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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今天这个世纪，世界在我们眼前，仿佛一会儿会变得很小，一会儿又变得很大。
东方和西方艺术的距离，在解构性后现代时髦的时候，一个解构，一个重构，双方颇有隔世之感；而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机的世界观和整体性的思维特L生，又使东西方艺术有了携手并肩的
希望。
令人兴奋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重要思想与东方相似相通，有些还直接来自东方。
据说，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的全球意识，是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
它强调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应该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
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实践。
不知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
实际上，我们只能相信：落实于生活，这些共同性全都存在于差异之中，只能在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去
寻找、去建立共同性。
但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有机论、整体思维和多元文化包容的态度、全球性的眼光，都是
我们当下作绘画艺术考察所应该具有的。
这或许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方现代视角。
　　在这个人事万物相对待的世界中，绘画艺术上的现代性是与古典性相对待而存在，东方的现代性
是同时与东方的古典性和西方的现代性相对待而存在的。
故而，我们也相信：从西方这个现代性发散中心起步，东西兼顾，东西比较，以中为归宿的探求路线
，更能使我们看清绘画艺术现代性确立的过程，以及它随时、随地而变化的动态特征。
从而能具体而真实地把握住西方的现代性和东方的现代性。
　　然而，当我们以对待比较的方式考察东西方艺术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时，显然无法仅从外在形式模
式的认知出发，因为西方有解构性后现代的反形式的艺术，东方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独特形式的艺术
。
因此，我们只能从所有艺术所共有的艺术思维方式及其价值基点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去考察东西方相
通而又不相同的现代性建构。
这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综合的考察，可以将其称之为东西方相通而又不相同的现代艺术破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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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先从东方的视角，结合绘画艺术，从艺术态度的变动、感觉的革命、艺术想象的革命内在意义的
上升四个方面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新的破解。
接着从东方化的能动机制、东方艺术核心价值现代转换、东方文化自发性的拒绝，讨论现代主义在东
方的境遇；最后。
从西方科技时代的文化和东方现代综合文化的感知论述了现代性的文化真实。
本书从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现代主义，所论所述颇有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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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民，不但早已抛弃了反对偶像崇拜的“原教旨主义”，而且还十分重视借助艺术形象的直观的
感性力量去宣传宗教。
在对外扩张和海外贸易中暴富的王公贵族、巨贾富商更把艺术作为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与装点。
他们附庸风雅，效仿贵族风尚和感官享乐不遗余力。
由此，崇尚美，崇尚艺术之风自上而下弥漫了整个欧洲社会。
古代的幽灵确实在实际生活中、在人们的心中复活。
“复兴”名副其实地成为动员全社会的一场革命性的文化艺术运动。
　　中国的古代文明并没有如希腊、罗马文明那样，被外来的另一种类型的文明打断过，艺术上也从
未出现过断层和空白。
即使在宋之后元朝蒙古族的大人侵，明之后满族的大入侵，传统的文明虽受重挫，但仍在延续。
绘画艺术在元代蒙古人统治下反而得到了发展。
清之后，传统变得僵硬，民族原生的活力和创造力极大的衰退了，但并没有死寂。
艺术并没有走到野蛮化的境地。
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从零开始、从获取技术到获得艺术的重新创造过程。
相反，艺术在程式化中似乎已经尝遍了一切风格和样式，给后来人留下了难以插脚的空间。
如果没有一个外来的闯入者，它根本就不会产生“复兴”的要求。
可谓人算不如天算，外来的闯入者——西方文明还真的来了，带着兵舰大炮和一整套全新意识形态，
强势地刺激着中国固有的文明。
为应战，中国文明不得不做西方的学生，向西方汲取现代文明的营养，另一方面，为应战又不得不召
唤祖先的幽灵，喊出“复兴”的口号。
但这个复兴也只是有局部的意义：发掘和转换对当今现代化有用的传统因素。
在中国浩瀚如大海的文化艺术中当然不乏这类因素。
　　中国艺术用召唤之灵来为今生服务，更有其独到的优势。
中国的自然主义艺术特别具有跨时空的特性。
它的特性是精神性的、超越性的表意文化。
它与自然的同一，它的天人合一的内在哲学意义，都使它超越于当下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生活方
式和社会习俗、伦理的局限。
东方的自然主义艺术所表现的人与现实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所确立的人与现实的关
系。
在与现实的互动中，它不仅综合了人的感知和思考，而且记录了人性和生命的深刻冲动，艺术所包含
的见识和感染、激发的效力，远远超出时空的暂时性和地域性。
其中所包含的人性和生命冲动这些基本元素具有永远被人理解、感悟的价值。
因此遥远的中国古代艺术亡灵不会成为无生命的僵尸，他一旦被社会需求所召唤便可以是一个充满魅
力和生命力的幽灵。
中国艺术对于古代艺术的“复兴”，正是出于社会复兴、民族自救、个人解放这种需要，它并不仅仅
需要复活那些被人淡忘、扭曲了的艺术原则，艺术风格、艺术手法；最重要是她需要借用古代艺术亡
灵召唤民族的自信心和原创力，召唤人性的活力和生命的深刻冲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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