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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痕迹》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现代批评理论和跨学科方法重新读解西方艺术史的著作。书中涉及了西方艺术发展过程
中的各个重要时期以及诸多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却无意勾勒出一部完整的艺术史。相反，本书的探讨
恰恰表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艺术史似乎都已不再存在。随着意义本身的不断消解和重
构，艺术家、艺术作品、连同他们所处的时代，只能呈现为破碎的痕迹。不过，正是在这种散落的追
寻中，或许可以重现艺术史本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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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幼壮(1953-)，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
问学者，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终身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专
家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汉学》主编、
《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编委会成员、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编委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跨学科研究与文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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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一：东西东西
总序二：东来西去
德里达的记忆——代前言
视觉、躯体、文本——古希腊艺术问题
神圣的符号学——经院哲学写作与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
文艺复兴之梦——阐释提香
永恒的忧郁——论北京艺术的时空结构
精神的戏剧——巴洛克艺术的时空结构
欲望的废墟——读巴洛克绘画
波希米亚人——惠斯勒、先锋派艺术和19世纪后期欧洲文化问题
古典主义的现代派——马蒂斯的《蓝色裸体》与《粉色裸体》
机器时代的艺术——《泰坦尼克号》与现代主义艺术
天使的堕落和天堂的乡愁——夏加尔的绘画与伊里亚德的神学
身体、艺术、革命——弗里达·卡洛的绘画
现代主义的歧义——马格利特的词与物
写实主义的现代绘画——斯坦利·斯宾塞的复活
肯定性的艺术——大野洋子的生活和创作
走向现代之后——安迪·沃霍的意义
愤怒与狂喜——从女性主义到后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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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的视觉可以毫无异感地从形象看（或读）到文字，反之亦然。特别是对于中世纪读者来说，
他们会很自然地根据其熟知的圣像学传统去读解每一个形象的含义，而把形象本身撇在一边。因此，
这里的形象和文字是统一于书写的。在第二幅题作《死者弥撒》的插图中，一小段文字和一小幅绘画
位于书页的中间，并为复杂的装饰性图案所包围。在图案和文字之间我们仍然可以多少感受到我们在
第一幅插图中感受到的和谐关系，但一旦我们看到中间的那幅三度空间感的小画，那种和谐感便立即
消失了。一种真正的视觉冲击使我们不得不把它视做一幅独立的、与文字完全&ldquo;割裂&rdquo;的
绘画。而在第三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内封面中，一幅&ldquo;自然主义&rdquo;的绘画布满了书页，而
其真正内容，《形而上学》的第一页被悬挂在画中的凉台上。在书页上尽管有大段的文字存在，我们
却只想观赏它们。我们又感到了一种在文字与形象之间的和谐感，但这里显然有了一种反
转&mdash;&mdash;文字已然从属于绘画了。当然，这时中世纪也已结束了。　　不过，在20世纪，人
们突然发现，我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后现代?）。这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纪同中世纪之间
有着某些明显相似之处。例如，根据艾柯的看法，&ldquo;当我们进入[20世纪和中世纪之间的]文化和
艺术的平行关系时，情景便表现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我们发现在两个时代之间有一种完全的对应，
以不同的方式，它们都力图以其家长政治式教育的乌托邦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伪装来控制人的头脑，
它们都试图通过视觉交流弥合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鸿沟。在两个时期中，文化精英们都以文
字的心智思考书写的文本，但又都把基本资讯或知识和统治意识形态的根本结构转化为形象。&rdquo;
于是，艾柯在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和20世纪的电视屏幕之间找到了连接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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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管多么短暂，画家在描画这一动作本身发生的那一刻什么也没有看见，其描绘的只能是先前所
看见东西的记忆。这样，自画像本质上就是一座废墟，是画家记忆痕迹的碎片。因此，&ldquo;废墟并
不是意外发生的，就好像一座昨天还好完好无损的纪念碑的意外损坏。从一开始这里就有废墟。第一
眼看到的形象就已然是废墟。&rdquo;　　废墟的经验挑战了整体性，统一性、同一性、自明性、适当
性、确定性和恰当性概念，粉碎了一切起源的、本真的、本体的和超验的形式。&hellip;&hellip;于是，
我们只能到那废墟中去寻找破碎的痕迹。　　&mdash;&mdash;耿幼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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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喜欢的一本有关西方艺术史的书
2、精致
3、艺术的领域是哲学和破碎的主题
4、艺术不就是解构、重组与衍生么
5、以前一直没认真读，今天认真读了，写的真好
6、绪论不错。内容小凌乱
7、耿老师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对西方一些典型的艺术家做了自己的论述。
8、刚才谈起耿老师来，才发现这本书还没有标记。这本书以前上艺术史课时曾认真读过，语言非常
美，背后的古典学和现代主义哲学运用的都很妥帖。耿老师相貌奇特，声音细小，多咳，当年每次上
课我都有种声音自天外飘来的感觉。
9、如果毕业要问我最喜欢哪个老师，只能说是耿大爷了。
10、国内的艺术史写成这样很难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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