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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纪念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1895—1946)诞辰100周年而出版。
它以全新手法展示了这位包豪斯艺术家、理论家的多面人生和创作——这种手法对传记写作的概念进
行了重新定义。
    在本书中，作者路易斯·卡普兰将“签名效应”的德里达解构主义模式应用到一位构成主义艺术家
的思想传记中，解构了“莫霍利”的签名是如何在两个空间运作的——交织着能指和所指、自传和亲
笔签名。
通过对20多件艺术作品的解读，卡普兰非常形象地展现了莫霍利的签名效应。
他向我们展示这种效应是如何在艺术原创性与抄袭、作者身份与匿名性等一系列关系中，以及在机械
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作用的。
由此，本书揭示了莫霍利的艺术实践是如何预见后现代主义论争的诸多问题的，阐明了先锋构成主义
和当代解构主义的关系。
    本书作者路易斯·卡普兰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弗朗茨·罗森茨韦格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从
事德国犹太文学与文化历史的研究。
他还著有《查尔斯·福特的奇异世界》，与人合著《甘姆比传：世上最受人喜爱的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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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路易斯·卡普兰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弗朗茨·罗森茨韦格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从事
德国犹太文学与文化历史的研究。
他还著有《查尔斯·福特的奇异世界》，与人合著《甘姆比传：世上最受人喜爱的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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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在文化空间里翱翔，此空间是开放的、无边界的、无分区的、无等级的。
在那里我们能识别模仿作品、剽窃，甚至欺诈——一句话，“复制”的所有形式，即被所谓的资产阶
级艺术判为耻辱的行为。
——罗兰·巴特《马森的症状记录》在签名替换的偷窃中，人们从生产一再生产转变到艺术剽窃的问
题。
在许多诈术(策略)中，莫霍利生产一再生产的逻辑演算威胁会偷走或签字让渡合法授权和艺术作品的
自有作者，这为假冒伪造和艺术签名的复制打开了方便之门。
签名生产一再生产的能力刻画了名为剽窃的东西，被原创性和身份的所有逻辑取缔和删除的东西。
当然，对剽窃的谴责并没有构成永恒的要素。
巴特的引文明确地称其为艺术配音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历，作为财产和商品的艺术经历，但是如果人
们研究十六七世纪早期的法国历史，对剽窃行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估。
在《论卖弄学问》一文中，蒙田贬低了所有的版权概念，版权在法律或道德上赋予原始占有以权利，
反之又提到了引用的输送程序，从“这本或那本书”上“节选”“删除”的程序。
这里不妨引用这位法国作家的话：在作品里，我创作的绝大部分是整体和完全同一的事情么？
我曾经在这儿那儿，从这本书那本书上挑一些我满意的句子，不是为了保存(我没有库房来保存)，而
是把它们搬到这儿，说实话，它们根本上已经不属于我了。
与资产阶级版权“保留所有权”的思想相比，蒙田的叙述中没有什么可以保留。
“我没有库房来保存。
”然而，蒙田的箴言可以在瞬间的重新书写和复制声明中被解读为“保留所有权”。
版权为复印的权利所代替，因为他的文本“根本上”不属于他。
无论历史解释是否使用认知的范畴，作为私有财产的思想，以及个人或者自有主体的概念，它只会对
剽窃进行负面评论。
在它开始破裂或者碎成某种还难以形容的其他东西的时候，如果蒙田站在一方，人们或许能够在离题
的另一方找到像拉兹洛，莫霍利一纳吉这样的艺术形象。
的确，莫霍利在《建筑学素材》一书的前言提出了所有权问题，因为这与艺术及经验有关。
当手边的语言含义声称艺术经验属于自己或想占为已有时，莫霍利鼓励读者对之持怀疑态度。
莫霍利这样写道，“艺术工作的经验永远不可能通过描述占为己有。
”无法从以上描述中弄清楚莫霍利是否相信对侵占特许的非解释方法，或更确切地说，抽象艺术家相
信，就占有而言，就是一无所有。
在特定时刻，或许以下阅读把莫霍利及其艺术活动宣称是对剽窃谴责的勇敢争论和取消。
人们必须回想起伪造签名的双重约束，它同样破坏了历史主体。
因为伪造签名对能够进行如此防卫的纯粹的自有主体之存在表示质疑，那就是能避开签名破坏性及又
可再生的铭文。
伪造限制了为支持剽窃的作者辩解，或向其致敬的任何企图。
因为伪造者在扮演这种支持角色时，争夺其作为权威作者或主体的地位。
随着剽窃瘟疫的蔓延，即使人们揭露伪造签名是如何让莫霍利处于风险之中，即便是撕裂的，人们也
必须把莫霍利的位置定位在作者上。
因此就签名而言，这并不是讯问而是彷徨问题的登台。
它不是被标为问号而是对语言含义及其本身的质问模式。
换句话说，根据著作所有权、占有和剽窃概念，伪造签名写出了概要，对资产法及传记主体的边界提
出了限制。
稳步前进，证据的累积有利于签名再加倍——滑落了含义，清除了来源。
这是不能被标记的东西(就像莫霍利会问作者“这里谁需要标签”)。
但是却被禁止和审查，并冠以剽窃(错误)之名。
或许是这种情况，这个或任何一个法庭剧——其传记评论和判决的通过——只有签名被复制和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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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才能开始进入议程。
剽窃的瘟疫，以相反的方式显示了历史判决的通过是如何依靠签名的伪造而成功的。
审视莫霍利生活的线性历史(把生产一再生产使参照架构成问题的事放到一边)，此章节按时间顺序、
发现剽窃的顺序、之前之后偷窃的顺序展开。
在艺术生涯的每个方面，莫霍利被指控有剽窃行为，如果他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人们都不愿提
及他的职业。
形势对莫霍利越来越不利。
指控是剽窃，即使把书扔向他，人们同时必须考虑如何把伪造的签名问题也扔向书。
在视觉艺术生涯伊始，幼稚的学生还没有学会辨明差异。
他有眼睛却看不到。
的确，他的视觉能力是如此的不协调，以至于他似乎只能听见绘画后面的故事。
他不能把开始(“原本”)从掩饰开端(“复制品或者赝品”中)区别开来。
当像拉兹洛·莫霍利一纳吉这样的艺术家回想起他最早期视觉推测时，他也失去了这种明显差异：“
我的方法是更多地‘倾听’图画的文字意义，而不是欣赏形式和视觉要素⋯⋯我可能还不会区别原本
、复制品或赝品。
莫霍利声称，一开始他还不能区分原本、赝品和复制品，但后来他学会了。
按照再生产之生产逻辑，来自复本的起源常识姗姗来迟。
当然，据推测，莫霍利写这篇文章时，他很清楚自己想要说什么。
但这并不是阅读或倾听的唯一的方法，尤其是涉及到复制或伪造以及与此有关的常识时。
其他东西潜伏于阴影中，模拟了第一次阅读，外表貌似意味深长的方案，或许这本身也是一种掩饰，
签名之伪造，与普罗米修斯偷窃火种有类似之处。
情节随着火种伪造铺开，这里提到两个情节：1.他对原本和副本之间的区别一无所知，写作的时候非
常困惑。
单纯的莫霍利仍然坚持将来完成时的条件式，这样他“就不会”知道也不会宣扬自己。
2.他已经知道了另一个签名和自己签名之间的区别，事后成了伪造者——读者对这点难以了解。
因此他对他的过去(他已知)或他的现在(他未知)撒了谎。
正如他们进行伪造的行为，这些鬼鬼祟祟的嫌疑把怀疑放在了主体上，放在了书写的一切内容里——
如果那样会起作用时，莫霍利的全部作品就会饱受剽窃和谎言的指控。
根据莫霍利对自己个人艺术签名回顾的自传体叙述，迎来了活动高度活跃的时期。
他描述了跨度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从“受影响”的再生产和实验到原创和私有财产。
在第二个十年间，莫霍利来到了充满活力的大都市柏林，他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名义”拍摄照片。
莫霍利用以下的戏剧术语上演他与匈牙利活动家协会(MA)绝交的场景：“那时，我花光了所有的钱去
买复制品的书，我继续学习图片：旧的、新的，无论我碰到什么。
直到1920年在MA的影响下，我的作品还都是实验。
从1920年开始，我的图片、造型艺术和其他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921年，区别“新”“旧”的这些假定特征发展近一年之后，莫霍利再现了此场景，即莫霍利对匈
牙利活动家协会对准的剽窃指控提出了异议。
他们不允许莫霍利翻阅赫维西的信件，莫霍利(一个好复制者，即使信的实质否认这些指控)在回复中
说，读者满脑子都是这些指控。
莫霍利承认，过去或开始，他也受到了影响。
有一次，他是一个蹩脚作品的处理单元，改造其他旧作品的再循环工厂，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
的贮藏器”。
但几年内，他能声称其作品丝毫没有受“国外影响”，他已改头换面，做回自己，是个“大人物”、
“名人”，一个拥有“独立思维”的人。
在这封信里，莫霍利试图用权威作家的口吻表示同意签署合同，对忽视签名可锻状态的创造性形式进
行研究——这超越了作者的原创性(无论“我⋯⋯说句话或有个想法”)，给予了超越影响的作品外来
或被剥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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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意在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莫霍利－纳吉这位包豪斯艺术家和理论家提供一
个新的视角。
该书不是传统的传记作品，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传主的生平和成就。
作者运用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中的“签名效应”阐释了莫霍利－纳吉这位构成派艺术家。
该书游移于莫霍利－纳吉的生平和作品之间，展示了“莫霍利”这一签名是如何混杂了能指和所指，
自传与笔迹。
全书力求隐去现实意义上的那个拉兹洛·莫霍利-纳吉，避开对艺术家生活和创作故事的叙述，而是通
过对艺术家的艺术理念、创作手法和最终作品的细致解读，揭示出一个符号意义上的拉兹洛·莫霍利-
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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