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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主义》

内容概要

《极少主义(绘画雕塑文学建筑)》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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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极少主义事件的描述；第二章 极少主义小说；第三章 人物的讨论-异化的人物；第四章 时间的
讨论-工业时代；第五章 地点的讨论-工业城市；第六章 事件的讨论-极少主义倾向的建筑。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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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行，只是不晓得怎么回事，感觉上把事情搞复杂了
2、这本书叼炸了好嘛
3、这人我认识，基本搞不懂他说的话。所以就不看这书了。
4、感觉董豫赣写的很吃力，结构不太好
5、有点装。。。
6、觉得有点碎。。
7、您跟令媛真是珠联璧合
8、前面部分讲的看不懂。。。
9、晦涩了一点
10、我还会重读这本书。原来极简的魅力在于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这样吧？
11、太文艺了，美术的部分比较清晰，文论的部分引用理论的方式有些欠成熟，而且并不是那么容易
说明建筑的问题，也可能是我读文学书太少了。
12、@ @
13、文字虽然艰涩隐晦，但极其优美。如诗一般的语言，时时闪着迷人的思想光辉。
14、董或能成为二十年后的大师。至少有大师的自觉和清明。
15、重读，感觉不错
16、领悟不了
17、没读懂，来日继续...
18、艰涩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极少主义的构成部分
19、小书的结构很好，严谨精到，颇见巧思。借小说的模式讨论建筑，有哲学的深度，又具文学的优
美；一篇充满智慧的文字，值得一读再读。
20、百分之七八十都读不懂，需要一段思考时间再重读
21、我爱学院派·
22、笔记体，可以作为辅助阅读
23、总被他饶进去
名字应该叫做极少主义与现代建筑史
24、阳具崇拜症的心理阳痿患者无药可以救，不理解清华有建筑学了北大还劳这什子干吗，小农瞎造
个坑蒙拐骗的概念就能算艺术理论了么。假洋鬼子的辫子恐怕不需要讨论真假了，该干的事只有一件
，拽，下来。
25、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26、极少主义是这个混乱时代的万金良药吗？不，董豫赣说它只不过是“消费时代产品的一个品牌”
而已。中国需要极少主义吗？当然，董豫赣无不无奈的说道：“我倒宁可这美学皮毛在漫天大雪下剥
落殆尽，露出里面无关美学可能也冻僵了的裸体”。
27、关于极少主义艺术算是挺全面的。这方面的中文书太少了（或许我读的太少），希望大家推荐推
荐!
28、里面提到关于极少主义绘画的一些事,似乎比建筑更有意思
29、less   is  more
30、可以。整理得可以。
31、74页的书看了三个多月⋯⋯⋯⋯还是不明觉厉！
32、前面几章给人的感觉是看了很多书，但自己也没搞懂，只是做了些分析，不知道想说什么。也可
能是我的知识没成结构，体系。。最后讲建筑讲得不错。安腾那两根排水管只有一根排水。。弄两根
是为了好看。最后结论是极少主义没有明确定义，可以感受，因为建筑没有真实或者真实的真实。
33、董豫赣的文字即使是介绍，也是很具有可读性和煽动性的
34、硬着头皮读下去发现最后一章好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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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主义》

精彩书评

1、感觉就两个字：拼凑，但不是坏事，对于一些曾经在脑海中若隐若现的问题，这里倒是表的很清
晰，不过这个清晰是否真实或者根本没真实可言到不清楚了。待我多看几遍吧。往往一本书，除去小
说，我还是得翻上几遍才能悟出那些似有似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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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主义》

章节试读

1、《极少主义》的笔记-第18页

        前边两章不敢说可以看懂，这一章觉着看了比较有感觉。

这里，首先介绍了马格利特的两幅哲学画。（其实，作者使用的是另外两幅画，但是，在国内网络条
件下我无法找到。。）
这里作者揭示绘画中通过带欺骗性的“玻璃”还是“镜面”的描绘，试图揭示绘画是绘画还是：对模
仿的模仿。

然后引用了我们对蜡烛认识变化的例子，从蜡烛就是蜡烛，到蜡烛是爱人的睹物思人，再到蜡烛是蜡
炬成灰泪始干的比喻。似乎有面镜子，逐渐遮蔽了我们对蜡烛本体的认识。

接下来将人的异化，介绍了一幅作品《擦掉德·库宁》讲劳申伯格要德·库宁送给自己一幅自己的素
描画，希望自己之后将之擦除以完成作品，然后，德·库宁送了一幅最难擦掉的有铅笔、墨水、蜡笔
痕迹的画给劳申伯格，最后，劳申伯格用了40块橡皮还是把画给擦除掉了。这并非不敬，而是一种满
怀敬意的批判。在消除了所指之后，才能够重新获得自由。

（先验：自由最可贵。）

作者介绍了一种背景，艺术不自由，被商业化侵蚀，为了商业化而艺术。并，引用了贡布里希的观点
“在贡布里希看来语言的异化由商业广告所导致⋯⋯”描述性的词语，介入，然后让物和人不是物和
人，他们逐渐脱离了它们本身，让位于某些资本的利益价值，这就是为何广告得以让我们去购买那些
本来不需要的物，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

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想获得这样的真空，除了最客观的描述，不再有其它，不要再深的引申了。通过
如此，我们是自由的。

就好像极少艺术绘画《白》白方块，粗纹画布，有笔触，然后就没有再多的叙述了，没有侵染。。

自由的，多样的，可能性。。。（后边就开始有些扯，讲到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葡萄酒酿造厂设计
，通过温度试验获得墙体形式的形式自由，还有妹岛的岐阜公寓中功能体积里的108中居住单元自由组
合。。。blablabla）

2、《极少主义》的笔记-第7页

        FOR   矛石老师的建筑理论课。其实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课，和老师面对面探讨的机会毕竟难得，总
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是憋死就是噎死。这样一个研究性学习的平台可贵又可惜，时间太短，精力有
限。做不到尽兴，于是只好尽力。

不被回答却诱发怀疑的问题

P7莱因哈特试图从理论上消解一切构图关系："没有线条和形象，没有形和构图，⋯⋯没有象征⋯⋯没
有对象，没有观念，没有关系，没有属性，没有特质---没有非本质的一切。"
没有。
没有，只剩下单色，矩形，平坦的二维画面。
”一切都不能约减，不能重复，不能察觉“。
⋯⋯

Page 6



《极少主义》

”你所看见的即时你所看见的。“

所谓没有，可以说是做到了极简，而极简的结果是不能再次约减，其实已经具有了一套完整详尽的逻
辑。当这套逻辑存在时，没有便不再是”没有“，而是”有“，甚至是”面面俱到“的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里有这样一段对话：”丽莎，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发生的事
“”那太不像话了，太惨无人道了“这段对白与上文最后一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见，即所见，而
所得，不止于所见。呈现的极简，往往留下的是极繁的想象空间。
”视觉无法聚焦，眼睛滑过表面，想象就可以自由发生。“P25

P12
是记忆不断打乱时间的正常顺序导致在追忆中的空间场景不断错合，在时间与记忆搭建的拱券间叠涩
，出挑，最终桥得以建造。桥基本不是为缔结一处共同的神性空间，而只为把迥异的时空片段集结一
处。

P20⋯⋯雕塑家在这里要么充当着解放者的角色——将他们从石头里解救出来；要么作为上帝——用
物质创造一种具有思想并有血有肉的新人类。在建筑师处理材料的时候，是不是也面临这两种角色 选
择？

P21⋯⋯与古老的泛神论将一切物甚至人都投射到神的旨意下一样——基于无知，在泛人论的前提下
，对一切人造物，比如艺术——所进行的人格化阐释，就意识而言也未见得进步多少⋯⋯。物体，要
么透明如玻璃我们不可看见；要么反射如镜子，我们看见了但不是物体而是模糊的自己。在玻璃与镜
子的双重透镜里，所有构成世界繁多性的物要么一无所见；要么是一出异化了的自己与异化了的物所
叠加的扑朔迷离的幻像或许，感动我们的就是非玻璃非镜子的，物质最本初的物性。以一种强硬的原
始的姿态介入人的生活。让人回想起很久之前，还不是世界万物围绕人打转的时代，想起那个万物有
灵的时代。是一种对于材料本身纯粹物性的worship。

P22他从接收美学的观念将艺术品价值实现的方式分为三种途径：作者（创造）、接受者（感受）以
及他们间的交流方式（净化）
P30到底是什么使得物体成为艺术？
技巧曾构成传统艺术的主要价值⋯⋯⋯⋯⋯⋯⋯⋯
究竟什么不是艺术？
那里没有答案。
产品即艺术，这不过是传统画廊艺术一直被掩饰的事实的反面：艺术即产品
有关什么是艺术的讨论一定是没有唯一解的。不过瑞士共鸣箱很符合产品变为艺术的概念。

P401958年，伊夫·克莱因在纽约举办他的“空旷展览会”⋯⋯⋯⋯阿伯特·卡默写下留言：
为其空空，最具力量。
这是约减的力量，这也是拒绝的力量。这是老子的大音希声，也是他的大象无形；这是对喧嚣商品的
厌倦，也是对那种行将覆灭的个人主义激情的否定。
需要一种空寂的力量对工业运动的生产激情进行拒绝与否定，因为这激情很可能导致另一种异化⋯⋯ 
  “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
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
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P42精确的物体如何彰显奇迹？⋯⋯在上帝隐匿所导致的悲剧背后，如何达到失去一切特点的独特性
？
P44难道真正震撼我们的宗教般的崇高感受不正是源于那些并无美学先见的直观吗？在康德那里，没
有意识中介，美学沉思恰恰是构成崇高感的唯一出路⋯⋯⋯⋯直观就可以感到恩格斯所说的巨大物质
压力下的压抑。

Page 7



《极少主义》

Page 8



《极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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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