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视觉的思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视觉的思想>>

13位ISBN编号：9787810832724

10位ISBN编号：7810832727

出版时间：2003-10

出版时间：中国美术学院

作者：孙周兴，高士明　编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视觉的思想>>

内容概要

本书是“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1 8日至1 O月21日，中国杭州)的论文集，收录了
会议的大部分论文(另有七篇文章构成一组，收入《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六辑，将由上海译文出
版社出版)。
本次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现象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
象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承办。
来自中、德、法、日等国家和地区的近五十位哲学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参加了会议。
代表主体是中国学者，会议工作语言是汉语。
　　与以往的现象学哲学会议或者一般哲学会议相比较，本次会议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这是国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家与哲学家的聚会。
如通常所见，艺术家倾向感性，哲学家趋于理性，虽然在今天的思想视野里这个说法已经大成问题了
，但从这两类人的举止行状、思想方式、表达风格上看，这个差别恐怕仍旧是存在的。
我作为本次会议的学术策划人和组织者，事先一直怀着一种担心，恐怕两方面弄得不可开交。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这两类人还是可以交流的，也表明艺术与哲学之间存
在着对话的可能性。
　　其二，本次会议是在杭州市印象画廊里举行的。
在一个地下的画廊里搞一个艺术一哲学的学术会议，以后会不会有我不敢说，但至少在我们这里是前
所未有的。
会议主办者在画廊里做了一个名为“大地上——具象表现绘画艺术展”的展览。
华裔法籍著名艺术家司徒立先生甚至专门从巴黎弄来了一批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予以展出，加上中国美
术学院具象表现绘画工作室的几位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画展。
置身于绘画艺术的背景里讨论艺术现象学的问题，味道自然有点特别。
　　因为有了上面两点，本次会议就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也是一次有趣的大会。
据我所知，本次会议所收论文的数量在历届现象学年会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近几年来，中国美术学院在许江教授的推动下，积极倡导美术学科的学术研究风气，提供多学科
的交叉互动，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一批艺术家在司徒立教授、许江教授的带领下，十多年来不懈地进行“具象表
现绘画”的艺术现象学实践，其理论和创作成果已经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为了举办本次会议，新组建的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中心还编辑、翻译了《具象表现绘画文选
》一书(许江、焦小健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赶在会前公开出版。
该书对“具象表现艺术”的思想资源作了较为系统的清理，主要　　收录了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一批具
有现象学创作倾向的欧洲著名艺术家的理论言述。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本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基础。
　　收入本书的论文大部分是与会代表提交的报告，部分报告在会后又经作者修订加工，极少数几篇
是编者会前或者会后邀请有关作者撰写的。
编者把全部论文划分为四个部分、四个主题，而这其实差不多就是当时会议设定的各个单元的主题。
编者并且在体例、规范方面对全书作了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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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现象学艺术哲学　倪梁康：叔本华与胡塞尔——艺术直观与理念直观的“纯粹性”　【德】海克
曼：舍勒的艺术表现观　刘国英：视见之疯狂——梅洛一庞蒂哲学中画家作为现象学家　张庆熊：论
存在和意向性问题——种结合考察艺术创作的探索　邱志杰：从《哲学研究》到艺术理论　王庆节：
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尔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范景中：现象学美学二篇二、 现象学与当代
艺术　陈嘉映：艺术札记　宋晓霞 杨 乐：漫议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张灿辉：分隔与连系——门窗现
象学　刘昌元：绘画与真实　邓晓芒：凡高的“农鞋”　高士明：多义的视觉——图像化时代的观看
制度　孙周兴：森·山方的忧虑三、 具象表现绘画　许 江：击鼓传花——从具象表现绘画谈当代绘
画艺术发展的策略　司徒立：构成的主题——塞尚《泳男》、《泳女》系列分析　曹意强：“饥渴之
眼”——阿里卡的“描绘”观念　焦小健：描述即是一种揭示——读《艺术作品的本源》　杨参军：
与“青衣”有关的对话　张 坚：“看”的方式、视觉艺术形式及反现代性——具象表现绘画理论的思
考四、传统与现代　张志扬：日本西学之鉴——海德格尔忧虑东方艺术与西方概念相遇　张祥龙：仁
与艺　张再林：“面向事物本身”与庄学精神　杨振宇：在通往图像的途中——对郑板桥一则题画的
现象学描述　潘嘉来：从现象学到现代新儒家的存有论　周 膺：在老之最老者之中逗留　陈家琪：看
什么与怎么看附录：“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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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高一生只活了37个年头，他的主要绘画，多数在后十年间荷兰和巴黎时期。
无论他在哪里作画，他有两个特征不变。
一个是他持续着荷兰海牙时期的乡村情节，其次是他的作画的直接性的现场思路方式。
翻开他的专集，明显看出他不同时期的兴趣和一组组所画的相同之物都是和土地有关。
海德格尔列举的“农鞋”属于他刚从荷兰定居巴黎时期的作品。
那个阶段，凡高所画的“农鞋”油画就有七到八幅，有的画面是一双黑黝黝农鞋，有的画面是好几双
农鞋。
画家之所以画那么多农鞋的作品，并非他一幅幅地寻找最能够体现农鞋的本质的画面，也不是向以往
画家们那样作不同的尝试以便集中在一幅画上完成。
他没有这样做，每一幅画他都是现场完成。
生动、粗犷，毫不雕凿。
可以看出来，他只要获得这些。
因此我们推测：惟一吸引了画家去画仅仅因为这些沾满泥土的农鞋在不同的摆放、不同的光线中呈现
的不同的姿态。
而吸引本身始于与他共存的乡村情节和对土地的眷念。
这个现象恰恰显示：凡高一连串的绘画如同描述般进行的背后，是画家开始意识到物体的本身就是有
意思的东西。
这比较接近海德格尔所言物的存在、物有显隐的真相。
　　我们可以重新返回来看，如果我们将农鞋作为一个关于农鞋主题的画进行创作，物是不显的。
因为一幅完整的图中，农鞋作为完成主题之物，是随着主题的体现来确定图画的完成与否。
这个完成一方面是农鞋作为鞋的完成，另一方面农鞋作为主题的完成。
倘若农鞋不代表任何意思时，农鞋（其实是物本身）却呈现了开放状态。
因为农鞋不再是鞋（特别不作为一个现成概念）的时候，画家才确凿、仔细地观看到它，连同它变化
中环绕四周的场以及久存与自身引导他来到当下的场，画家真正的、横贯始终的内在素质才与描绘之
物取得了一致性。
描述在此中完整地承接了这个状态。
表面上看画家的主体性工作近乎拷贝，其实画家直达了一个更有意思、近乎玄妙闪烁的东西。
画家完全被它折服而成为一个接受者。
凡高深知这神奇，他体会到“只要悄悄提高一下视点，什么都变了”。
在凡高的眼里，那一组笨重、黑黝黝的皮质和高光互映的农鞋，它摆在那儿，就像上帝赠送的礼物。
凡高看来，它就是画。
只要角度稍微一换，它同样会出现新的姿态让凡高眼睛发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视觉的思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