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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文明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艺术》在较宽的艺术背景下，在较深的理论层面谈讨了现代主义艺术的
各种问题，包括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现代主义艺术与传统，现代主义艺术与现
代哲学思想的对应关系及其所透视出的社会、思想、历史问题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技术文明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艺术>>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整一性的破裂  一、思想的脱魅  二、文化转型  三、意识分裂  四、叩问与寻觅第二章  此
在出场  语境隐匿  一、远去的大自然  二、从办公室到家庭  三、告别历史第三章  形而上学的在场    一
、生命的自我    二、语言的凸现    三、个人的主体性第四章  抽象，表现。
荒诞    一、个人整一性的符号形式——抽象    二、个人整一性的言说形式——表现    三、个人整一性
的意义形式——荒诞第五章  人的自恋与自残  一、孤独个体的扩张    二、人的渺小    三、人的二项对
立第六章  发表狂与失语症    一、话语垃圾    二、得意忘言    三、拯救交流危机第七章  艺术的自为    一
、自我的艺术与艺术的自我    二、关于艺术的艺术    三、抵抗脱魅第八章  先锋精神与原始情结  一、
世界的还原  二、生命的放纵  三、生命的放逐第九章  诗学精英与大众文化    一、精英主义与审美救世 
  二、工业文化与文化工业    三、经典诗学与消费诗学第十章  技术时代的艺术  一、技术化语境  二、
生命经验与基本粒子  三、DNA与INTERNET时代的艺术第十一章  现代主义的后遗症    一、关于艺术
终结    二、关于艺术意义的丧失    三、关于艺术品的不可定义参考书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技术文明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艺术>>

章节摘录

书摘    荣格曾写道：“我对理性世界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开始感到渺茫，那种永恒幸福的古老梦想
，那种世界大同的梦想，已经渐渐褪色了。
现代人在这方面的疑惑，使他本来对政治与世界改革的热诚不寒而栗了。
尤其对应用其精神力到外在世界的可能性也不那么乐观了。
由于他的疑惑，现代人需要反求诸己，他的能力开始流往其来源了。
”①按荣格的意思，心理经验获得普遍性意义，根源是人与其生活世界之间的断裂。
当人们无法在大干世界中实现自我时，他们便只好在内心的“小世界”中寻找意义。
    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生命本能论几乎成了所有艺术家的宗旨。
印象派企图用主观感觉取消写实绘画的还原性，由此开始了艺术探讨生命本能的决定权的进程。
这一进程大致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把人的非理性的生命直觉当作人类生存的基质加以描述，如意识
流文学、表现主义美术等；另一条是把艺术本身当作生命直觉的一种表现来展开艺术活动，如抽象表
现主义、垮掉派等。
这两条发展路线都受到同一个主题的引导，那就是生命经验中的一种直觉或潜意识，是决定人类行为
的终极本源。
传统整一性思想中的超验本体在现代主义文化中变成了经验的本体。
但是在场经验的个别性和不确定性与抽象本体的普适性和决定性是无法真正合二为一的，现代主义文
化的在场形而上学必然表现出一种矛盾，即生命经验的流动性与意义确定性之间的矛盾。
现代主义思想常常用一些含义笼统的概念当作意义支点，如潜意识、爱欲、创造进化、虚无、游戏等
等，这些概念似乎能兼顾“在场”和“本体”两个方面，因为这些概念的意义游移不定但又范围明白
。
到后现代主义时代，人们似乎发现了这一矛盾。
后现代思想发展了现代主义思想中在场经验的内容，而努力地排斥掉本体的内容。
二、语言的凸现    进入20世纪以来，欧美思想的主题逐渐由认识问题转向了语言问题。
在一般的观点看来，现代语言哲学完全背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牢笼。
但事实上，寻求本源规定性的思维惯性并没有因哲学主题的转移而得到彻底的改变，只不过现代主义
思想家们更倾向于把整一性支点由超验的观念幻象变成在场性质明显的语言活动而已，而且他们在语
言中致力于寻找的恰恰是一种对存在有着普遍规定性的东西。
    现代语言哲学大致有三个主潮，其一是以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为起点的德国现象学语言哲学；其二
是以语言形式与物质世界关系为起点的英美逻辑学语言哲学；其三是以语言的内部构造为起点的法国
结构主义语言哲学。
这三个哲学主潮无论研究真理问题还是意义问题，抑或是阐释、理解等等问题，都曾以语言为武器抵
抗传统形而上学。
但他们轰毁的其实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而这种超验性的观念幻象被语言的在场性替代之后，本
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保留着。
    以罗素和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表现出一种最激进的拒绝态度。
罗素甚至把黑格尔哲学视为必须予以“治疗”的传统唯心主义的重症病例。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哲学并不提供知识，无论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还是关于真理的知识，哲学研究的
是知识的表述形式，即合乎逻辑的表述形式。
罗素用他的摹状词理论和逻辑原子论小心翼翼地躲避思辨哲学的陷阱。
这种堪称典范的分析方法至少使罗素在讨论指称和意义时避免了把观念化的本质强加在语言表达式与
物质现象之间的关系上。
但是罗素“治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办法却露出了一条在场形而上学的尾巴。
在罗素看来，用含混的日常语言表述哲学问题乃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唯心主义的通病，于是罗素
提出要使用一种人工语言，即一种精准的代码系统，来澄清有关真理、存在、意义等问题上的模糊说
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技术文明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艺术>>

罗素的这一想法说明，他头脑深处潜藏一种思维定式，即在日常现象之上“本质地”或“确定地”存
在着一个理想范式，该范式能够为我们提供判断的标准并使得变动不居的日常现象得以序化。
很明显，如果说传统整一性思想用一种观念化的超验范式，即一种精神逻各斯从外部来规约现象的话
，那么，罗素的精确语言则是在用一种在场的经验范式，即一种符号逻各斯从外部来规约语言活动。
像罗素这样用预设或先在的因素来制约当下现象的英美思想家还有奎因。
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固然用审视存在的标准代替了对存在自身的讨论，但当奎因说“存在就是成为
一个变项的值”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致力于将同一性注入个体对象，“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对象”
，量词固然可以约束变元，但变元必须有一个一阶量化式出现时就存在的取值域限。
因此这个值仍然具有先在规定性。
奎因似乎不像罗素那样激烈反对形而上学，他反对“思辨”和“超验”，但又希望在实体存在的范围
内承认形而上学。
英美语言哲学中，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程度要大大高于罗素等人。
当维特根斯坦从语用学角度讨论言语行为的游戏意义或价值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接近后现代思想了。
    二战以后的欧美思想潮流中，许多思想观念似乎都与现象学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而阐释学的兴起
更是现象学的一个直接的成果。
现象学到阐释学，海德格尔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海德格尔首先运用现象学方法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还
原成为语言关系。
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之在也好，诗意栖居也好，都是因为人获得了上帝赠予的最好的礼物——语言
。
    在者之在有赖于语言主体对在的追问和领会，世界的澄明和去蔽也来自人在语言中层开的理解活动
。
笛卡儿用先验性即我思对在的决定权取代了上帝的神学霸权，而到海德格尔这里，我在貌似自由，实
则仍处于语言的决定之下。
伽达默尔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更是明确地将语言活动定为一种本体论关系。
人进人世界和世界向人敞开，都是在语言中完成的。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作为日耳曼哲学传统的继承人，他们偏爱为杂乱的世界“思辨”出一个决定性的
支点。
这个支点一旦形成，它就必然地显现出一种预设的规定性，而这恰恰是形而上学梦寐以求的境界。
传统整一性思想用预设的超验或先验的本体为整个宇宙人生制定意义、价值。
这个预设的外在或先在的本体在技术物品大地化的时代失去了对大地的控制。
日耳曼哲人们不愿看到世界失去整一性，他们找来语言这种在场的人类活动作为统摄世界的支点，希
望人的语言活动能够恢复世界的整一性。
除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以外，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也致力于在人类文化活动中寻找具有意义规定性或
意义源泉地位的支点。
卡西尔把人定义为创造和使用符号的生物，希望用符号这一概念确定人类活动的全部特性。
    传统整一性思想的现象他律观念导致一种外在论的意义观念。
比如关于语言的意义，一方面语言的意义要服从一个统一的世界规则，另一方面语言不能自我言说，
语言被言说而且言说着存在，因此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言说者的意识或指涉物的状态。
所以在传统思想中，言词的意义在于概念，能指仅仅只是标记，所指决定着意义。
索绪尔第一次把能指和所指区分开来，而且涉及到了“差异”的问题。
索绪尔之后，现代思想发展出一种用语言自身的结构而非指涉物来界定意义的观点。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整一性思想的现象他律相悖的看法。
结构主义者们不讨论语言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而研究文本在类型学上的结构范式问题。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二项对立”一说。
在列维一斯特劳斯看来，所有文化文本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深层的构成模型，即一种对立意义元素相互
呼应地组合在一起的模型。
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语言学家们创立了结构主义的叙事学，他们企图在各种形态的叙事文本中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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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出一个普适性的范式。
结构主义者抛弃了传统思想的意义他律之后，又保留了传统思想的决定论，尤其是那种典范对个别对
象的决定论。
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共有模式一旦被发掘出来，它就具有了霸权地位，它形成了一个对同类文本进
行解释的通则。
结构主义的叙事模型比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更直接地起着决定作用，深层结构作为共有的句法模
式，还需要经过复杂的“转换”才能造出句子来。
    总体来看，现代语言哲学尽管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传统整一性思想作出了反抗，但在意义的确定性这
个重要问题上，现代语言哲学仍然沿袭着传统思想的惯例。
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者关于实证事实对意义的决定，还是阐释学关于语言对存在理解的真理性，或者
结构主义者关于共有模式的普适性，都没有否定意义的确定性。
直到后现代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罗蒂等人手中，意义的确定性才变得令人怀疑起来。
事实上，在场的事物和人类活动就其当下性和物态化而言，追寻其意义确定性就必然要借助于抽象观
念的介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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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一次事件比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更深刻、更广泛。
工业革命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借技术产业化而迅速展开了制度文明、经济体制、文化精神等方面的
现代化运动。
这场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
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里，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登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主流化的时代，近大半个世纪中，现代主义艺术主宰着欧美
发达国家的艺术文化舞台，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
       技术产业化使人类生活世界的内涵由自然物或手工制品变成了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在市场经济程
序中变成了商品，商品被人们使用时又变成了消费品。
因此，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工业产品、商品、消费品的世界中，这些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料的
世界，进而更形成了一种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化、技术物品大地化的文化语境。
现代主义艺术诞生于这一语境中，但它又极力超越这一语境。
技术文明促使古典的宇宙整一性思想迅速崩溃，把个人抛人变幻不定的人工制品世界中。
现代主义者享受着技术文明造成的个人自由，但又反抗技术文明对个人存在的漠视，因此现代主义艺
术一方面把个别自我的生命经验主体化，另一方面又把个别自我的生命经验本体化，于是我们在现代
主义艺术文化中看到了一种用个人整一性替代宇宙整一性的努力。
    现代主义艺术是一种思之语。
古典艺术由于有神学、哲学或伦理学提供预设的思想作为意义源泉，所以它无须把自己变成观念的原
创者，其关注焦点是表述先在意义的修辞技艺。
后现代艺术则彻底排斥整一性思想，它只需操作能指进行游戏。
惟有现代主义艺术，它要在先在思想消失的大地上原创自我的思想，诗承担了思的重任。
现代主义者要像诗人一样宣泄，也要像哲人一样沉思。
    现代主义艺术也是一种诗之语。
从浪漫主义开始的审美救世论在现代主义者手中达到了顶峰。
在因物欲而沉沦的大地上，惟有现代主义者点燃了艺术象牙塔上的诗学火光，企图用审美乌托邦使被
技术遮蔽的大地重新澄明。
在现代主义者那里，诗学的象牙塔是拯救人性的心理疗养院，他们要用自由的色彩、自由的话语和自
由的声响开创一条通向人类解放的坦途。
    现代主义艺术还是一种私人语言。
古典文化的先在本体观念是超个人的宇宙论观念，它排斥个人的主体性。
而现代主义者们一方面为上帝之死欢呼雀跃，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自我出场的机会，另一方面现代
主义者们又为家园的拆毁而痛苦失落，因为他们还需要安身立命的精神之家。
于是，现代主义者开始在出场的自我中建立新的整一性，孤独的个体向大地言说，他要把绝对自我变
成绝对本身。
    作为一种思语、作为一种诗语，也作为一种私语，现代主义艺术在20世纪文化这个多声部的狂欢叙
事诗中，大概是最重要的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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