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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汉语当代学术正在从吸纳融汇欧美学术思想和华夏古典传统转向一个创造性的时期。
这种品质在广义的艺术领域里尤为突显。
为推进对当代艺术的学术思想研究，我们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决定出版“人文艺术论丛
。
。

　　本论丛强调艺术研究在深度上的人文性和广度上的历史性，倡导以人文价值关怀为指向的、对中
国当代艺术的个别形态及整体现象作严谨的学术追思，阐明艺术所置身的广阔文化背景，促成学术界
与艺术界在思想层面上和精神层面上的交通。

　　《人文艺术》常设艺术研究、艺术历程、文化评论、形上言述、学典汉译五个栏目。
“艺术研究。
着重刊登以当代人文学术思想为参照探究艺术的人文性的纯粹学术论文。
“艺术历程”为艺术家内在人文精神的表达，因而发表个别艺术形态艺术家的作品、札记、随想。
“文化评论。
把艺术的人文性探究根植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对其中的文化思潮、文化学典及文化人展开深度的
非意识形态化、非情绪化的评论。
“形上言述。
阐发作为当代人文学术根基的形上之必要性、可能性及方式等，在汉语学术中进一步注入纯粹超验的
维度。
“学典汉译”选刊汉语学界外的关于艺术及其人文学科的经典作品，以拓展汉语人文学术思想的横向
视野。

　　该论丛由汉语学界的人文学者、艺术家共同承担编辑任务，同时邀请海内外资深学人、批评家共
同参与。
愿本论丛的问世，能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个体性向度与人类性向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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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近年来，不少当代艺术家都选择以历史为主题关怀的对象。
其中，2007年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与孙建平的《文心傲骨》系列，侧重于客
观的表达。
它们仅仅以历史中的现实人物为表达对象，带有文献与怀念的价值；张念的《移动的记忆》（2006）
与李路明的《领药》（2008）之类作品，都强调主观的呈现。
历史中的人物、场景，成为艺术家主观性情感图式的承载物；毛旭辉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剪刀
”系列与张晓刚去年完成的《史记》则以个人的生存经验为出发点，注重客观性的主观表达。
两人都将自己客观地使用过的人造器物作为艺术表达的对象，只不过借助装置或绘画的形式将其主观
地加以审美图式化；在游历了多种文化文本的遗迹后，何工艺术书写的起点，最终择取汉语族群当下
面对的生存经验，其创作带有主观性的客观呈现的特征。
说它是主观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发现了他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独特奥秘的隐秘性呈现；说它是
客观的呈现.因为其中任何画面的所指，都是基于人类过去与现在的历史生活事实，只不过经过了艺术
家本人悲观主义与终末论的历史观念的洗涤过滤。
它们和他个人主观的意识生命绝对相关，因而属于艺术家的心灵史呈现。
“何工越是把色彩画得斑驳陆离、越是让笔触搅和多变、让线形繁复交错，就越能表现出历史真实。
真实存在于表达而非描绘之中。
无论是典礼还是人物，何丁作品始终以世界政治和文化历史为支撑。
这种宏观性叙事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来说，是不能回避的历史语境和上下文关系。
”具体地说，就社会进程而言，西方已经进入文化时代的后现代。
这区别于从前以权力为轴心的政治时代、以金钱为轴心的资本时代。
中国却处于一种前现代的集体极权政治社会，其文化带有以前现代为主流、现代为显流、后现代为暗
流的特征；就人心演变而言，西方已经完成了从基督教时代向后基督教时代的转化，中国却正在从前
基督教时代向基督教时代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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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文艺术(第10辑)》是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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