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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艺术研究: 哲学与社会学的维度”学术

研讨会暨“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出版

座谈会于 2016 年 5 月 6—7 日在南京凤凰台饭店

召开。 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

所、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西方当代艺术理论文献翻译与研究”课题

组承办。 与会专家就当代艺术与哲学、社会学理

论的联动展开研讨,并就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发

展和诸种问题各抒己见。 会议气氛热烈,精彩纷

呈,取得了圆满成功。
5 月 6 日下午,“当代艺术研究: 哲学与社会

学的维度”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始。 第一场专题研

讨的主题是当代艺术的定义、边界及其与美学

(或反美学)的关系。 刘悦笛研究员由分析美学

的传统说起,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分析美学关于

“艺术定义”的六套方案,他认为,我们应采取超

越分析美学的方法,赋予“界定艺术”一种历史的

视野。 湖北美术学院刘茂平教授以《当代西方艺

术理论中的审美回归论批判》为题,简要梳理了

从黑格尔到丹托等艺术哲学家的思想脉络,并提

醒我们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新问题。 承接

这一问题,南京大学周计武副教授提出,美学阐释

的危机反映出康德古典哲学以来的美学乌托邦的

危机,美学阐释的危机也是当代艺术的危机;重构

美学,意在恢复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艺术经验与

非艺术经验的连续性。 清华大授张敢教授回顾了

中国美术史系由不系统、不专业、不完整,到逐步

建立起美术史学的研究基础的过程;研究域外文

明的意义,包括翻译西方艺术理论名著的意义,在
于促进本国艺术文化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吴琼

教授以瓦萨里的传记写作为例,牵引出艺术史写

作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内在的丰富维度,从而回应

了艺术定义以及当代艺术史写作如何可能的问

题。 南京大学高薪副研究员则从平面、边框和透

视三种非模仿性元素入手,探讨了它们在绘画中

的装置性作用。
在第二场专题研讨中,学者们就法国哲学与

当代艺术理论、当代艺术与现象学的关系,以及当

代艺术理论中的身体问题等主题展开研讨。 浙江

大学杨大春教授以法国哲学为背景,指出不管后

现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都是与物质现象学结盟

的艺术。 如果说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跟神性、人
性相关联的话,那么,当代艺术更多地与物性相

关。 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揭示了当下“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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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表象与艺术“总体性匮乏”状况之间的紧张

关系,呼吁重新接续艺术的古典血脉。 同样来自

华师大的姜宇辉教授则分析了法国理论家达弥施

对杜布菲绘画的原创性研究,以及“透视法作为

范式”的重要命题。 与此紧密相关,南京大学蓝

江教授简要介绍了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思想中艺术

与哲学的关系,即艺术是哲学的前提,而不是相

反,因为唯有当艺术作为一种事件,并让我们直面

真之存在时,哲学才能出现。 而另一位来自华师

大的王嘉军博士,则从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异
在”和“他者”两条路径出发,认为其对海德格尔

的存在论艺术观提出的批评和超越,极大地带动

了当代法国哲学和文论的发展。 浙江音乐学院的

陶铮博士回顾了当代艺术中“观念”和“身体”的
话题,并以法国批评家伊夫—阿兰·博瓦为例,考
察了西方“人文主义”艺术史传统所遭遇的挑战

及其应对的措施,从而构成了当代艺术研讨中的

完整的“法国专场”。
5 月 7 日上午,第三、第四场专题研讨会继续

进行,大体围绕着当代艺术研究中的社会学维度

进行。 首先是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阐述了法

国哲学家布尔迪厄关于“文化生产场域”的概念,
指出文学艺术的定义有一定的时间性,涉及文化

资本的强弱,文化习性的状态等多种因素。 北京

大学李洋教授以数据统计为基础,展示了世界电

影的等级体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电影的想象和

书写又是怎么产生的。 四川美术学院邹建林副教

授以多位法国理论家的学说为线索,串联起了博

物馆的废墟,艺术作品的存在及共同体的关系等

议题。 同济大学赵千帆副教授回顾了本雅明—阿

多诺之争,就艺术与技术的关系,特别是技术在现

代艺术中的作用,做了富有启发性的发言。 浙江

大学范昀副教授则从艺术的乌托邦维度,谈到了

当代艺术可供借鉴和反思的路径。 最后,上海大

学的郭亮副教授以各个历史时期地图中的中国国

家形象为例,提供了艺术史写作的新角度,同时也

为艺术史写作中的权力运作提供了新的范例。
与作为“法国专场”的第二场相对应,第四场

几乎可以被称为“前卫艺术与艺术体制”专题,基
本主题是现当代艺术中的前卫现象及其与艺术体

制的关系。 第一个发言的是殷双喜教授。 他介绍

了波普艺术对精英艺术的借取和挪用,以及精英

艺术和大众艺术的相互拒斥与相互理解的过程,
从而瓦解了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前卫艺术与大

众艺术的二元对立,呈现出艺术史写作中的多重

权力运作及其与社会的紧密关联。 杭州师范大学

诸葛沂博士以比利时理论家德·迪弗的现代艺术

体制理论为例,阐述了现代艺术缺乏“收信人”的
状态,及其应对机制,如艺术家与公众达成新的审

美协定,艺术惯例经历的传递、表达、背叛的过程。
温州大学张晓剑副教授则围绕现代视野中的现成

品问题,探讨了德·迪弗对前卫艺术及其传统的

论述。 他指出,杜尚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现成品,
而仍保有现代艺术的创造力。 河北大学王志亮博

士介绍了前卫艺术理论发展的三个契机: 历史前

卫、新前卫以及当代参与式艺术理论,并就审美回

归的问题提出三个思考: 审美是一种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形式,是思考矛盾的能力,还是关于同理心

的协商对话。 浙江大学吴毅强博士以“无边之

框”为题,探讨了当代艺术的定义: 当代艺术是前

卫艺术不断与体制争斗所产生的结果。 最后,浙
江大学沈语冰教授通过新的《梵高传》对梵高所

绘鞋子的传记—艺术史写作,重新考订了海德格

尔—夏皮罗—德里达之辩,既指出了德里达解构

式阅读对艺术史“反思”意识的建设性,同时也对

解构主义的泛化提出了质疑,引起与会学者的热

烈讨论。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汇聚了国内多个领域的

专家,围绕当代艺术这一核心话题,从英美哲学到

欧陆思想,从哲学美学理论到社会体制批评,在当

代艺术与哲学理论的关系、当代艺术的社会化表

征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发展等问题上产生大

量交集和思想火花。 通过讨论当代艺术理论对哲

学和社会学的借重,充分展示了当代艺术横跨艺

术学、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发展趋势,并对

当代艺术的背景和前景做了丰富的延伸和展望。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次会议议题前沿而富有创

意,与会代表层次丰富而充满活力,取得了不少共

识,同时也开辟了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的空间。 会

议决定本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由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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