑与研究这件视觉艺术 . 要知道，如果研究与写作的过程看起来

很困难.而你又觉得你的分析不断地在进入死胡同 ， 那么这种"适切"

也许就是不对的.这是向你的导师请教并实现你的想法的好机会.

有时候你的课题与你的理论模式之间有好的"适切惆是因为艺术

家自己就对那种理论感兴趣.现代与当代艺术尤其是常常如此的，在

现代与当代艺术中艺术家们也许会积极地研究许多种理论.比如说，

20 世纪20 年代与30 年代的许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就对马克思主义与

精神分析很感兴趣 ， 并且这些理论模式常常会提供有效的方式去分析

他们的作品.下文是一个学生的研究论文.在导论性的段落里也有

种类似的 "适切" ，它运用丁多纳哈拉维 (Donna Haraway ) 发表于

4类人猿 、 机器人 和 女人 女人的再发明 }} ( Simians . Cyl川r1.fS and

Women : The Reinvention of ~οmen (1 99 1 » 中 的著各论文 《 个机167

器人的宣言}} (A Cybor1.f Manif esto) ， 去分析 当 代韩 国艺术家李部

( Lee Bul ) 的机器人形靠 (图 6-2 )

李部门且 BuD 的机器人形且所突现的 .是许 多 女性主义者关于

科技对于妇女及其在社去与社告的不同体制中的社舍一政治地位

〈尤其是新的、通过科技促成的体制，比如说互联网 、虚拟现实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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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不僧..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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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耀凋际..

t他泉"， Go 阳yl

辑学工程〉而吉所具有曲暗示性曲讨论 . ~纳 ·哈拉维 的著名论文

4机器人宣 宫)( 1 99 1 年 》 琦 于从 社告 主义-女性 主义 的立场阜 随括

机器人理论的教争/丰说是担重要的…… lH号讨论~纳 ·哈拉维的

著述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甜的l7t扭曲一面女性机器人是如何能

挂用 作一种理衅 围 绕在性别上的 神话 的〈手 段 L 尤其是对于认 为 性

别是一种统一的 整体身甜的观念一一-同时也对她的著述进行批判

性的研究.以指出她的视角是如何无法认同 某些现实的科技运作 最

略 的 . ~ 纳 · 哈拉雄 的 乌托邦 式的视角 .耳营盹够准确地描述妇女

矛盾的后现代拉况.但克法认同 〈这 一点 〉并暗示在们 如何当现

有的机制(强大的力量M与性别的障现陋习 〉 仍然是科技机器 构 且

女机器人的基础能够超越这种仍然克满着对 妇 女 的 再魂的性

168 别 的阵规 . 李 部 的 机器人恰恰在 解码这个 问 题 . 他要探讨 的 是 . 抖

技与科学是如何世赋于同样的弥漫在更大的文化之 中由男性主义 、

种草主义 与 年龄歧 咀的 芷权制 意识形串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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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生关注的是雕塑与女性主义机器人理论之间的直接关系 ，

二者都是通过机器人的形草解决科技与科学 申 的男性主义问 题. 她

重将李部 ( L回 Bu l ) 的形草与*纳 · 哈拉维的论文结合起来并在

彼此的关原中进行阐悻. 注意. 这不仅仅是将多纳 ， 哈扭维的论文

运用到这些形卑的闹挥之中去的问题，仿佛理论为阐释提供了一个大

纲. 这个阐释本身就已经是统一而完满似的.相反.阐释与追问是

双向的 啥拉维的论士帮t这 个学生去阐释李部的作品，反之

亦然 .

但是那种直接的联草并不总是存在的.并且并不总是必然的.在

*敌情形下 . 20 世纪20 年代与30 年代的男性组现实主义艺术家实际

上不会被描述为女性主义者.但是关于他们作品的女性主义的分析

包括许多女性身体的形草还是常常十分有见地的.当处理非西方

或者古代艺术时， 这种问题会是十分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你要在此

二者上运用的这种理论模式对于这种材料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 或者没

有明显的关联. 因为这些艺术是在十分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出来的.

但要记住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理论模式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所运用的方

法是针对你和你的思维方式的. 因为一种理论模式在一件艺术品产生

之初或者一种艺术活动流行之时尚未出现， 并不意峰着包就不是一种

有效的分析模式.毕竟，米开朗基罗并不知晓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志方

法 . 但这对于研究他的作品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方式. 你可以记住的

是 . 在米开朗基罗的时代就有人作类似的分析.并且每-种文化都有分

析与阐释扭觉艺术的传统.你正在艺术史的i吾烧中，在-个姐特的学

科框架内寻求领悟 B 你不是在对一个对卑、 -个艺术草或者一种艺术活

动的价值作唯一的或者最终的报告.

与此同 时 . 用理论进行研究.需要意识到你自己的态度与你正在

研究的题材的关旱. 为什么你对这个题材感到趣? 为什么你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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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完成对它的研究? 是什么样的权力关罩在塑造你的研究' 性别 . 阶级

间踵或者殖民主义的遗存是如何影响丁与你的课题相关的知识与信息

的获取方式的?

写论文

理论性的艺束史写作是一项挑战一一它会在智性与创造性上对你提

出很高的要求. 在写作过程中 . 务必寻求你所需要的帮助.向你的老

师请毅你研究的课题.并和他讨论你所感到趣的理论视角.他很可能会

给你提供背景知识.垂考书与真知灼见.以对你的工作有所碑益.我知

道学生们且是怯于在师生面谈时向教授请教一一我读大学的时候也不例

外.但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我会说与学生谈论他们的研究是一件我所

做的重要而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也会在此指出. 尽管我十分支持写作中

心.但他们不可能在这种理论性的.专业的写作计划上去对你有所帮

助.除非他们除了雇有相关的编揭外还聘有专家.曼参加高级的写作班 ，

尤其是说明文写作或者高级的研究论文写作班.是一项更为长远的计

划. 我的遗憾之一就是 .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没有事加一年级必修课以

外的写作班.

写作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你的论点可能到了初稿的最后舍与刚开

始的时候并不相同.即使如此. 拟出提纲仍是组织你的想桂并扩展你

的论点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要将你自己禁锢在一个仿佛不可动娼的计

划的提纲之申.同样地.不要期望自己从开始就全写出精彩的.高

水平的理论 任何计划的初稿大多是但锚的，你的论据中会再各种不

充分的论点与缺陷.你写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很可能会相当的租植.记

住.即使是有*'年经验广受尊敬的艺术史家也仍然会努力地研究理论

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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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准备一个有理论支持的论点

你的研究定下来了.并且你正在构思与准备你的论文的初稿: 很

关键的一点是要充分地将理论与论点结合 s 理论不应该是孤立的或者

后加的 . 而是应该去塑造你在每-步所表述出来的分析. 如果你发 170

现 . 你是在作 种只是一般性的语境分析的形式分析 . 接着就引述理

论.那么你就需要回头.重新思考你的提纲 .

与理论相结合

在此我将简要地讨论-些通常的失误 . 这都是学生们在精心准备

有理论支持的论点时会遇到的.

记叙文E

正如你并不想去写记叙士式的艺术史那种根本就不是阐释性

的Z本史-一你也并不想要记叙文式的理论. 你不仅仅是在概括-个

理论性的论点， 你是在用白来进行研究一一吐主用宫、 扩展它. 质疑它.

你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论文的开头抛出-堆未经消化的

理论段蓓(也许结果除了是你岳不副实外 . 只是雷起来宇识离深而

已 ) . 然后就把这堆东西放在这儿了 . 与你后面写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

联军.同样地.对长篇大论地引用理论文献要谨慎，因为写这样的东

西通常意眼睛你没有完全理解它们所体现的视角.

没有关注艺术

当出现整 页 整 页 的理论性写 作， 却 完圭没有提到艺术作品的时

① JJ;t立 足 - 0.常而p峰 iv~ Writ i吨. . 即 "描 写 文· . 与 ·曲需hpRave" 相 时应的 E

"analyticaI
W

•即·仕昕的飞 响占旦j;带有文学写作的章'在 .这神11式不适用于学术写

作. 一一译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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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的论点就有问题.在这一点上.你要问问自己你是在写关于理

论的文章还是在写你计划的课题.也许到了最后.你要写的是关于安

东尼奥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论文.但如果你开始是要写关于大卫的

事破仑肖像圆的话，那么你应该想办法将这两个主题结合到-块.通

常.艺术作品是更好、更高意思的理论化的关键.下面关于李部的机

器人的论文的引文(如前所述)试图展示这种关于理论与艺术作品的相

互关联的分析 :

在 此我 们 应 谊 记 住 .李卸的 4 忧 郁的机器 人 ) (Cybprg

Btu叶 . 它 可 且 有理 由 桂 看作是 对 福 柯 关 于 身 体是 一个"权 力 场 "

的现幸的祖宜再现.对福柯 而吉 .肉体的身 体 变成了一个冲 5楚

的场 .权力机器在其中 不断地分配它的调节性投资.我们 是 通

过是似的模式与情敬化的身份韭目而被表述出来的 ， 我们的 身

体必 盟 与 这种模 式 和 身 骨 是 目 相 对应 . 根据 哈 拉 维 关 于机器人

的看量来理解.存在着 一种挂特的思维与身骨结构-一迄今为

止世理由革为是统一 而 固定的一一-'!;如 此地在压制我们埠动而平

艳定的主体性 .

111 这个学生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将福柯与哈拉维放在了一起 . 而

4忧郁的机器人B 就是他的论街的纽带 ， 但他并没有让我们霄到对4忧

郁的机器人B 的视觉分析. 以支持并展开这些想法. 他必须告诉我

们，关于 4机器人E的图像与理论是如何再现丁幅柯关于身体是 "权力

场"的现幸的 · 仅仅说它再现了这种观念是不够的.将对 4忧郁的机

器人' 的视觉分析与语境分析相结合. 我想 . 还得要求他在更多的细节

与特殊性中来继续讨论关于 国模仿的模式与情欲化的身份类 目 . 的具有

挑战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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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你的论点/提出证据

这里要说的是关于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你的论点的 重

要性的问题 . 不要只是罗 列论据 . 仿佛 它 们 的相关性是自 明的一

样 z 相 反. 要解释这些证据是如何支持你的观点的 . 在下面 引自

一篇论文的引文中， 一个学生将巴彭欧梭里欧 ( Pepon O sorio)

做的一件装置 {( En La Bar beria No Se Lloea )} (理 发店不让哭 )与

吉尔德勒兹 ( Gill es Deleuze ) 关于经验主义 记忆与差异的观念

放在 一 起， 作 为 走 向对 z 术 家 与 哲 学家 的 新的 理解 的 途 径

(图 6-3 )

21 5
二

圈，-， 巴巴欧铺里欧，Et1 La

Ba'OOno 阳 岳 阳。

(理发店不 让哭 l ， 1 99 4

每 现实 艺术 的途 径

忏祖国 Art We，剖 ， 哈特

俑德市仆W刊.0'

在《差异与重复 »C Differmce arid Rψetit ion ) 中 ， 德 勒 茧讨论 时 172

间 的综合、记忆的埠告以及想 1J. ，这些 都是支撑经验主义 的机制 的

一部分. 他说 ， "这种 灵 活 的 记忆 与 理解 的 草 合性是 重 叠在 想 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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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告之上.并为想血的埠告所支撑的 . "(1994 年 . 71 页 】 惶 勒草棉里

活的记忆与理蝇的草告看作是与真正的经验主义相时立 的东西 

t 即使 ) 'E 们通常挂看作是 经挂主义 的 基础 . 这种 消 扭 曲 想血 的 埠

告引立了前述租植 的埠告.德勒茧关于想 血与记忆之间 的是 革 的

观念为理解f理 1t.店 平让哭'提供了 一种 更好的 方 式 . 'E告持告一个

"记忆计划"的分提.耻恤 'E ffl在 艺术 界桂特林为 的那样 . 在们 告曾

到 .就记忆本身 而 宫 ，这件装置与欧梭里欧的 以及公武的想血的联

革和t与他们的记忆的联草 一样$ . 毕竟 .这件装置是艺术而不是

在做生意 .是用于作主班平台的 空 间 . 进 而.正值前面所讨论 的 ， 这

件装置融王逼真性(扭曲的段落讨论这件装置为什么平是对一个班

$草各人的理 1t.店 的 忠 实 的复制 品 . 就 it. 对理直店 的 -个井耳其详

的 、夸张地再想血-样).但 t 的确包括了这种幢幢根据带戏幸lR

好地描述的想卑…·

在写作的时候 . 你所说的话要经过论证2你要扩展出一个细致的

论点. 同样地. 你也许要花时间去反驳明显相反的观点:与你自 己辩

论，认识到你的阑释申可能的弱点 ， 提出能反驳可能的批评证据.

创造性.想象力与真理

这些品质是属于学术写作、理论与艺术史的. 就像它们属于小说

或诗歌一样. 它们同样可以用于研究、 构思一个论点，用于写作 .

所有的写作.无论它是否处理的是史实.都是关于真理的言说的，或

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担当证人的.并且所高的写作都是从作者独特的~

待世界的方式中产生的.这要求要有想草力，还要有勇气去写出比

学生们通常为了求得离分而写的保险的.循规蹈矩的寻章摘句要好得

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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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本书使用方法

( I I 对那些对艺术 史 学 史 '包 兴 趣 的 同 学 来说. 温尼 .. . 米 蛋黄 (Vernon H yde

MInor ) 的艺术史 的历 史(Art Hisω，.y '， Hisω":!I ) (I而 浮 西州 . 上 '在 柯 (Up~r

s",dd le River ) , .俭'斯霍尔 (Pren tice HaU ) 出醺位 . 2回1 华 } 是一本好的入

门书 亦可"倒 Don.ald Prezio副 主编的 ‘艺术史的Z术 E 批评文，也 ) ( The Art of

Art H iJto ,.y , A Critical A..tltology ) (午橡大学出版栓 . 1 998 军 】 与Eric Ftm;1!'

主编的 g艺术史及其方撞 z 批愣文逸) (Art H istory G"d It. Method, : A Criticol

A ,.tllOlogy ) (伦敏 ， "领出版桂 . 1995 董事 】 .

( 2 ) 这 个方 法" 栩 .. 囱. 窝 边 ( E. P. Robinson ) 加 以改 造 的. ‘有 放 的 学 习 ，

(Elf，町Ii1M' St ..d y ) (刽约=喻咽，出版公司 (Nt''''' Nark , Huper .nd Row) •

1 970 年 ) •

第-章关于理论的思考

[ I ) 安妮 这勒 瓦 ( Anne O'All ev叫 ， ‘十九世 纪编 精慢 岛丰作为 " 与 罚 的 纹身 '

(Tattoo OJ Crjme ....d P ""iJh".,." , in Ni.."urnlh -Ctn, ,,..y Tah ir叶 ， 即将出版.

[ 2 ) 将里 伊格尔领 ( Tl!'r r y 10:..，..1.. ，。叫 . ‘文学理论 导论 » (Litt rory Th nJry: All

i",rod..ct;O>I ) ( 明尼阿波利斯市 z 明尼苏边大学出版栓.四83 皇军 ) • 11 5 页 .

(3 )米 歇 尔 ·揭问的 ·权 力/知 识.谈 话 '段及其他蕾边文逸 . 1972-】971 董事 ，

( PO'(Wr/K毗旭、ledll l!' ， S,ln u d 1时eP'Vi~J <lind 由It"，. Wri' i_ ,... . 1 912 -1 977 军 }

为关于砸俩的蕃途中的这些问团锺IIH一个恨'子的导~

(41 例细 . ..见贝尔 霍克的 ‘揭 望 神 '民 . 位桐与 文化疏漏 ) ( YN ntiO'l g : R<J{ I!' .

Gnu/~. a"d C..II..ra{ PoIi,ic. ) (撞士领τ离蹦出版栓(South End Pres.川 . 199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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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与 ‘"法的文化z 抵割再现) (白dlaw C.dtll .... : R n ;.ti" R R..ρUJ"，，'a t ;o1l )

{纽约 卢特蒙禽出版社 (Roull..dge ) • 1 994 军I •

( 5 )奥稍稍 罗德 (Aud~ Lord叫 . ‘师傅的工具永远也貌不T筒 .的麟， 忡旬JI，，" '.

T侃>il W ill N " VC' t" Di l ma Oftl" th ,. MUll"" '. H OI' u ) • 选 自 ‘局外的副鲸 2 论文与 翻"

讲» (Si,I ,. ,. O" ' . id.... : E u ay . and Spuchf!S ) ( Crollllinll 出 版 位 . 1 984 年 } 目

nO- Il 3 页 .

l 叫 贝 尔 霍 克. ‘后 现 代 黑 人 ) ( Pou ..时'...... 8ladt"" u ) • 选 自 ‘ 渴 望 '

(Ynm ,i" ,l(' 1 • 23 页 .

(7) 矗特尔. 伦穆 尔 (~nrud 1..eI1时d 主编的 ‘奥吉斯特 孔德与宴证主义论文精

逸J (A ..Il" "'" Comt.. and POIilivism , 11w £S-.ti41 WritillKI ) (J既不伦萄克. 杨泽西

州 e 学搬出版社 New Bruns附，k ， Nj , Trlln""'C1ion 1998 年 } 可以作为孔德的实证主义

的-个导论.

(8 I .遗世界咿美于 1 . 世纪艺术史家的讨论 ' 见迈克尔被德罗 (Mict-I. Pudro) 的

‘批判的艺术史絮) (TIl..Critical H i. toria ,u of A rt ) (姐 )II，文 III奈健将州 耶.

大学出版栓. 1982 军 I •

( ' )伊德尔. . VII 咽.

flO ) ‘吉尔 II'" 兹 与 克 泵 尔 帕 奈 何 对 话 晕 ) (Gill... Dtln<u and Oa i .... PaT7ll't.

Dialo" ..... ) 目 休 渴 姆 林 鑫 ( H ugh TomJiru.on ) 与芭 芭拢'可稽哲( Barbar.

Hllbbe句a叫 英译 t细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栓 . 1982 .l:事 ) : YD.

(II J 罔上 . 也 可 ， 见 . 斯坦 γ 邦 追 斯 ( Conslantin V. 坠M由斗 的 e译 害 导 论 ，

(TrlZ" .U.tO,. '. l ntroducti01l ) • 选 自育尔 II '"擎 的 e经注主义与主体性 论休漠的

《人突理霄'而论 » (&咄町._.时 s..bjrctivily : A.. EJwy 0町 Mω.... .J Th.-y 0/

M也阳" Nul...叫 . 英译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栓 . 1991~). 1 -20 页 .

( 1 21 阿 尔伯特 司幅 画 {Alben W，自由 I . ‘为后殖 民的身体绞舟 » (Ta ta..i"K Ih.. POJt~

Col",",l Hod川 4 2- 43 页 ( 1996 每 3 月 10 月 ) • 1 5-29 页 .

第二章 形式分析.象征与符号

I 1 I 对形式主义与 当代艺术史的评价 . . 见大卫 · 萨默斯 ( Do由d Summer叶 的 ‘ ·形

式· .十九世纪的形而上学与艺术史叙述的问 题 ) ( ‘Fm明 . • Ni....tUtlt~Cnu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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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卡尔 马克思与弗里翻里希 恩格斯 ‘马恩选'庵 ) , 1 845-1847 年眷 5. «德 ..志意

识形盔) (纽约 国际出版公司 1 993 军 ) • 110 页 .

[ 11 ) 卡尔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位判大纲 ) (G..-undriu" , Found.ωian， of tM Crit iqru of

Political &onomy ) • 马丁 尼古拉斯 (Marti n Ni∞lau!l ) 英 译 {纽约 企鹅丛书 ，

1 993 每 ) • 110 页 .

[ 1 2) 乔治 卢卡哥哥 ‘历史与阶级意识 ) . 罗德尼 利文斯顿 (Rodney Li vi哺 !lton叶 英译

(伦，攻梅林出版栓 (Merlin 酌"‘ ) • 1 9 71 每 ) • 83 页 .

[ 1 31 特里 伊格尔顿 ‘审羹摩识形态) ('I'橡布集克威尔出版枚 . 1990 年 ) : 323 -

324 页 .

(14 J 狄 奥多 尔 阿多道 ‘晕低限度的道德 从 种被损 窑 的生揭来反思 ) (Mi..inl<l

陆..-alia ， Rtf ll'ction, fl附." a Danl<lR"d U f ,, ) (伦敷 NLB出 版栓 . 1 974 竿 I •

1 46- 1 47 页 .

[ 1 5) 狄奥 多 尔 阿 多 道 ‘文 化 产 业 ) (Cultun' l..du,t..-y ) (伦 段 : 卢特蒙奇 出版 社

(Routll'dg吟 . 2 阅 1 年 ) , 58-60 页 .

[16 J 瓦尔特 本雅阴 ‘饥饿复制时代的艺术品 ) . 启迪 (Illuminat ions ) (纽 约 1 图书公



湿 .

司 (Schocken IX卫oks ) • 1 969 年 ) • 240-241 页 .

[17 ) 罔上 243 页 .

[ 1 8 ) 屠伊 德波 ‘'畏砚社会 ) (底特律 : 黑与红出版社 (H1ack 11叫 Red) , 1983 年 ) •

1 页 .

[ 1 9 ) 网上 . 1 2 页 .

( 20 J 爱觅 巴 克桑 倒也 尔 ‘ 15 世 纪 意 大 利 的 绘 画 与 经 验t 绘 画 风格 性 会 史 入 门 ，

( Pa;nt ing and E.rpr.-irna in Fijl«"th - (刷刷 ..y Italy : P n mr .. in thr S«:iat H id ory Qj

Pictorial Sty ld (牛撑 : 牛津大学出版祉 . ] 988 年 ) • 2 页 .

(21] T. J 克妓克 ‘人 民的 图像 居 斯编 夫 库 尔 贝 与 1848 年革 命， υmaKt' o! th r

p，。μ.. . c...<WVI' CA>~ ro，.t <J. nd th ,. 1848 年 Rrvolut io叫 {伦敏 Thames & Gyd."On ,

1 9 73 笨 ) , 1 1 5- 118 页 .

[ 2 2 ] 米歇尔 卡米耶 (Michad Cami lle ) ‘哥特式的偶像 中世纪艺术中的意识形态与制

刊原活动» (Thr G<川ic Idul : Idωlogy and Inω萨mak ing in M，.din时 Art ) (剑桥 剑

侨大学出版位 1 989 年 ) • XXV . 亦多 见乔纳森 哈里斯 (Jonathan Harris ) 的 ‘新

艺术史， 阴阳 Art H i, /a"y ) (伦 敦 卢 特 豪奇 出 版 社 (Rou tlooge ) ) • 115 -

1 78 页 .

[23 J 卡若 邓 衡 ( CoI ro! Dunα叫 ‘作 为 仪 式 的 艺 术 博 物 惰 ) (Th,. A I'1 M，..~lIm as

Rirω叶 ， 选 自府纳德 普雷齐'跑回 ( I:ooald Preziosi ) 主编的 ‘艺术史的艺术) (口，

Art of Art History ) (牛津 : 牛撑大学出版社. 1 998 王军 ) • 4 78 页 .

( 2 4 ] 安舵 坎贝斯 (Ann i e 汇 Coombes ) ‘四院新 发明推洲 现期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英

国的 博 物馆. 物质文化与 大众 想 象 » (R t'invm t ing A f rica : M.ω.."m. . 儿也uria l

<:uti ...... , and Po户，lo.r lmaKin<l lion in u.,,, Victorian and Edwo. rd ia.. E"glan) (组黑

文 ".大学出版社 . 199山 等 ) • 2 页 .

125 J 爱丽斯 罗西 (A l iC(' Ro.....a) 的‘女性主义论文从亚当斯到被伏簸) (The Frmi" j.t

Pa prrs , From Adam. / 0 Dr &山UJi.. ) (被士顿2东北大学出版社 (Nαtlhea~lem

Uni~raity Pre~~ ) • 1 988 年 ) 列出了一个很好的重要文本的书 目 .

(26 ] 关于美国的妇女运助 . . 见鲁丝 罗生 (Ru lh Ro忧n ) 的 ‘世界到链的张开 z 现代妇

女运 动是如何改变樊国 的 ) ( Th.. World S plit ()阳" H叫 阳 岛缸'tfnI Worn l'n',

M<~饵'It Chanj{ed A mf'ri."a ) (纽约 2 企鹅丛书 • Z001 年 ) •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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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来'但..….
176 [ 211 .逃 避克林 ( Li nd.. No脏 fUin) ‘为什么没葡伟大的女艺术絮 ? ) (Wh y Haw Th~r

品帽 N. 曲~ W~棚 A巾副刊 . ‘妇女 . 艺术与极力晨 '‘他文逸 ) (WomnI . An.

aNi Pourr aM 0"" 品翩)l's l (梅尔笛".出版社 (WINtn- pr回) • 1989 军 ) ,

158- 16‘ 页 .

( 28) 同上 ， 1 56 页 .

( 29] 格里布达 波洛克 (Gri ，咽 Ida Pollock ) 与罗斯卡 撒克尔 (R饵~ka Park..， ) ‘女性的

老"大'筛币2妇1女丸， . 艺 才术R与掌切识、到彩院剖(附【αω洁H矿 Mist ，...叩 w_肌凋71 . Art网管.

{伦'掀虫 ， (伊PU曲n "'"叫 渴 1多B钮出贩栓 . 198盯"军军 I .翼m明" .

13叫 饱稀里厦 马修斯 (Patna... Matthrws) 在马竟 奇蟠甸 (Mu' 口回咧""m) 等主翁的

‘艺术 史 的主体 『 当 代槐 野 巾 的 历 史客体 J ( Th.. S uhj""ts of An H istory

Historical (到.jt'Cts in un由m户mJ，r)I PenJN'Cti 'IJt')阳作如楚的论述 一篇早期的但仍然

很好的关于这个领蝴的评述是精利亚 亩马 皮特森 (Thal ia G创m前Pner帽， ) 与 帕

精盟厦 ， 马 修 斯 的 e艺 术 史 的 女 性 主 义 批 肉' 口M FnrrirriJt Criti'l'"" of An

History】 . 选 自 ‘艺术公报) (ArT &II..们叫 69 lliII (1 987 军 ) • 326-351 页 .

(31 ] 艾丽斯 沃克 (A1iC't' Walker ) ‘寻找我们毒素的回 园 J (ln .s..a础 。f (lor MoihlTJ '

Ga. ..d"，叶 . «导，觉或们 召母亲 的 圈 阅 妇 女主义散文 ) ( In &arch of Our M.础 ..rI '

Gardn u , W01圃n;u Pt'OS' ) (哈"精图际出版位 (HalTω.rr ) • 1983 J:军) • 239 页

132 ) 铺"里夏 爱纳遮 (P.，配ia Mail\ll n::li. ) ‘撞 . 伟大的羹固z术) (Q..i lrs- 'Thfo

""毡I Amnlca.. A n ) • 选 自 造玛 布罗键 (Nom、. Brood叶 与玛丽 杰拉但也 (M""

D. Garrard ) 主 锚 的 ‘女 性主 义 与 艺 术 史 质 锺 连 仰 文 ) ( Frmi "i.m and An

H is/ory , qunrirminR 阶.. Uta町 ) (纽约2晗筒罗 (HilTI'M" &. Ro叫 出版公司 . 1982

军) • 2 页 . 罗斯 告 撒克尔(Rm割 k.a Park",r ) C:颠覆隘的缝制 = 削锈与创造女性

气腾 ) ( n... s曲..-ni..... Stit(#. ， 品，由四'J"y and til' 岛句"晤 。f 础.. Fnrrim~ ) (伦

'费 : 但 女 出 版 栓 . 19剧 军 I ， 被 梅 克 ( I咀』也}与II! 莞尔 ( Parur ) • OM

Mi!<tn町. 。队 01 . •

[33)诺玛 布罗德 (N~ Hroude) 与纯丽来组 tI (Ma ry D. Ga rra rd) ‘女性主义与艺

术史导论) (lm ruJ lKt irm : Frminismund An Hi. tory ) • ‘女性主义与艺术史 踊

疑连饰文) ( Frminism and An History : qaw Jli""ing th.. L血可 ) (纽约 晗商 罗

(H.甲r &. Row) 出版公司 . 1 982 剧 . 2 11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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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J 诺玛 布罗 德 (Norma Broude ) 与 玛丽 东拉德 ( Mary D. G盯fard) ‘扩充论述，

(I州r<>dlKt i拥 Th， f:r阳ndillg Discourw ) • ‘扩究论 述 z 女性主义 与 艺 术 史 '

(The E.r阳nd;n/( 阳，叫nt ， Fnn川~m and A rt Hi.tory ) (纽约 ， I酬 Edit ions ，

1 9 92 年 ) • 1 06- 115 页 .

( 35] 诺玛 布罗德 (Norma Hroude ) 与玛丽 来拉德 (Mary n.Garrard ) 主编 ‘女性主义

艺术的力量美国 20世纪 70 年代的艺术'口ne POWf'r of Fn ninist Art 日，

Ammnlll Moumtnol af the 1 9 70吵 ， «历史与影响 » ( H i. lary and 1m阳ct ) (纽约 :

立布拉姆斯出版公司 (HaITY N. Abrams) • 1994 年λ

(36] 玛丽 杰拉德 (Mary D. Garrard ) ‘阿尔特米西亚 奥蒂莱斯基 意大利巴洛克艺术

巾的女英峻的形象» (Art..misia~nlil"s<'hj : The lm<l ll" of the f 'n1w. l.. Hero in Ita/ian

，也n叩« Art ) (新泽西州 ， 曾林斯顿 1i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1 99 1 年 ) •

1 3 7 J 格里塞远 被洛克 (Gri se'也 Pollock ) ‘分殊正典 女性主义的欲望与艺术史的写

作» ( Di f f u l'ncing lhr Oman , F.-mini.•t 曲剑.... and (hI' Writ ing of Arl '. H istorie. )

(纽约与伦敦卢特集奇出版栓 (Roud~e) • 1999 王军 ) , 1 06 -11 5 页 .

[ 3 8] 徊在特里 斯皮瓦克(G仰创ri Chllkrllvort 悔!"lI k) 指出 ， 这个主体是 "-个囱许 多股

绳黛掏成的庞大的不连续的网络 (即 假意义上的文本}的部分，这些纯余也

许被称为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性语言等等(这些纯獗的每 粮 ， 如果搞民控拿出来，

同样会被但为是囱许多绳愈编织而成的 ) . 这些绳索不同的结与结构是被不罔的确

定性所决定的 ， 这些确定性自身要依蝙于无毒性的情况， 产生出一个在起作用 的主体

的结果 . . .. 见‘弱"阶层研 究3解构历 史 I ( 5盹Iltrrn Stud i.-s : lJ......m.trcting

Hi ,' oriag m phy ) ， ‘在其他世界里 文化政治学文集 » (I" Othn- World s , E. says

in Cultural Pat ilio ) (伦敦 梅休出版栓 (Met huen ) . 1 987 年人 204 贸

[39 J 阳lock. ap. cit. u时eT31血~.

[40 ) 弗雷达 德士法乔育土 ( FrO"i dll High W. T，.，.f，咱。 rgi s ) . C寻校以黑人女艺术家为 中

心的话语与批评/各种批评» (I" 岛'<l rTh of a DisCI>u r.,r and en'问 «/5 toot (m it,. the

A 节 of I去tadt WQI>U'η Artists ' ) • 选 自 ‘理论化的黑人女性主义 g 黑人女性的虚幻的实

用 主义 ) ( Th...m~inK IJ4，叶 Femmi.ms : The ViJiantlry P I"‘ ' JP7W.l ;Jffl of Bu.ck

W",nrn ) • 51anlie M.lar 也 (斯坦丽M 詹姆斯 ) 与 Ab<四 1'. A. &.皿， (阿 贝娜

P 布希亚 ) 主编 【伦敦 卢特荼毒出版位 (RoudMg的 . 1993 年人 22s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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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到...搓.理论

(4 1] 珍妮特 曾赖斯 (Janet Pri~ ) 与 马格里特 许尔德瑞莞 (MarRri! 勘ti ldrick ) 主编

性性主义理论与身体读*") (Fnninist Thfflry a时 "" 抽呻 A Rtadu ) (伦 '皮

卢特蒙哥哥出版挝(I是由， ''''''的 ， 199 9 年儿

(4 2 ] 间，快莉娅 琼斯 (Amelia Jones ) ‘身体艺术/实现主体) (Body A rl / PrrfQrm; .,g the

Subjut ) (明尼阿波尼斯g明尼阿波尼'既大学出版桂 . 1 998 1:事儿 22-24 页 .

(43] 乔安篝 褐如 (Joanna Frueh ) ‘怪 .. I '要 女 建掏爱的身体 ) (Mmstrr/ &auty,

Huild inl( th, Body of Lv电. ) (伯克和IJ: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 ，α刘 华) ， 61 页 .

(H] 黛伯位 威利割断 (l为oonh Willi s ) 与卡拉 威廉姆斯 (Carla Will iams ) ‘黑人女性的

身体 : 一部橱'监史) (T hl!' IJJ.ωck Ffflf(JU 他idy ， A PhOl og raph ic Hi..tory ) (幌雄

垣"尔 (Temple Uni~r!lily Pr""，~ ) 大学出版役 . ，∞2 年) •

[45 J 戴安to 弗斯(Diana Fu皿) «本质上的盲说?女性主义的本质与差异 I (且'unlfiatty

Spra ftinf{ , Fnninism Nat町 and Di f !t!' V IU ) ( 伦 敏 = 卢 特 集 奇 出 版 性

(Rou tlec蚀的 199防 军 ) . xi .

[46] 西尔维娅 阿登 布恩(Sylvia Arden I:bme ) ‘水 中的光.. ， 门 德族艺术咿的女性

美的理想) (Radia配， from th, Wut....s , ld，创IJ of Fern ;";1/#! &a ldy in 胁时f! Arl )

{组黑文 耶·大学出版 ti:. . 1 99。 年 ) , II 丝 菲利雷斯(Ruth Phillips) 阳现女

性和，) " 山脉的门德族的 so叫e面具) ( Rep陀僻山吨 Woman: Sande Ma:oquerades of

the Mende of Sifi'ra I...叩) (洛杉矶 : 加州大学福勒文化史饰物馆 (Fowler Mu酬m ol

Cultural History , UCLA) , 1995 年 ) .

[ 4 7 J 伊夫 考徽夫斯基 '民奇威亮 (Eve K臼.ofsky Sedgwic ) ‘倾向) (Ter、denci"ll ) (这勒

姆佐克大学出版在土(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n'幅) • 1993 年人 IS 页 .

148] 大 卫 哈被称 « (:Mvin Hal~rin ) ‘圣傅科 z 走向一部男 同性恋的圣徒传 I (So

F阳cau.lt . U血刷rdJ a 向y Ha(fiog ro. phy ) (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栓 . 1991 年 ) •

62 页 .

I‘ 9) 阿德 里 安 部 里 奇 (Adrenne Rich ) ‘彼 迫 的 同 性 恋 与 女 同 性 恋 统 一 体 ，

(0)>帽puJsory Hetero:wz嗣lily o.nd 份dA必ian em山 n..um) ‘血 . 面 包 与诗散文逸，

( Hl.侃J. Hrrad. and PlWtry , Sdn:t~d Pro~ ) . 1979-1 985 年 《 纽 约 遥 领

{Norlo叫 出版枝 ，1 986 年人 23- 75 页 .

( 50J 将丽莎 '" 劳丽，房斯 (Ten.'''''. de l.lIuretis ) ‘酷儿理论 女同性恋与男罔性恋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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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0-".. ThtWry : l..r刷刷 ami (蝇Y & z wu/ itif's • A n In'院，Ju;;titm ) • ‘锺异 -

份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期刊) ( di ffn-nK" ' : A j.>umal of Feminist Cult u. ro.l

Stud;"， 川 1 99 \ 王军 ) ， vii- xviii ， ‘习 惯改变J ( H幽川、阳咽，叶 ， «差异 z 女性主义

文化研究期刊第 6期 ) (<iil / ftrv lUs: A ]侃mal of F..",i" ilt u.ltural 51削，，' 6 )

( 1 99 4 年 >. 296-313 页 . 喻披林(Halperi叫 也喀嚓7 .酷 JL ' 一词在其中仍然是

个在政治上有闸的慨念的各种条件 . .见 Ha lperi n . op. ci t ， II Z-ll S 页 .

[51 J 米歇尔 褐柯 ‘性史导论 ) ( Th.. Hi，ta叩 of & :cuality : An Imn>dr«归~ ) (纽约2

Vin tall:e . 1 9 9。 每L 43 页 .

(52J 朱迪斯 巴特勒 (Judi l h But ll'r ) ‘位刷的麻烦 ) (Gnrd..r Troo剧d 【绍约 卢特集

奇出版社 (Rout lec4te ) • I凹9 年】 .

( 53 1 网上 ， 25 页 .

( 54 1 朱"斯 己特勒 (Judi th I生".Il ler ) ‘身体这东西 = 论 国锥 · 的镇懈的 界限) (Hod.". 177

<I，.， 岛也It.... : (At th.. 且scunjvr UmitJ of -Srx - ) ( 纽 约 1 卢 特 菜 奇 出 版 社

(Routledge) , 1 993 年 ) • 232 页 . 亦" 见93- 120 页 .

[ 551 间上 . 1 05- 106 页 .

[5叫 乔纳森 温伯格 。"四than Weinberg ) ‘一旬都是黯儿) ( Th inR' arl! Q.u-"叶 ， ‘主

术期刊) (An' } uurnuJ) 1 996 年刊 .

[571 劳位 科廷厄姆 (Laura Con i咽Mm ) ‘女周性恋札记) (Now酬 I...，man ) ‘艺术

期刊) (A rt )o"r咽1 ) 1 996 年冬季刊.

(58 ) 纳 蟠 柯 博 默 尔 坎 ~ (Natalie Haymel Kampe叫 ‘古 代 艺 术 中 的 性 异 论 ，

( " In/rod ..",t;"" , - .....x剧lily in A....i..,,/ An' ) (剑桥剑轿大学出版桂 1 996 i事 〉

1 页 .

( 59 J 斯图亚特 霍 尔 (位ω rt Hall ) ‘编 码/解码 ) ( En"wJi" g! d..codin剖 ， 这 自 斯图亚

将霉尔等主编的‘文化 熊介通富文化研究工作撒翁) ( Cullu'? , MnJUl.

lAnK剧庭t' : War如何K Pa~rJ in Culluml Stud.", .1972 - 1979 每 ) (伦敦 Hutchin..on .

1980 华人 128- 139 页 B 亦参见丹厄尔 钱 ill '的 ( Dani "tιhandl ..r ) 的 ‘销码/解码，

(Encodi>lRI lJ«odi>l时 . ‘符 号 学 入 门 ) (&mi()f in fo~ l¥gi>l~~J ) ( http : II

www. aber. ac. ok/mlldia/Dt阳m回.，j臼lV....m08c. hlml.∞n叫时 No四="'" 2∞3) •

[ 60 ] 细亚特里 斯被瓦克 (Gayaln Chakn Y'On y S伊yak) ‘后 殖民理论他判 走向一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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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失的 雪峰亨臭) ( A CO吨，蕾qw of Pmt"cvl..,;.Jl RωJlIfI : Totω...J a H iu ary of 1M

V酬，由 "'I( l'rrJffll ) (刽麟 哈佛大学出版社 . 1999 筝 ) . 1-3 页 .

[61) 斯图亚特 雹尔 (St Ull" Hall ) ‘立化身份与离散的优末人) (屿ll"flIt ldnll;l y a ..J

I>ω，如ro ) .选白，字纳布拉瑟弗M (Jonat han Ruth..rford ) 主销的 ‘身份 社团 . 文

化.差异) ( Idrfl,ity , Comm嗣;t:! . C!drotf? Dill'"嘛or) (伦 ，生 : I...wrence and

W;~咀r1 . 1 990 .li事 > . 224 页 .

( 62 ) 斯 图在" 霍尔 阳ωn Hall) (文化身份 与 电擎的再现) (Cult .. ,...! Idrnl;ly (J ,.J

Ci",mat i, Rrp.-, sn>la(;,,,, ) • 选 自 休 斯 披 贝 克 ( Hou~lon &k..r) , Jr. Mllnt hill

Diawa... 与 ..丝 栋 11 ift (Ruth I.i时t'borx )主编的 ..应 固 黑 人文化研究读本，

(Blad B时liJt C..lltl...J Stud,,. • A RnuJrr ) (主细"芝加哥大学出螺栓 . 1996

笨). 213 页 .

1631 比尔 问什克罗夫 n- (Hill AlIhcrort ) ‘ ' 霄 '既 格 .m尊斯 (Ga陀巾 Gri ffi l luo ) 与 梅

伦 带3事 ( Helm T飞 ffin ) ‘带回反击) ( Thr Empi.... Wri阳 Back ) (伦敦z卢特蒙奇

出版桂(Roudrd恒的 . 1989 年人 2 页 .

(64) "军德里克库葡(fo"rr击时k ""-')与安劈组斯托勒 (Ann l..aul1I Stol..叶主

'国‘帘团的张力 巾产阶银世 界里的殖民文化» ( Tnui侧s of Empirr : C.danial

Cu.ll ores in u ' :I.,.(rgro;' Wurld ) 川自 克利 加利幅尼亚大学出版社 . 1997 年 ) •

165 J 爱 if)华 萨义 .. ‘东方学) (纽约 ι ......... H恤艳 1 979 别 . 3 页 .

I'叫 阿古董童 问罕默11 (Aiju AM、ol ) .在理伦之咿 阶级. 国军. 文字) ( /.. 1"-.町g

(2an r . •NaJ iom . l ..it""''''''" ) •(伦 '使 ， VfT!IO . I回4 等儿 伯 纳 德 刘 易 斯 ( lie-mard

)<w叫‘东 方学的间题) ( 1页， 。时ioo u[ Ch ..响巾，叶 ， ‘伊 斯 兰做 与 西 方 ，

(ldam ..时 ，品" w..st ) (if海 牛在拿出版tt. 1991 年l .99- 11 8 员 .

(67 ) 雹来 巴巴(H帽回 民 "、abha ) ‘文化的定位， 【币.. La:atiOff of Udtwn】 《伦 '生 =

卢特菱司'出版栓 'R阳"叫Rt') • 1994 军 ) . 85-92 页 .

(68 ) }b ll. op. cit. und时I above: 225 页 .

[691 Hall. OJ). cit. un<!时labove ， 226 页 .

( 70 ) 巢 '理诺 梅"' (臼~~ 且Highl ) 与 加里 集.森 (G.ry D. SunpolOrl )主翻‘画 民主

叉的簸'巴 图像化的树族与地区) ( '刘onUJist P~碍。'ICru /Jlty : I"",g im ng RJU, and

P也u ) (俭'吱 g 卢特蓬哥哥出版桂 (Roudedge) • 2002 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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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伯纳饱史鹰斯 (Hrmard Smith ) ‘欧洲的幻象与南末 'I'浮 J (E-ro，户INn Vi,iOll and

，加皿lit Pani K ) (钮'民文思.大学出版社. 1985 军 > .

{7Z J 例如 . 1£马斯 翁精卡尔夫 {节10IRU R M..唱国" 的 ‘啻阔的嚣- ， 印度的 >l筑与

英阔的镜泊J (A>. I ...庐W甜 Vis;.. ， ' M Um AI'τ lI itK1 ur曹 and Bri tain 's Raj ) ( 卒It，

牛津大学出版位 . 2∞2 军 > .

[13 J 湿斯托尔 加西亚 坎克里尼 (NelIt or Gard" Cttncilini ) ‘视血文化 2 出入现代性的

'庭略J ( Hybrid c.Ju." . : Str(ltrg i" for EtrtrriJlK lJnd LNwllR 加剧町"川 《 明尼阿

被尼斯 z 明 尼阿披尼斯大学 出版 栓 . 1995 董事 > . 1电 . 眩 蕾" 与 奥 壶 ， 思 咸住

" 到kw四 Enw-:w) 主筒 的 ‘读 .. 当 代 从理论到市场的非洲艺术 J (R-di"g 仇，

。"'~阳ru"y ， A f rica.. Art f rom 1页#'Ory fO Ill' 陆巾， p阳叫 《伦敦 罔际钝宽艺术

研究院. 1 999 年儿

(74 ) 亨利 路易斯 基茨 ( Henry 1..oui5 G川~ .Jr. I ‘'指馨的报子 ， 推洲-j畏 国文学批

开 理论，口M Sipli / yi" K Mo.峰'y ， A n ....,.y of Afriol..-A附neall Liu m r:J

Crit iriUl'l ) (牛津 ， ，萨'大学出版位. 1 989 每儿

(15 J 大卫 .. 雷斯寇 (I"'.划 巳 Dri"kdl ) ‘羹 回 黑人 艺术 2∞ 筝J ( Tuv Untllri,S 01

IJJack A

Sharon F. Pallon . 们在洲-要园艺术J (AI'η'C<:l ..Amni饵.A时 】 【伞穰 ， '书"大学出

阪位. 1998 每儿

(76 ) t1纳言It ·亩晴(Ranejit GUN) 阳帽民地时翻印度历史学的襄些方面) (Or So

...阳臼 of I I., Hiu or>of( rophy of 臼酬i<ll 1..Jω I .逸自始纳亩'鲁吉晗 与 细罩"

里斯皮瓦宽 (GlI yllt ri ChlIkra町rty S归yak ) 主蝇的 ‘弱 ，停阶屠研究文逸 J (&l,dul
SWJalt"" 51时in ) (卒橡ι牛穰大学出版社. 1 988 .l:事 》军 . 37- 4.4. 页 .

(77) 细亚将 里 割断皮 瓦宽 (Gayaln 口、.k~睛ty spi咄} 帽 "阶层 研 究文 选 导论 ，

I .，时，回..，....... Stl«ud SoJ,glu .... Stwiir J ) • 13 页 .

178 ) 阁上.

(79 J 尼古 槐斯 米 尔佐夫 ( N id四a" Mi rzoc.-ff ) ‘饵 '世 文化 界论J (A n 11tl mdw:tion t，。

Vis回I uutU") (伦敦 B 卢特篆椅出版社 恼。utlffig的 . 1 999 军 I .

( 80) 乔安…克UoI回IUUI Dnrkoer ) ‘远担心帽，.文化? J (Who 's A f rvid of Vis圃，

C.J，~盯 . An I阳"叫 58 . r民似W"ml ft" 1 999 军 ) : 37-盯 页 ， J~ EJItiM ‘圈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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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地) (1M L\>mai .. of I刷肝，. ) (伊萨卡 ， ..尔大学出螺栓 . 1 999 等人

(81J ili曼 布列逊、 米歇尔 安. 霍莉与基斯 马克鑫 (Knth Maxey ) 主镜 ‘呢，世文

化 2 闹 事，的图像t (Vinu.rl Goft ..rf' : l ma i{f'l of I附r，，"tat酬} 叫树心城 z 卫斯理大学

出版桂【Midd l etown， WClIJeyan University Pre...~ )， 1 994 年 ) •

[82) C棍 1l! 文 化 问 卷 ) (Vi Jr... f C..Jt...... Qu，>li阴阳i.... ) 0 C1ober17<Summer 1 996 年 】

25-10 页

(83 ) 1 9 14 您 . T.J 觅组觅掏出 . 1':求史京由于骑自批部理论而精襄的闵.在1. 使纪与 20

世纪韧的主要的艺术史凉的著作巾也可以在复到. to 见 ‘艺术创造性的条件' 口b

臼odil ia" of Artiltic Cnvtivi t y ) • 耐代文字编刊 ) ITi".... Lil f'rO ry s..ppif'mt'叫

1 914 军 5 月 24 号刊 . 56 1-5日 页 .

184 J 乔纳在 克拉望 。onathan Crary) ‘观察者的技术 2 论 19 世纪的想象 与观代俭，

(T«h...qlU' l of 矶，阳sn-wr ， (汩 的Ii"" ond M，时f'mily i" !hI' 19th c",,' ury ) (剑桥 z

MIT 出版祉 ， 1992 等 " 芭芭拉 玛丽亚 斯植植 (&b.Rra Maria 51anord ) 与 Fran叶$

T.曹，.k ‘奇迹的装置 = 从盒子 里 的世 界到 麟 .土 的图像 ) ( DnJicl'l of Wooui.....

F~ 仙I' World in a Bo.r ω 2剧j{f'l 0l'I Q Sc........ ) (梅修矶 格都Z术锁商 同归心 (G侨"

。'filer for EdUC1ltion in d-e An!!) . 2曲1 皇军 ) .

( 85 J 关于土著，建国人的物品自还馆息 . to 见培玛徨 布雷(T~毡.n 1.. Bray ) 主编的 ‘过

去的 ~来 考古学土薯，随团人与归还' 口页d.叭" o f 1M PQJI , Arclult'Oioj{i JlI .

Nωiw A""'"l'cQnl oM &pa.tr恤tion ) (俭'吱事兰 (G缸Iond l 出版桂 ， 2001 军 ， .

(86) Pollock ，叩 础 。叫t'r31.~， 26 贾 .

178 第囚章 茸术中的心理学与知觉

I I ) 椅 里 伊格 尔 领 ‘* 识形 态 导论 ) ( ldrol<Ji{Y , An Introd...rion ) ( 伦 '生 左 翼

(V归~l 出版社 . 1 99 1 年儿

I 2 ) 西德. it 弗洛伊德四周及臭不澜) (Quli国ion Q"" 山 臼Z酬而叶 . 让 里维簇

υeftfl Rivin'e ) 英译 《纽约 2 凯.与史密'听 O. c.~ &. I-l坠nith} 出版位 . 1'拥 军3

I 3 J 弗洛伊德 C!l3 lt与'要忌J (币It"'" GJtd Tain» (伦，变 2 卢 特襄奇出版栓 幽幽t1edll:r) •

200 1 ，事儿

1 4 J * m.伊 但自 ‘论米 开朗 暴罗的摩西 ) ( orr Mo.,J d f' J MiCMIo吨1'10) • ‘. 象 ，

(I"""i{O) ,3/ 1, 1 914 年 2 月 . 1 5-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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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弗洛伊德 ‘蒙奥那多 达芬奇与其童年的记忆» (Lrona rdQda Vi同ICI a，凡d a MmIO~yof

H is Childh皿"' ) . ‘标准本西格 擎 德 弗 梅伊德铺 " 分析著 作全集 J ( Standard

Ed itiun of the U>lleClt d Psychological Work , of S igmund F~时 ) .卷囚 ， 詹德斯 斯

特拉奇 (James Strachey) 英译〈伦敦 预加斯出版社 ， 1 957 年儿

[ 6 J 司在梅等 ‘入及 ，毛 象征) (Man and H is Syn由山 ) (加登域 (Gardenuhy ) 道布尔戴

(Doutleday ) 出版社 ， 1964 年λ

I 7 J 伊格尔顿 ‘盲目笑意识形态 I (刊r Id ffliogy of the AI/'础die ) (牛海牛撑大学出版

扯， 1 990 年 ) .

I 8 J 关于霍尼 ( Horney ) 与 多伊奇 ( DeUt5C川 的著作的评述 ， 参 见珍 尼将 事耶 斯

(Janel Sayers ) 的著作 ‘精柿分析之母 海伦篝 多伊沓 卡伦 霍尼. 安娜 弗格

伊德 梅兰尼克莱思) (Mothers of Psych饵naly.is : Helmil CJ..ut础 ， κ.~咽 H~町

Anna F，.，.ud . 儿伽/anit Kinn ) (纽约 诺顿 (W. W. l唱k>rt∞〉 出版社 . 1 992 王军儿

[ 9 J 罔上.

[ 1 0 ) 商精 乔多 罗 ( Nancy COOdorow ) «女性主 义与精神分析理论» (Fnninism ami

Psyt"，仇 oa.no.lytic Thn>ry ) (组黑文 耶·大学出版社 . 1 9咱1 年 ) •

[ II] 西蒙 德 波伏锺 (Simone de Beau咽i T ) ‘第二性I (刊e s«ond &叶 ， 帕西莱 (H

岛也 PanohJey ) 英译 {纽约 班组出版社 (BanI a τ1 Pre帽) • 1952 年 ) •

[ 1 2 ) 凯特 米利特 (Kale Millett ) C位藏治学 J (s".r皿I Politics ) (加登城 (Gardencity )

道布尔戴 (I:bubleday ) 出版栓 . 1970 忽儿

[13 J 朱 迪斯 巴特勒 IJ时ith I如tler ) ‘钱 " 1 的 烦恼 l 女性主 义及其对身 份的颠覆，

(G帽du T,.uubl,, : Fnninism u. rld the SuJrorn iarr Qj ldrn 即 ) (纽约与伦敦 卢 特蒙

奇 (Rou tledge ) 出版社 . 1 990 年 ) •

(14 J 麦耶 夏皮罗 ‘粟 奥那多与弗洛伊德 …项艺术史研究) (l..rona rdo and F ,.,.ud , A n

Art Historical Study ) • Joumal of t he History of Ideas (1 95 6 竿 ) . 3 03- 339 页 .

[ 1 51 德兰尼 克荼恩 (Melanie Klein ) ‘役悄于艺术作品与创作冲动之申的婴儿的焦虑状

况) ( l l'lfanit ile Arui..ty Sit皿lio... Refl~ted in 阳 Work of A rt and in the Cuativr

l m pulu ) ， ‘国际精糊分析会 志) (lnur础".阳l jOunkJ. l of P.ychωnaly.i. ) 第 1 0

期. 436- 413 页 .

( 16 ) 温尼科特 (D. W. Winnicott) ‘一个对象的使用 J (The U.e of an (1Jj«叶 ， ‘回际糟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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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分析 会 志) ( I阴阳帽ljOltal j_r田1 uf PJYC我翩翩1:1"'1 ) • 1 9回S革 ."四 . 591

'99 页 .

(1 1 ) 关于雅各布鑫的萄远晨'‘文逸的述评 . 11 见到陈运 沃 ( Lind. w.咽川 与英尼克 It

维尔 伯割断 .. ( Mon町~ 如....叽lie-Bunton ) 主编的 ‘' 曼 ，..，布森论语育) (0.

"'.g皿g' 她跚跚 jGkoh_ ) {剑幡 . 马萨谴鑫州 2 啥佛大学出版社 (MA， H llfvard

Univt'nU l )' Pt阴彷 1 990 垂在 ) .

(18)糖克 拉It ‘销 书· 分析伦理学 ) (fu E主h ieJ of PJ~J，，)u.no.(泸il ) .‘研讨会系列'"

七» (Th~ Snni"" ,. &ri... . But.必 VI叶 ， 推觅，阿兰 米勒 口a吨U钳 Allii n Miller ) 主编

〈纽约 2 诺顿 (Nonon) 出版位 . 1992 年入

1191 til. ‘ 精 柿 分 忻 的 四 个 基 本 愤 念 ) (Til.. 1'0 .. ,. F....d..m..,.tal Umct'IJI . of

的y<hoo回Jyl'J )‘研讨会-4<列馨十一) (TIlIl' &mi lia" s.-阳 } 糟宽-阿兰米勒

。配tjlr3""Alain Mi ll町} 主篇 (纽约 E 遥领 《刊仿t阳》 出版栓 . 1911 盖在 I •

I '叫 朱丽 娅 克 里斯 ' 峰 ‘爱情 放 . J ( TaJ... of l.our ) • 利 " . .边 骂U!: ( Lron

Iloudi<.)英涛《纽约 ， I哥伦比重大学也饭栓 . 1 987 辈在 > .

(21J 克里斯警锥 ‘贝皇尼的 III 懂 ， 忡缸An先""" ""'"曲时 to &11.,,; ) • 选 自 ‘语富盼的

欲望) (llfotif? i.. lA哺oog叶 . 祠 " . .温 .. 锺 ( I.mn Roudift)笑手I ( 纽约 . 哥哥 伦

比亚大学出版栓 . 1 980 董事人

{ll ) 关于对伊利格趟 。吨.r.y ) 的 观点 的综述 . 11 见玛格 丽 特 怀特福 .. (MargR1

Whitford ) 主编的 ‘伊OJ精 确边 '怪' 口M l rigurQJI R ftld" ) (剑 桥 z 布蒙冤咸尔出

版栓 . 1 99 1 每人

1 23 1 菜都篝 自宽苏 (H..l l"Ilt' CiXOU5 ) 幢壮莎之笑 » (lA wjlh of tie .. M..d w... ) ， 选 自

‘修貌的传统J (TIl.. Rh..turical Tradit''''' )怕将丽莎 比精尔 (Pat ricia 凶uell ) 与

布·思梯篮伯格{胞，晖to lhonbe鸣} 主编 【波士 II 贝德植 面也将店 . 1990 王军儿 亦

"见西Jt苏的‘走向写作 . 及其他文革J (Com;".lI'ω Wi，i..ll' . artd olhn- Eu a y. ) . 黛

伯徨 詹森 ( n.bo帽 h J盹圃. ) 主篱 《刽幡 回 马萨淄鑫州 g 喻'大学出版役 (MA

H~世 U刷V霄"';ty Pn.) • 1991 J:军>.

1 24 ) 简 盖洛蕾 0.，..也l同} 恻读包制 阻-'咽1-川伊萨卡 ， It奈尔大学出版

在土 . 1991年儿

(2S) 弗洛伊德 凹'生活.. ..纱析字' 口7a.r PJYCJw阳""""阳 of E......叩iGy Uf..) • Adam



远 .

PhilliP!' 主编 〈纽约 企鹅丛书 . 2ω3 每人

i皿l 诺姆 乔姆斯基 ( N08m C阳n...ky ) ‘语 言 学理论 目 前的问 题 » (C..rrnu 131削 "

Linguistic Th f'WY ) (海牙 穆顿 (Mouton ) 出版栓 ， 1 964 年h 约输 装 '"听 (John

Lyons ) 的 ‘诺姆 乔姆斯恙) ( N，ωm Ch01mky ) 是-篇很好的对乔姆斯基的导论

《哈芒斯沃斯 (Harmondsworth ) 企鹅丛书 . 1987 年 > .

( 27J 理董德 沃尔海姆 (Ric 、arc! WoI l heim ) ‘作为艺术的绘画 » ( PaintinK as a n Art )

〈普林斯顿 :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1 987 华儿

(28] ‘梅兰尼 克粟恩 选集 ) ( T~ & 1« tM Mtlanj~ Kt~j叫 . 朱莉 时 米歇尔 (Juliet

Mi t chell ) 主编 《 多伦多 加拿大企鹅书店 ， 1 986 年λ

(29) ‘阿德里安 斯托克斯评论集) I日~ Critical Witings of A drnm Stok~s) • 离英 IL

Go';咽 } 主编 ， 三卷本《伦敦 (Thame揭 H""皿吟 . 1 978 年 > ，阿德里安 斯托克斯

‘艺术的满惑» (Th.. Invitation in Art) ， 理盗德 沃尔海Q (Richard WoI l heim ) 作

原〈伦敦达维斯托克出版社 m明stock Publica!阳15 ) • 1 9 95 年儿

[30 1 苏珊' 曾集斯领 布伺尔 {且皿.anne Pre咽'归 因i...r) U~洲伏都被 艺术. 精神分析

与权力 » (A frican Vodwn : Arl , PsychoJogy. and P awrr )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

版社 . 199$ 年儿

[31J 罗莎瓢 克劳斯 ‘槐党无意识J (TMOptical Unn >tu:d olls ) (放士顿 l 麻省理工学院

出版社 (MIT Pr矶吩 . 1 997 每 > .

{ 3 2] 米宽 巴尔 ( Miek" &\ ) ‘楝鸭 观'旨的艺术 ) (La瑞;"g in ， TM Art oj VinLJing)

川仓，攻 '民勒弗朗西斯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 . 1999 王军人 239-258 页 .

133] Lacan , 0机 ci t. under 19 above,

( 3 4 ] 劳 拉 马 尔 维 ( Laura Mulvey ) ‘棍 ll! 愉悦 与 叙事 电 影 ) I町SlUll Pl.阳su，... and

na.rrati... Cinnna) ， ‘屏 幕， 杂志 IS<陀回 ) .1 975 年 3 月 16 日 刊 ， 6- 18 页 .

( 35 ] 贝 尔 霍克 (bell hooks ) ‘对立的履视 黑人女性观众 ) (Tn.. 0.ρ归sdim时 也u

Biack f 'mr.a k S~‘ laton ) • ‘黑人在暑 ; 种族 与 再况 ) I且ad Loo/u : Rau 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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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Pri_ ) (纽约 温键 (Vint &$le)出版桂 . 1995 每 ) . 24-盯 页 .

(45) 饲上 . 3-3 1 页 .

(46) Fo四呻·电 cit. in 42 abo飞

(47 ) 同 J: . 103 页 .

( 48) 嗣上 . 140 页 . 作为对位研究的导论与对福倒在这-领缉的贡佩的评价 . 11 见约2幸

夫 布里斯 托(Joseph Bri ~lo叫 的 ‘俭) (三~I叫ity ) (伦敦 卢 衔 '民奇出 版社

<Roullf'dge) • 2002 i手 ) •

(4 9) 子贝尔 达弥施 ‘云的理论 z 走向绘画史» (A Thf'Ory of /a剧d/ : Tl1lum:i .. Hiu ury

。，/ P"叫illK ) . 珍健将 劳'世 it (land U咽d ) 英译 《销洛阿尔挖 斯坦植 大学出版

栓. 笨Xl' 军人

(50l .见亨利精沃尔夫钵 ‘艺术史的原则 噢栩Z求中的凤稿发展伺 .) ( Prittripi<,.

。f Art HiUory; 币.. p;π抽酬 。I 1M I:lnNlofmot'瑰， of Slyl.. in l..4ur Art ) • 雹 廷格

(M. U H刷吨，τ} 英译《纽约 : J.fIl (面附》出版桂 . 1 950 i引 以及庸销 .. . .雷

齐奥囚 (D-Jnald pru阳0 ) 的 ‘艺术'但的艺术 2 批评文逸) (币.. Art of A ". HiUol'Y,

A (>币 t ica l Allth响阳} 忡撑 牛扭'大学出版社 . 1 998 制 . 109 -1 26 页

2<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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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汀 ，兰 巴" 但栩 n ， 反思. t:. ) (Oz_ Loci血 Rrfl«tUJ.u .... PlwtofVU tJoy )

《纽约 = 诺尔帮 "，"'"由y p，四》 也极佳 . 1 982 刷 . 5- 6 页 .

152) 基斯 马克. (Keilh P. .:. Mou-忖 ‘理论的，民黯 2 后铺掏主义. 支化政治学与艺术

史' 口丑.I Pnut旧 。f Th.tory , Po..皿，tauulism . OJtllnll PoliJ"", . and Art

Hi. ory ) (伊萨卡靡司捷尔大学出版位 . 1994 华人

153) y兰 巴特 ‘萨 以 la . _ 立叶 罗帽缸 » (Stu/r . Fourirr. I..o.庐由 I . 理 造德 米勒

(Richard Miller ) 英译"自克利 2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位.1 989 忽儿

[5 4 ] 也许他关于艺术的.萄街的文'键是对 ‘宵娥， 的分析 . 这是 ‘·物的秩序， 和他论马

格和l特的‘这不是-只烟碎' 的论文的先声〈伯克利 加利幅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9

每人关于福柯. 后结槐主义与艺术..见宽田德欧文摘既 (Craig 【>Wens)的‘再

181 现 . n赐与权力) (& prrJrnUl nliOft . Apfn呻ntl tio... arod PUW叫 . 选 自 ‘锺锺认OJ ，

再现. 钗力与文化» (Br~ Rrrog>liti_ , Rrprr:w响tion . po皿~. a时也UllfT ) 川自

克利加利幡尼亚大学出阪栓 . 1 99‘ 等 ) . 88 -113 页 .

ISS) 量 篷 翻 翻 -格 林 稽 尔 {自1锺n H<筐_G~而hill ) 的‘'"确馆 与知识的垒成，

仙也'‘~ a""矶， 且(Jpi>lg of KJlUUJi.rdgr ) (伦敦卢特蒙面哥出版位 (R田d~)

1992 王军凡 与任尼 '"尼将 口旨.y """咽. )的 ‘博物馆的 司腿坐z历史 . 理论‘ 政

袍) ( TIIr Dim of价r MIlJrI'U1l , HiJlory. Tllrory . Polit "", ) (伦敦 卢特蒙青出饭性

{Rou tl rdgr} • 1 995 .l:李 九 二者都是运用植柯的警逃到民 It陶 自 己的论蟹的.

(56 ) 尼古拉斯 米尔佐夫 ( NicOOln MiT7OO'的 ‘身体风光 l': *.现代性与理想的影

象I (Il<均'~aJ.地 Art . Mod""即 . arod tilt 1dN.l/ Fig".... ) (伦 '生卢精英司悟出版桂

出四"""的 . 1995 年入

[571 .见乔治遮遮-子贝尔曼 (G~rge:< Didi-HU~rrrLlIIn ) 的 ‘歇斯 1&型的发明 沙尔科

与萨 '防贝 稀里旗医院的…B图 像志， υ~的隅 。f H y Ju riQ, CJwrrot and till

-PhotographiC' lr.-.g rotJoy of tllr Sal prtrirrr ) • 爱丽莎 哈沃 {刷刷 Haru) 英涛 〈剑

幡廓省理工学院出版位 (MIT Press) • 2田3 笨 > .

( 58) 尽 ..里边温'是与解掏徊关联的学者. 但费在此'指出 . I可许 多 .耍的思想 1< 也

对解掏的发属作出7贯徽. 比如交字报立评絮'晨，篝曼 (P.u1 d恒 Man ) (1 919

19田 年儿 愧于二战后从比树时移居到了美国 . 在将·里边的蕃作 号l 介到美国的过耀

咿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他的文w .阅溃的禽寓) (AUrRorir, of Rr.uii咽 ) (1 979 每 》



主主 .

关注的是文本无意之间揭示它们自身的自反性的方式. 这是一种，识到它们是修算

系统的自身 .，识，并因而破坏了它们所拥有的着作权的权利. 锚lO与德里边-样

对文本之中的那些难以解 ，李 或是自栩矛盾的问理感兴趣. 细亚特里斯皮瓦克

(Geyalri Chakrllvo时 句iVBk ) 对解构所作的重大贡献不仅仅在子 ，也跚译了德里达的

警述 ， 而且在于她将解构与 女性主义 后殖民主义和马竞思主义联"租来的方式

上. 关于对解构的更为全面的评述 . 10 见马丁 麦奎兰 (Martin McQuilllln ) 吏编的

‘解掏文选) (LNrunst r1lCrion , A RNd".-) (纽约 2 卢特蒙寄出版社 (Routledg时 ，

2田1 年 ) . 朱 利 安 沃 弗 雷 ( Julian Wolf陀y. )的‘解构 德 里 达，

(lkcunstrw: tiun, lHrri血川圣马丁出版社 . 1 998 年〉是对德里边著述的一篇 比辍好

读的评述. 关于斯皮瓦克 ， 10 见‘黯皮瓦克读本 细亚特里斯皮瓦克著作逸，

(Th" Spivak Rωdv- ， & l« tM Works of曲，.，同 白d阳_y S如四川 ， 唐篝 兰德

里 ( [))nna Landry ) 与杰拉尔德 麦克林 (Ger/lld Maclean ) 主编 (伦掀 卢特蒙奇

出版社 (Rou tledg的 目 1 995年 ) •

( 5 9] 佩言 卡穆夭 (P毗gy Kamuf ) . ‘罐里边读本 在假象之间 » (A IRrrida Rnuh ..

&tw«n the Blinds ) (纽约 1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 199 1 年儿 4 页 .

[60] 同上 .

(61 J 雅克 德里这 ‘关于文字学 I ，加亚特里 斯皮瓦克{口ukrav。町 峙ivak)英译〈巴

尔的摩 约翰 霍'曾盒斯大学出版社 Uohn$ Hopkin~ University Pro酬) • 1 9 76 王军人

158 页 .

( 62 J 同上 ， 53 页 .

[63 J 阿上 ， 65 页 .

[64) Kemuf. op. cit. in 59 above, 5.

[65 ) 爱耶 夏皮罗 《作为个入对象的静物 关于海德格尔与梵高 的笔 记， 口丑， St ill

Lift! ω P"rsor叫 O>j«t ， A Note on H"id"ggn -o:nd Van也应川 ， 选 自他的 ‘理论与艺

术暂学论文集) ( Selected Pa~r， T hrory and Philm ophy of A n ) (纽约 乔炮布瑞

兹 (G四lrge Braziller ) 出版社 .1 994 年】 .

( 66] 马丁 海 德格 尔 ‘艺术作品的包源 ) ( 1 935 年人 选 自 他的 ‘基本文逸 I (Ho町

Writing s ) (纽约与伦敦 : 卢特蒙哥号出版在土 〈民。u l l l.'dg的 ， 1993 年 ) •

[ 6 7 ) 史蒂芬 悔尔维尔 (锐ephffi Mel叽II叶 关子解构的'楼，见 ‘英 自身之外的哲学 论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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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现代主义) ( Ph巾JO"":Y &Jid~ IlJ~f/ : o. lJ«回urwtiOll and Modt'nft snf ) •

帽论与文学史) ( Th"",y ,,"" H iJlory of l. itrnuwrr ) (1 986 年人 还有 帽侃野的

诱惑) (TJu 'ft.m阳，酬 。of Nnv P....，明白w· 1 ‘艺术史的艺术 2 他评文.) (Th"

An of A n H illary : A Critic毡J A tIlIwk>KY ) • .陪纳…·齐奥西 (Ih>ald Pr-甜。- I

主篇《伞'等浦大学出螺栓. 1 998 年儿

168 ) 霍尔 祖斯特主铺的 ‘反 ，随学 后现代文化叉，恨 J ( T Juo Anti·A.oJtMr;c , Enays 例

Pωrmod'"l C..lt ll.N' l (西脆图海湾出版社 (Bay P陀""，) • 1983 年 > .

(69 J 安 · 里 亚斯 .. ，是 ( Andreas Hu}'!'l\Vll ) ‘绘 制 后 现 代 的 地 图， 仙也pp<ng 由

Ptnlmndrr叫 ， ‘·因斯批评) (N，血，曲"嘟" 。创徊t') • 1 934 .l:事 '民 33 lUI . 5- 52 页 .

170 1 弗雷·里克 詹 明情 ‘后 观代主 义 ， 或 者 晚期 资本主义的文 化逻 属 J (达勒 蝇

(Durh.am) , ( Duke UniVffsity PT~) 栓宽大学出版位 . 1 99 1 军1 •

(71 ) ~朗镜瓦 利奥蟠‘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很备) (I979 ~ ) . ?黑 夫 .. 宁领

(~f BmnU、"001 与布襄恩 ..基 3事来 (脂也n 肌t..".·•••nni ) 英湾 {明尼阿波尼斯 z 明

尼阿波尼斯大学出版在土 1 98 4 年 1 •

(72 ) 让 渡·里亚 ‘仿像 与 仿 真 ) ( 198 1 王军 人 乖组 缸里亚 格缸 it (St咽III Fan.

G""回} 英译 (密歇根 : ft ..槐大学出版栓 . 1994 ~ ) .

( 73 ) 奥奎 恩眩佳" ‘在/钮) (lnISihgt ) . ‘展 览 目 录 J (.剑、 (ll l. ) ( 纽 约 5 芷布拉

饵"前 ( Harry N. AbraJTl.'l) 出版公司 . 1 996 年 1 ， 奥 壶 恩戚位与奥. 欧奎博 ‘旗

解当代 z 从理论到市场的推洲艺术) (R，侃di时 ... 臼"~阳回"y : African An扣m

TAroryto 儿缸，珑...户缸'叶 《揽士顿 廓雀理工学院出版桂 {MIT P....蝇> • ，侃"皇军>.

(74 1 罗 莎瓢 克劳斯 ‘先锋派的原创世 = 一个后现代的重复 J (币~ ongi-.lity of th ..

Ato:lIlt-G:i时" ， A "~ost"时I'm R"prtitiun ) ‘卡月 J (仕时时l>志 1 98 1 童在第 IS 期

41-66 页 .

(75 J 但黯 贝尔 l< U;术史终错了吗? ) (1 983 华 1 . 克里斯托，也 伍 iIl (口、ri sloplw:τ s

W饥对} 英译 (芝加哥与伦'变 2 芝加哥大学出版栓 ， 1 987 年1 •

(16 J 鹰纳毡 lf .齐奥商 {队)(WI ld PruioN ) ‘反思艺术史 对 门做作的科学的沉思，

(RnJ.inJri rrg A n H iSl(W'y : ~ditaliartJ 佣 .. Coy ScintC',, ) (组黑文...大学出版

桂 . 19四 军 1 •



鸣甜

如果·作者死亡" 的现生认同的是读者在创造文本中的力量的话 · 182

那么我们还要创造出一个吉适的条条框框以感谢一一除丁笔者以外

的一一甚至在这本书找到它的读者之前就塑造了这本书的许多人.

在劳伦斯盘 (Laurence King ) 出版业里 . 卡拉 哈特斯利-史峦斯

(Kara Hattersley-Smith ) 第一 个相信 ， 曾 是 4雷1 艺术史的基础 B

( L且欢 ! The Fundamentals of Art History ) 中的一章的东西应该得到扩

展.并独立成书.且智j;谋的菜丝莉 · 亨德森 ( l且ley Hendel回n ) 是

着这个项 目 历经困顿的. 对此我深表谢意.李格林菲尔德(Lee

Gr国nfield ) 与 &皿n Bolsom 在重要方面都给于了 专家级的意见. 还

要感谢这个项目的经理伊丽莎白 '英格斯 (Eli姐beth I ngl臼 ) ， 负置复

制与编辑的直洛特· 朗德尔 (Charlotte Rundall ) . 负 责图片搜集的萨

莉尼科尔斯 ( Sall y Nicholls ) ， 负 责 校 对 的 戈登 。 李 (Gordon

Lee) ， 还有负责设计的安德鲁 ' 林赛 (And rew Lind四川 . 还有两

组匿岳的读者提吏了果敢的批评 . 感谢他们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上所花

费的时间与精力 .

还有许多人在间接的与直接的意义上对这个项目贡献良j;，本书

反映了我从大学到现在与老师. 学生.同事和朋友的不可胜数的讨论.

几位康涅狄格大学的学生一一包括米歇年，克雷格 (Michel le Craig ) 、

卡莉娜安 德烈卡 ( Cari na Andrei ka ) 与 梅 根 德 思 ( Meghan



且!;~~lI11 .lj ll lt

Dabn ) 一一同意我在书中刊出他们的论文选段 ， 我为此表示感谢. 梅

根德思还帮助我编揭丁垂考书，并从一个学生的角度通读了书稿.

卡里 · 英里斯 (Cary Morris ) 慷慨地给于我友情与实际的支持 ， 促成了

这本书的实现.承蒙术原繁之 (Shigeyuki Kihara ) 惠允 ， 我有幸能在

导论中讨论她的作品 .

最后还有家庭.我的父母、姐睐与侄子都对我的工作关心备至 ，

即使当官意峰着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坐在我的电脑前.我的搭档 Catby

Bochain 怀着喜悦与担心记挂着这本书 . 纳撒尼尔 霍桑 (Nathanie l

Hawthorne ) 曾 写道 "唯一能感觉到著述结束的 ， 首先是令人愉快的

写作的辛劳，其次是军人与朋友的喜悦.最后是大把的钞票. "在我吾

来一一很丸以来我就放弃丁大把钞票的念头一一如果家人、朋友与学生

觉得这本书是值得写的，那么这就是我最好的报酬.

•



图片说明

藏品出处均已在插图旁的说明中给出 . 并非来自博物馆与藏品的 186

插图出处、其他的倍且与版权如下 . 数字以阿拉伯敬字标出 .

图 1-2 照片由本原繁之 (Shigeyuki Kihara ) 提供 .

图 1-3由纽约高古轩 (Gagos ian ) 画廊提供 .

图 2-1 Photo@Michae1 D. Gunther/www. artandarchaeology. ∞m.

图 2-3由高级插图有限公司 (Advanced. Illustration Ltd ) 重绘 .

图 2-4由高级插图有限公司 (Advan四d Illustration Ltd ) 重绘 .

图 2-5 Photo@PholOJos措 . Paris.

图 3一l 照片为 Hinner Fot臼rchiv 所有 .

图 3--4 @St udio Quat trone . Florence.

图 3-6引述自 "J特尼 · 戴维斯 (w. Davis ) 主编 的 4艺术史中的男女

同性恋研究» (Gay mId Lesbian S tud ies in Art H istury ) • 纽

约霍索思出版社 (Hawthorne Press) • 1 994 年 . P. 237 .

图 4-1 照片为沃纳 福曼挡事馆 (Werner Forman Archiv ) 所有 .

图 ←→ 由纽约玛丽·布思 (Ma叩 坠lOne Gallery ) 画扁提供.

图 4-6 Photo@PholoJosse .Paris.

图 4-7由艺术草与 路牌 奥吉斯丁 ( Luhring Augustine ) 提供 .

纽约 .

困 4-9 拉里 巴恩斯 ( Larry Barn:- ) 摄影 ， 由 巴巴拉 格莱德斯通



些 !: .« ~ ". ... . it

(Barbara Gladstone ) 提供 .

图 5-1 由费城艺术博物馆 ( Phi ladelphia Museum of Art ) 的朋 友馈

赠 ， 部分由林塞 (Lind哺川 军族馈赠.

图 5-2摄于 199 1 年 ， 照片为 AKG- lmag白 所有.

图 5-3 Photo@Jock Poottle For Studio Daniel Libeskind.

图 5-7 照片为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 所有.

图 5-4l 照片为 AKG-lmag四 所有.

图 5-9 I!伦 敦的史蒂芬弗里德曼画廊 ( Stephen Friedmann

Gallery) 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 ( Israel Museum) 允许

使用.以色列博物馆美国友人会之纽约当代艺术购买委员会

(New Your Contemporary Art Acquisition Committee of

American Friends of the Israel Museum ) 惠赠 .

图 6-1 照片为 AKG- Images 所有 .

图 6-2 照片为李宰勇 (Rh四 Jae-yong ) 所有 . 由艺术家本人与双城国

际 (Kukje Gallery) 画廊提供.

图 6-3 照片为约翰 · 格 鲁 (John Gr∞ ) /现实 艺术之路 ( R国I Art

Ways ) 所有 .

,



译后记

这本书的翻译任务大概是一年前王春辰博士交给我的， 当时我研

究生刚毕业.在春辰兄鼓励下，着手翻译这本艺术史理论与方法的教

材. 开始似乎还可以胜任，结果译起来才发现难度超乎当初的想靠 .

以致拖了一年才告结束.

我翻译这本书的最大体会是，通论类教材著作的翻译并不见得比

专著的翻译容易.因为通论著作是面面俱到的 ， 所介绍的每一个学术

流派其实都是一个无底洞 ，虽然是综述性的知识，也有待专家认真对

待.才可能举重若轻， 吃透此中的微言大义.本来翻译就应该要求

译者本人对书中提到的所有知识都要有超出基础性的了解，才可能读

懂关于这些知识的概述.至少原作中提到的书，大部分译者都应该

看过， 才能下笔翻译 . 严格果说 ， 译者应该具有与作者对等的知识

储备和学术水准，才可能保证译文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著 . 可是如

果以这样的境界来要求通论类著述的翻译的话，恐怕至少对国 内还非

常薄弱的西方艺术史研究而言，还仍然只是一个乌托邦.所以翻译

这样一本书，译者只能在主观上尽最大的努力， 在我自 己的能力范围

内尽量查阅相关的资料，力求读懂作者的每一句话，并在修改时逐字校

对 ， 尽量对读者负责. 不过，译著永远只应该是一种召唤，召唤读者去

读原著. 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读书的人来说，读原著都不仅只是

为了 自 己读 ， 而且还是出于一种公心 ， 因为只有较真地去读原著，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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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译著的错误.阻止误解变成公共知识.

译者因为刚毕业 ， 深知好的教材对学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本书是

关于方法论的一本非常全面的教材，至少在申文著述里似乎还没有比

本书更全面的 . 实际上我似乎也没吾且边有关于艺术史方法论的申士

著述 . 即便译著也是少之又少. 所以对国内艺术史革的学生而言，本

书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应该算是新学.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 本书作者

在介绍完每-种学术思想之后，都会从这种思想的独特视角出发，来分

析一件具体作品 . 以此示范如何运用理论与方法束针对具体作品进行

有效的提问， 并在最后-章对学生的作业作了具体的点评. 这些特点

都是国内的放材所没有的.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再三地鼓励学生为

了能替字会思考.学会提问题.要勇于回事低分的危险，去写一些大胆

的论文 . 而不要为了章一个高分而写一些保守的论文.这里想指出

的，是作者安妮 · 达勒瓦女士对于教育 . 对于学生. 对于宇本所怀有的

事事股心. 她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读书并不是为了利益. 这不得不令人

感动.也使译者在这里郑重地将作者的苦心孤诣表而出之 . 希望所有愿

意读书的学生们能够体而禀之.这话不仅仅是对读者说的 . 也是对译

者自 己说的.

另外 . 按照惯例，译注中的西文注释 ， 若只是注明引文出处而非说

明性文字 . 通常是照搬不译的.但译者以做学生时读书的悼会以为 ， 读

注释与作注释都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功之一. 译者在这方面也有非

常大的欠缺 . 所以借这个机会将注释圭部译出.并将原文附于译文之

后.既方便读者俭京.也可以作为了解西方至少是英语世界的盖术史研

究的著述.期刊以及以出版学术书籍为主的出版社的事考目录.更是以

此为自己扑上一课. 只是西文注释有许多缩略语.译者虽多方请教 .

亦不敢保证全部正确.并且书申涉&*国人盔 、 地吕与出版社岳 ， 真

中无法直到或是译者不明 白之处只好-仍其旧.原文照景.译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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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由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未能按出版惯例，逐一童对中国出版集团申

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 4世界人各 翻译大辞典E以及比较权威的人自 辞

典，有至少一半的人各是参照在线词典以及互联网上的通行译法译出

的 ， 出版社社名的翻译也是如此.译者还适当加了一些译注，以方便

国内的读者理解 ， 但这些译注只是译者想当然牢，读者不能不察 .

最后要感谢的是所高帮助过译者的人.译稿但有疑难，我向我的

导师李军先生请教，都能得到他耐心的解答 . 王春辰博士百t之申还

作了本书的校对 ， 他对译稿的修改与润色使译者的中文表达增色不少.

本书的导言保留王兄的译文，书中术语的中译也由王兄来统一.我在

翻译注释部分的时候有幸结识了三联书店的编揭张晴小姐， 关于西文

注释体例的许多问题 . 都承蒙她古道热肠 . 假 以援手 ， 才得以解决.

当然 ， 书中的所有错误概由译者本人负责. 翻译这本书对译者来说也

是个学习的过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译者希望能得到认真的指点和批

评，无论批评的人是专家学者还是业余读 者. 译者的电子邮箱是

lLzhen.-of@163. ∞m. 三人行必有我师 . 译者真心盼望各位读者能有

以教我. 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套话 、 但茬达丁我的诚意和希望.

泽者

2008 年6 月 1 1 日 于北京花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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