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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之镜》

前言

本书所描述的艺术源于一片广袤、多样的地域——队被运河所围绕的一马平川一直延伸至荷兰北部的
地平线，直至瑞士的山巅。在这两端之间是比利时和法国那富庶丰饶、连绵不绝的群山，其间除了有
奔涌人海的河流纵横，还有德国南部风景如画的湖泊和茂密的森林。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景色，均可
在北方文艺复兴的绘画中略见一斑。这是一片富饶肥沃的土地，而在15和16世纪欧洲的这一地区也同
样经历着风起云涌般的变革。将如此复杂的时间和空间浓缩成这样一篇简短的概述乃是一项挑战。在
本篇概述中，“发现”具有探索大干世界的意味，它无疑是统领全文的标语之一。很大程度上而言，
北方文艺复兴的艺术正是基于那很简单的一点——对世界和对自我的发现。若要了解任何一个阶段的
艺术史，构建一个宏大的编年史框架是极为必要的，而且这无疑是研究15和16世纪北欧艺术——“文
艺复兴”这一标签也可用于这一艺术形式——主要特点的先决条件。对于将该时期的北部欧洲艺术标
为文艺复兴，当今一些历史学家表现出了犹豫，因为该词汇之所以用于在意大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便在
于它意味着对古希腊及罗马文化兴趣的再生（复兴），而且该词汇原先并未打算用于产生于阿尔卑斯
山以北的艺术。但是“晚期哥特艺术”依然不能成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代用词。在那一时期，整个
北欧艺术中的新生或发现意识足以使其担当起文艺复兴这一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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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之镜》

内容概要

《艺术家之镜:历史背景下的北部欧洲文艺复兴》主要内容简介：15-16世纪的佛兰德斯、荷兰、法国
和德国的艺术，包括了那些在西方历史上最赫赫有名的、最优雅的，以及最具有创新性的绘画和雕塑
。然而对于北部欧洲艺术的研究，却经常只是更多地在与意大利那些更知名的艺术相比下进行，而不
是在其自身的文脉中。在《艺术家之镜:历史背景下的北部欧洲文艺复兴》里，北部欧洲的艺术以其丰
富性和辉煌成就被重新表现。凡.艾克、博斯切、勃鲁盖尔、丢勒，以及其他大师们的艺术，在一个变
化着的社会中以更宽广的视域被展现出来。克莱格.哈贝森以那些具有自我意识的艺术家作为开端展开
他的描述，这些艺术家对于他们自己在现实世界和艺术中的呈现有着完全崭新和生动的理解。教会与
政权，新教与天主教，男人和女人，艺术家与赞助人，独立的商业城市和贵族宫廷，文艺复兴世界里
的所有这些方面因此被带入到一种联合叙事之中：既展示了艺术本身，又展示了其所在的时代。现实
主义的事件，和对于可见世界的展现，对于艺术的意义与目的的展示，以及对于宗教和世俗世界的展
示——即它的精神背景和客观背景——在这位著名的批判学者的镜头下可窥全貌。《艺术家之镜:历史
背景下的北部欧洲文艺复兴》并非是对于此一时段的广泛而无所不包的调查，而是对于一种精神状态
和文化时刻的敏锐而深入的审查，正是这种精神状态与文化时刻孕育了那具有令人窒息之美的、复杂
和辉煌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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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之镜》

章节摘录

插图：罗杰·范·德·韦登的三联作品《圣约翰圣坛装饰画》便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并未采用三
联画常见的方式，即从属于中心画板的侧翼尺寸通常为其一半，并且可以折叠起来保护主画。他所采
用的方式为三联尺寸相同并且不能折叠。约翰生命中的每幅场景均被置于一个哥特式的拱门中，或者
巧妙地位子这些拱门缘饰（弯曲的线条）中。在每一幅主前景后面，糅合了屋内场景、自然风光和城
市风景的画面半掩半露。罗杰.范.德‘韦登的这一作品具有代表性，他的大型前景人物具有芭蕾舞般
的优雅，看上去无疑令人回忆起了艺术家及其同时代人所经常看到的戏剧场景，而这些戏剧场景通常
是在教堂前面或是里面所表演的。画面的前景及背景建筑不断地强调这一效果：这些戏剧场景同样也
是来自生活的场景，来自对当时生活的两类体验，一是精心设计的戏剧形式，另一方面则来自直接观
察到的现实。该作品首先代表了北方对空间形式及其表现力或艺术处理方式的典型理解。建筑上的区
域在将画作联系起来的同时又清楚地将多个舞台空间分割开来。它们将观看者的视线引入到了一个想
像中的世界，并使他们意识到那梦幻般的——或者说是虚幻的——自然界。画中的建筑现实性与象征
性兼备，揭示出了一种北方人所特有的感情，而其核心便是对细节描述的热衷。似乎总是有物体不停
地跃人人们的眼帘。艺术家所追求的理想并非简单的和谐音符，而是复杂的多声复调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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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家之镜:历史背景下的北部欧洲文艺复兴》：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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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之镜》

精彩短评

1、翻译太烂
2、好吧，居然这本书的作者是我教授。。。受不了了！
3、13世纪之初，欧洲南北两个国家——意大利和荷兰竟然同时在油画上殊途同归
4、忽然发现这一套“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还都不错，原作选得很好，不那么通俗也不那么高深。
翻译上略有问题，比如把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译为“九十五篇论文”什么的。
5、社會史材料不少。
6、原来《阿尔诺芬尼夫妇》中那看似怀孕的妻子终生没有子嗣。
7、不深不浅。
8、社会视角算丰富，集中在15到16世纪的宗教影响。私人宗教、宗教改革皆泛泛而谈，个体的宗教幻
象到贵族的权利暗示，北方的细节性象征性内在关照都落实在世俗意义上，各部分略欠，从马丁路德
提出“只有信念”北方艺术家似乎就寻找着破坏肖像式的反偶像主义与偶像崇拜之间的平衡，另外看
似含蓄隐晦的无数隐喻之下，北方以其独有的热忱沉迷在个人欲望与精神信仰表达上的纠缠与自虐【
雾】，某种程度北方对中世纪的继承可见一斑。
9、内容不错，有的翻译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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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之镜》

精彩书评

1、副标题“欧洲北部”，应该确切规范为“欧陆北部”，因为按照本书前言啰里啰唆的划定，所谓
“欧洲北部文艺复兴”，其实就是尼德兰和勃艮第地区。在14和15世纪，当始发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接近尾声，没人想到在欧洲大陆的低地出现了应和，罗杰范德维登、扬帆埃克以及大美女凯特林娜等
人，用画笔戳点着颜料的同时，也涂艳了欧洲大陆最不该艳丽的那片潮湿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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