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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装置艺术呢？
装置艺术，最早的说法是“现成品艺术”。
这个词起源于20世纪初的杜尚（Duchamp）。
这个法国人利用自己评委委员的地位，把一件工业制成品——小便器签上名字置放于博览会。
以后他又推出了把自行车轮胎和木箱堆叠的“作品”，把印刷品《蒙娜丽莎》画像添上山羊胡子的“
作品”，把自己过去的油画作品复制于木箱子里四处展示的“作品”。
这些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不雅之举，引起了近百年的纷纭不息的论争。
一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家，以至世界上很多地方，像杜尚这样的行为，仍然会引起众多反响不一的争
议。
对于外界的不解，杜尚提出了“现成品艺术”的说法予以辩解：    Mutt先生是否用他自己的手制造了
这个喷水装置并不重要。
他选择了它，他取了一件平凡的生活用品，并将它摆置起来，使它在一个新的标题和观念下失去了它
的实用意义--他为那个物品创造了一种新思想。
    现成品艺术，就是装置艺术的前身。
结果，杜尚也就因此而成了装置艺术的鼻祖。
     本书是关于介绍“中国当代装置艺术史(1979-2005)”的专著，全书对中国当代装置艺术史的写作，
采取装置艺术发展的总体纵向叙述与专题史的横向论说相结合的方式。
书中在叙述文体上，采用的是史论结合、以史带论，间或以论带史的视角予以历史叙事。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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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装置艺术前史依照现今的分法，人类所创造的艺术，可以分为架上艺术和非架上艺
术两类。
架上艺术包括传统的绘画、雕塑、装饰、工艺、书法等等。
这是特别适用于美术领域的一个概念。
这是从其艺术的展示与存在方式，主要服务于展示与欣赏，具有可收藏的便利性而言的，故言之为“
架上艺术”。
而非架上艺术，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曰行为艺术，二曰装置艺术。
一者为人类躯体媒介的行为表达，一者为人类利用现成物品的物态表白。
其实，除了装置艺术，还有一些前卫艺术样式的提法与归类，如大地艺术（或曰地景艺术）。
笔者在《装置艺术》一书中对它已经分析过，这不过是装置艺术之利用现成品的一种变异，可谓大型
化的装置艺术。
无论怎么说，装置艺术的利用特点都离不开现成品。
没有对现成品的利用，就谈不上装置艺术。
不过，装置艺术对现成吕的利用，又有着不同于一般日常生活中利用现成物品的特殊性，因为它毕竟
是以艺术名义的利用，因此它就要具有一些“艺术”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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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装置艺术史(1979-2005)》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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