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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编这套丛书的动机十分朴素。
中国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艺术史，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艺术史。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
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对这份遗产的认识与理解不仅需要中国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
现代学者的建设性工作。
多元化的建设性工作更为重要。
实际上，关于中国艺术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写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
、德文、朝鲜文等文字形式。
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
　　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与方法的进展得益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与著述。
20世纪完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建构。
这项建构应该体现在美术考古研究、卷轴画研究、传统绘画理论研究和鉴定研究上。
当然，综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
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
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大陆的中国艺术史学曾经尝试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经验。
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处在当今的学术前沿。
有些研究的确是近几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则曾经是当时的前沿性的研究，构成我们现在的知识基
础，在当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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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涛(1642-1707)为中国明清画坛巨擘，创作风格独特，深受时人与后世推崇。
本书是西方出版的第一本专论石涛的著作，主要聚焦于1697至1707年间，即石涛身处扬州且留存至今
作品数量最多的晚期阶段。
    作者综合运用中国传统的研究理路、西方的形式分析和图像学分析，以及因上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
“新艺术史”兴起而形成的社会诠释模式，探讨石涛的社会、政治、心理、经济和宗教等五大面向，
揭示其绘画实践的复杂性。
作者同时以现代性架构石涛的生平与艺术，并以自主性、自我意识与怀疑来界定石涛绘画的主体性。
读此书的读者，或可获得一种与阅读当今其他艺术史著作完全不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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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迅1956年出生于苏格兰。
197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考古学学士；1981年入美国耶鲁大学，随班宗华教授学习中国艺
术史，专攻晚期中国绘画史、物质文化史。
1989年以论文《石涛晚期的作品(1697一1707)：一副主题的地图》获博士学位。
现任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研究所艾尔萨·梅隆·布鲁斯讲座教授，艺术史期刊K人类学与美学》特邀
顾问(1990—1999)。
乔迅的写作主要讨论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主体性与世界性等问题；研究领域涉及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明清艺术、唐代墓室壁画、宋画及当代中国艺术。
专著《石涛》(2001)超越了画家传记的编年史写作传统，着力探讨早期现代性与艺术家的主体性问题
。
新著《感性的表面：早期现代中国的装饰品》即将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英国)瑞科图书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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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个是让观者／读者随着画家自北向南作地理转移，这种天涯孤客跋涉于家国山河所具有的神
话内涵，在卷首诗句中已然提到：石涛在告别北京友人时，自拟为传说中由鲲鱼转化成的鹏鸟，正要
在该年六月展开巨翅飞往南方（据庄子说）。
石涛展示的第二种转换形式，是由国家场景转移到以商业为驱动力的区间形态，他借由将其移动并置
于商人赞助者相对稳定安全的架构内而达成上述成效，这通过北方张氏兄弟及南方程浚而体现。
引这个转移是一种回归运动，带领他重返忠心支持超过三十年的徽商家族故土——石涛在描绘程浚宅
邸的题诗特别强调了这个事实。
　　如何解释卷末石涛再一次运用的承自陈洪绶人物画语汇的奇异形象呢？
在近距的山峰轮廓背景中，古柏内有一位憔悴的罗汉，长耳上穿着耳环，灰发及肩，紧闭的双目显示
他就是瞎尊者。
画题有说明：“老树空山，一坐四十小劫”，但真正的解释在最后的题词上：“图中之人，可呼之为
瞎尊者后身否也？
呵呵。
”通过他只身浪迹天涯的棱镜所折射出这最终的自我形象，就像树立在其致力追求的佛教事业废墟上
的一块自嘲碑石，正如文以诚写道，这个形象“似乎是对长久坚持的角色和认同最终依依的挥别，在
精神上又指向一个可能的未来化身”。
不过，形象蕴含的意义不只如此，它也必然可通过石涛重返全国最具经济保障的地区，并转移于赞助
区域之间这另一块棱镜加以观察。
如果僧伽（以及对宫廷赞助的追求）可以被他抛诸脑后，只因在画卷中以徽商赞助人为象征的市场，
给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石涛在接下来一年的秋冬间定居扬州后的宗教与哲学取向，从来备受争议。
他是否成为了道士，还是仍旧为僧？
他曾否在一般意义之外真正是一名佛教徒呢？
如果他真的成为道教徒，是属于宗教还是哲学层面呢？
我们是否应仓促定论？
种种混淆可以追溯到石涛去世后的几十年间，当时，画家晚年对道教的崇信已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
石涛终生作为僧人画家的简化历史形象的成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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