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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肯尼斯·克拉克爵士是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史家。在他非凡的一生里，他曾担任过伦敦国立美术
馆馆长，牛津大学美术史教授，英国独立电视管理机构主席，英国艺术理事会主席，他一著述甚丰。
这本书可溯源于1953年的一个美术系列讲座，即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举办的米伦，版权法列讲座。40
多年之后，它以一种新的面貌进入了探讨和阐释人类最深刻的想望与关切的伟大作品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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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她总在震撼我们的内心　　序摘　　在西方艺术史上，裸像曾在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统治了雕塑
和绘画，分别是古代与文艺复兴时期。但自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来，还没有一
位专门的艺术史家意图去概括这两个时期的艺术历史。　　今天懂得欣赏古典艺术的人越来越少，这
极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于美的理解力。一些专家像从事考古学研究一样对待伟大的作品，他们用显微镜
一般的眼睛反复观察那些干巴巴的事实佐证，但是却无法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些似乎引不起我们任
何情感共鸣的作品，千百年来却使得那些站在它们面前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为之倾倒并流下热泪。
　　作为一本西方艺术史的经典著作，本书的侧重点在于古希腊人体雕塑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艺术(
雕塑与绘画)。裸像曾经激发出了最伟大的作品，作者的意图即在于通过对裸体美在这两个时期的表现
来勾勒出一部优美的古典艺术史，从而唤起读者对于古典美的领悟。　　本书的作者肯尼斯克拉克爵
士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史家，在其非凡的一生中，他曾担任过伦敦国立美术馆馆长，牛津大学美术
史教授，英国独立电视管理机构主席，英国艺术理事会主席等诸多重要职务。本书脱胎于他1953年在
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举办的系列讲座。40多年之后，它以一种新的面貌进入了探讨和阐释人类最深刻的
想望与关切的伟大作品圣殿。　　　　这是一本由裸体艺术的角度勾勒出的西方美术史，作为一位文
艺复兴绘画的研究专家，本书的眼光极为独到地分析了古希腊与文艺复兴两个时期的雕塑与绘画艺术
，为现代人进入这两个伟大时代的艺术境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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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体艺术写生的变迁史　　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还不满17岁的刘海粟，在乍浦路创办起中
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专科学校），积极介绍西洋美术，推进
美术教育。学校设有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工艺图案、音乐、图画音乐、图画手工等7个科系，逐
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美术人才，学生遍及海内外。　　1917年，当时上海美专西洋画系已开始采用
西欧美术界早已风行的人体模特儿写生，在是年举行的成绩展览会上，陈列有人体习作素描。消息传
出，震动一时，参观者初见裸体画，莫不瞠目结舌，议论纷纷。有位校长先生惊骇得不能自持，竟破
口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蟊贼，太伤风败俗了，应该予以惩戒。"接下来，舆论大哗
，视刘海粟如洪水猛兽。军阀孙传芳甚至还要通缉刘海粟。　　模特儿这个概念是从英文model一词
音译出来，原意是模型，原型，典型，样板等。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外延有所扩大。最早用来指
那些为画家、雕塑家制作作品时提供形象或姿态的人；后来还指那些为女时装店推销产品而穿着时装
招徕顾客的人；再往后，又包括那些以自身做广告的人等。总之，他们都可用“模特儿”一词来指称
，只是根据不同的从业领域而在前面加上不同的定语，如绘画模特儿、时装模特儿和广告模特儿等。
当这概念引进中国后，因为是作为专业术语而音译过来的，所以反而数典忘祖，不必计较其原意，一
听“模特儿”三个字就明白是指从事上述职业的人了。　　最早出现模特儿，从史料看应该是在古代
希腊。众所周知，古希腊留下了大量的雕刻和绘画人物作品。雕刻多是云石或青铜，而绘画是画在陶
瓶上的装饰，所以有幸被保存下来。这些艺术形象，多半是希腊神话中的神，也有地上生活中的人，
尤其是竞赛夺魁的运动员，还有就是英雄。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有其特定含义，那就是天上的神与地上
的人结合而生的后代。这些形象有着衣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裸体的。人物的塑造非常准确，马克思
把它们誉为后世难以企及的典范。　　古代希腊还流传着另一则有关模特儿的故事，就是画家阿贝勒
士与模特儿的一见钟情。阿贝勒士也是公元前4世纪的人，被誉为当时希腊最好的画家，流传下来的
逸事也不少。亚历山大大帝很赏识这位画家的才华，并且非常器重他。一次，阿贝勒士受大帝之命，
为他的宠姬康贝士贝绘制裸体肖像。但当他看到眼前这位王妃的玉貌冰肌时，竟然无法自持而坠入了
深深的爱河。亚历山大是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统帅，公元前336年在他仅20岁时就已当上
马其顿的皇帝，不仅占领了希腊各邦，而且远征波斯、埃及直至印度，13年间转战欧、非、亚三洲
，33岁时因疟疾死于巴比伦。他的霸业虽属壮志未酬，但却把希腊文化带到了东方，也把东方文化带
到了希腊，在文化史上立下了赫赫功业。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话再说回来，这
位威震一时的大帝的确具有统帅风度，不但在军事上怀有雄才大略，在生活上也不失宽宏大量。当他
觉察阿贝勒士的心绪之后，就干脆将爱妃让给了这位自己所敬重的画界朋友。19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大
师大卫就曾以此为题材画过一幅油画《描绘美丽康贝士贝的阿贝勒士》。　　古代希腊人创作了大量
的裸体艺术作品，它们结构准确、造型生动，并被赋予某种特定的意蕴。从总体观察，古希腊艺术的
特色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然而个别分析，不论是神是人，又都各具个性。能够完成这么大量
的作品，有着经济、政治、宗教等的诸多条件。譬如，古典主义世界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以自己的妻子为模特儿，也是历史上的许多艺术家常有的做法。17世纪的巨匠鲁本斯就是最好的例子
。　　17世纪的另一位巨匠，荷兰的伦勃朗也是以妻子为模特儿绘制出不朽之作的一位画家。　　把
“皇上”和皇后、妃子或者皇亲国戚、公卿大臣及其夫人们赤身裸体地表现在美术作品上，在西方艺
术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意大利模特儿在19、20世纪的前卫艺术中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尽管20
世纪初的画家们对裸体艺术重新发生了兴趣，正如肯尼思·克拉克所指出的：“象征主义和抽象性的
因素使裸体不适合成为印象派画家的创作主题，但恰恰是这些因素为后来的裸体主题充当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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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纽约时报》评论说：肯尼斯·克拉克爵士以他特有的温文尔雅将他于数十年前在华盛顿举办的
一些讲座延展成为一本书，这本书读起来不仅令人愉悦而且极富知识性和冲击力⋯⋯作者对语言的出
色把握和他广泛的好奇心以及视觉记忆的敏锐度相得益彰，而这本书正是作者这些特质的朴素而优美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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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任何一个裸像，无论它如何抽象，从来没有不唤起观者的零星情欲，即便是最微弱的念头。如果
不是这样，它反而是低劣的艺术，是虚伪的道德。
2、古典 裸体 雕塑 绘画
3、任何一个裸像，无论它如何抽象，从来没有不唤起观者的零星情欲，即使是最微弱的念头，如果
不是这样，它反而是低劣的艺术，是虚伪的道德。
4、这翻译真是。。。。
5、受益匪浅。似乎真的在无形中影响到自己的审美。
6、裸像不只是题材也是形式。在alternative convention的那一章很有启发，根据反异教的精神，裸体的
神极度危险，此时视肉身为精神的降格形式，所以中世纪时期裸体是耻辱的化身，多出现在逐出伊甸
园题材中，瘦而悲哀，不会激起欲望。
7、裸体为作者观赏艺术史的一条线索，但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对艺术史的探讨一种。对于裸体本身的
意义提的不多。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翻译带有80年代的特色，有些地方过于煽情，有些地方的专业词
汇与现在的通译不同。
8、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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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斜卧式“维纳斯”：苏醒、抗争与去蔽的身体意象一、斜卧式的女性裸像作为女性身体意象的代
表人物，裸像“维纳斯”一直是欧洲艺术魂萦梦绕的一个艺术形象。古希腊时期女性裸像虽然没有像
男性裸像那样经历了复杂的谱系化的探索之路，但却产生了像《克尼多斯的维纳斯》、《米洛斯的维
纳斯》这样的艺术杰作，充分地体现了古典时期女性身体的理想美。不过，“维纳斯”在古典时期的
后期就开始逐渐被艺术冷落，中世纪时期又成了道德和宗教责难的对象，这个艺术传统历经了极具破
坏性的断裂。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维纳斯”才开始逐渐再次现身于艺术的殿堂，并有了更为丰富多
样的表现，而且在后来的艺术中不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和模式。这样，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语境的
变迁中，维纳斯从罗马神话中的女神逐渐演变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符号，不断反映着裸像艺术家们文
化思想和艺术理念的嬗变。作为一种表意的符号，人类的身体姿态是表达情绪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
传达文化精神、艺术风格的重要代码之一。在裸像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维纳斯”的主要姿势也随着
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从古典时期主要的立姿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后的坐姿和卧姿。在
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艺术家们在斜卧式姿态中找到了能够更充分揭示不同时代文化特征，并展示其最
为动人、最为深刻的艺术魅力的“维纳斯”形象。斜卧的女性身体将身体拉伸到最长，使之具有最大
程度展示自身的可能性，象征着敞开、开放，象征着对所有人的接纳。从图像学和心理学上来说，斜
卧式是最具“女性特质”的一种姿势，这样的姿势与其他身体部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更能充分地说
出女性身体的秘密以及揭示隐藏其中的文化主题和复杂意味，比如能传达出一种更加世俗化、人性化
的情感，比如能通过目光的抗争，揭露窥视的“阴谋”，比如能呈现身体的“无蔽”空间，揭示其与
宇宙的关系等等。相反，男性裸像更多采取的是站立的姿势或者端坐的姿势，因为这更能展现其人体
力量、英雄气概及悲壮情怀。第一次让女性裸像“维纳斯”躺下来的是乔尔乔涅的《沉睡的维纳斯》
。乔尔乔涅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有着非凡魅力的画家，对后继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审美哲学
家来说，在真实的乔尔乔涅和他现存可靠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个‘乔尔乔涅风格’，它体现在不同人
身上。”[1]而这幅斜卧式的维纳斯就是“乔尔乔涅风格”的集中体现。对于裸像艺术来说，这是一幅
完美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画作。肯尼斯·克拉克认为，由于沉睡的维纳斯如此静谧、自然，以致大
家不能马上注意到她的独创性，“她不是古典的，一个斜倚着的裸体妇女从未成为任何古典著名作品
的题材，虽然在酒神石棺上可以发现类似的裸像。”[2]酒神石棺上斜卧的裸像是作为群像中的一部分
，而且并不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但乔尔乔涅的“维纳斯”则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是艺术作品的关
键点，她的“躺下来”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斜卧式维纳斯”是如此的独具魅力，因此成了后来女
性裸像的一个经典图式，影响了众多裸像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从乔尔乔涅开始，经过提香、委拉斯贵
支、安格尔、戈雅、马奈、莫迪里阿尼、亨利·摩尔等人的不断演绎，斜卧式“维纳斯”这座神奇的
女神像，在艺术领域中持久地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二、世俗“维纳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文艺复兴
时期是“维纳斯”重见天日的重要阶段，标志着“维纳斯”在艺术史中再次谱就她的辉煌图卷。“文
艺复兴”，即“在古典规范的影响下，艺术和文学的复兴”，其主要思想是关怀人、尊重人，突出以
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体美的展现，因此裸像“维纳斯
”就再次应运而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古希腊的美学传统为楷模，描绘了多种多样的“维纳
斯”，并以此来恢复古代的对人体美的颂扬。肯尼斯·克拉克认为，文艺复兴高峰时期的维纳斯并不
是在罗马发明的，而是在威尼斯发明的。首先发明具有古典风格维纳斯的是威尼斯学派的重要人物乔
尔乔涅。他创造了“维纳斯”美感的楷范，并将维纳斯纳入了自然化的范畴。而威尼斯学派的另一位
重要人物提香则是将“维纳斯”进一步自然化、世俗化的另一位艺术大师。乔尔乔涅的《沉睡的维纳
斯》与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是威尼斯“维纳斯”的代表作品。这两幅画相隔30年，它们体现
了“维纳斯”从一位带有些许人性特征但仍是神圣女神的艺术形象，发展到一位完全“苏醒”过来的
世俗化女性形象的过程。乔尔乔涅的“维纳斯”置身于优美的大自然之中。她的身后是一幅恬静的田
园风光图——流动的云彩、安宁的山坡、房屋和树木，这些自然风景起伏一致，与人体的曲线节奏相
互呼应。天空中落日的余辉与人体柔和的淡黄色相映，整幅画呈现出一副温情脉脉、微微欲醉的基调
。“维纳斯”斜卧在大自然中的躯体优美而温柔，匀称而舒展，左手轻轻地搭在自己修长的双脚间，
遮住私处，右手则枕在脑后云雾般的长发之下，构成了一条富有节奏的曲线。她的身体被这条轻盈的
曲线包了起来，就像一个被裹起来的花苞，封闭在一个圆融、自在的状态之中。“维纳斯”双眼微闭
，以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融入这种超凡脱俗的语境之中。她成了大自然的化身，仍保留着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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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像与以往的人物画作品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关注自然，这在于当时人文
精神的绽放，同时也归功于透视法的发明。乔尔乔涅将神话人物移置到了大自然中，赋予自然与人体
同样的重要地位，而两者的水乳交融则给人一种理想美的享受。沉睡中的“维纳斯”是人与自然（神
）的合体，是人的肉体与人的灵魂的合一。乔尔乔涅的“维纳斯”仍流淌着自然神话的血液，而提香
的“维纳斯”则已完全来自人间。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比乔尔乔涅的《沉睡的维纳斯》晚
了整整30年，基本沿用了后者的斜卧图式，只是整个身体稍微向右倾了一下，右臂和右乳的位置稍微
有些变动。但在《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中，“维纳斯”已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她留有一头漂亮的金
色长卷发，戴着精美的发饰、珍珠耳环、手镯和戒指，右手拿着玫瑰花，透出一种贵妇人特有的高贵
而淑雅的神情。毫无神性的“维纳斯”将她那热烈而挑逗的目光投向画外，满怀激情地等待着情人的
到来。她那含情脉脉的目光象征着“维纳斯”已经从自然神性之中“苏醒”过来，传达出她对于世俗
生活的强烈欲望。这时的“维纳斯”已经被移到了装饰华贵的室内。《沉睡的维纳斯》中云彩、树木
、远山、村庄等自然风光式的背景被室内的陈设、两个女佣、一只白色哈巴狗的世俗生活场景所取代
；而背景则被墨绿色的帘幕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女佣在室内忙活的身影，另一半则处于黑暗之中，帘
幕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偷窥的欲望。这一切都意味着提香的“维纳斯”已经彻底地从天上来到了人间
。1538年的提香已不再是30年前的提香，不再是乔尔乔涅的朋友和卡多尔人的那个提香，而是大公贵
族们的朋友的提香。当时的社会时尚已经对大自然中的裸体美失去了兴趣，贵族大公们需要的是斜卧
在床上或倚在椅子上的“维纳斯”，需要的是体现他们生活趣味的“维纳斯”。这时，“维纳斯”彻
底地进入了世俗生活之中。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曾借宾客普赛尼阿斯的话断言有两个维纳斯——
“天上的”和“世俗的”，柏拉图后来又将她们称为“神圣的维纳斯”和“自然的维纳斯”。如果按
照柏拉图的划分法，《沉睡的维纳斯》应该属于神圣的维纳斯，离天上的维纳斯更近一些，而苏醒过
来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则彻底地成为了世俗的维纳斯。在提香的笔下，“维纳斯”彻底从神性中
苏醒过来，完成了从神话走向自然，走向世俗生活的历程。三、目光的抗争：《奥林匹亚》“当我们
的艺术家们给我们维纳斯时，他们修正自然，他们撒谎。爱多艾德·马奈问他自己，为什么撒谎，为
什么不说出真相；他为我们引见奥林匹亚，这个属于我们时代的姑娘，你们可以在人行道上遇上她。
”[3]左拉对马奈这幅极具颠覆性的《奥林匹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其视为马奈“个性定型”的
标志。而约翰·拉塞尔则将其视为“19世纪最具挑战意义的作品之一”。与乔尔乔涅、提香的“维纳
斯”相比，马奈的这幅画作提出了诸多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在这里，文艺复兴时期极为重要的透视效
果消失了，画面没有任何景深，所有形象都被挤在一个平面上。更重要的是，“维纳斯”的艺术形象
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也发生了断裂般的变化。《奥林匹亚》在1865年的巴黎秋季官方沙龙上展出之
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争议，激怒了评论家以及艺术爱好者们，“他们愤怒的真正原因在于这幅画
几乎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在可能环境中真实妇女的裸像。”[4]。在《奥林匹亚》中，乔尔乔涅式的
“维纳斯”的腿部姿势基本保持不变，但左手却微微地张开五指，大方而有力地搁在右腿上，脚上也
穿上了一双精致的拖鞋，耳鬓别着一朵鲜花。背景是一片暗褐色，由碎花帘子分割开来，身旁的黑人
女仆手捧一束也许是崇拜者刚刚送来的献媚的鲜花，最右边隐没在黑色背景之中的是一只尾巴翘在空
中，象征着男性性能力的黑猫，定定地盯着它的女主人。这一切都意味着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是一
个在当时社会中可以经常见到此真实裸像的环境。画中的环境以及女主角身上的饰物同时也表明了她
的真实身份——妓女。在当时，尽管将妓女作为表述对象并非不可能，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社
会要求它必须符合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或者必须强化其温顺而优雅的特点。而马奈的“维纳斯”
没有任何道德的伪饰，满脸不无轻蔑的表情展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妓女形象。这必然会使观看者感到
窘迫，也必然会遭到那些评论家强烈的批评。克拉克在《一八六五年有关&lt;奥林匹亚&gt;各种论述的
前言》中指出，当年在提到马奈的六十多篇文章中，就有诸多将这位“维纳斯”说成“穿着橡皮衣的
怪物”、“黄肚子娼妇”、“保尔·尼盖黑夜的少女”、“长袜阶层的女人”之类的谴责之词。[5]除
了“维纳斯”所处的环境及其所表明的身份，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使得这幅画能产生如此巨大的
争议，那就“维纳斯”的目光。《奥林匹亚》中女主角的眼光直接、大胆、犀利，冷冷地直视着画家
以及所有的观看者。而在此之前，如波提切利、乔尔乔涅、提香、库尔贝、戈雅等人笔下“维纳斯”
的眼光，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温顺动人，只是为了讨好男性观看者的“窥视”心理。这样的“维纳斯
”的身体只是男性观看者“可触摸”的身体。而在《奥林匹亚》之中，这种可触摸性被取消了，画中
女性的眼光直逼观看者，洞穿了窥视者的窥视，让窥视者现身，并使窥视者开始感到不自在。关于男
性的这种“凝视”，劳拉·穆尔维曾论述过：“男性观众躲在幽暗的电影院中观看画面中巨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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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满足的是自身的色情心理，女性在此只是被物化的身体。直到画面中的女性也把目光投向了画
面之外，男性观众的偷窥心理被识破，羞愧难当。女性意识在这种挑衅中苏醒。被观看者拥有了与观
看者同等的权力。”[6]所以作为窥视者的评论家和艺术爱好者，在这幅画面前不可避免地感到了羞耻
和愤怒。“维纳斯”作为观看的对象，在传统裸像中经常受到男性眼光的影响，因为画家、观赏者、
收藏者通常都是男性。正如约翰·伯格曾指出的：“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不
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
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7]在西方绘画中，波
提切利、乔尔乔涅、提香、安格尔、戈雅等人的“维纳斯”都是作为景观而存在的，她们都在像男性
般地审视并打造着自己的女性气质。但随着社会与艺术的发展，艺术家们对此产生了怀疑。在马奈的
《奥林匹亚》中，“维纳斯”自己也对她的角色感到不满，并进行了反抗，她以其略带嘲弄的神情和
直逼观者的目光将欲使自己成为“景观”的男性的窥视揭示了出来，使其隐藏着的窥视者现身于明亮
处。在马奈这里，观看女性的方式第一次发生了变化。四、“无蔽”的身体意象到了风起云涌的20世
纪，几乎所有的经典艺术形象都被艺术家们进行了更为大胆、更为彻底的探讨，裸像“维纳斯”也不
例外。而在对“维纳斯”的大胆探讨中，英国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无疑是做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之
一。摩尔对人体形象，尤其是对女性人体形象情有独钟，“我自始便对女体造型较对男体的兴趣大，
几乎我所有的素描和雕塑的构想都来自女体。”[8]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女性裸像为主题的雕塑作品
，其中斜卧的“维纳斯”是其创作生涯中最持久、最重要的象征形象之一。在摩尔看来，站立、端坐
和斜卧这三种姿态中，斜卧的姿态弹性最大，最具造型美和空间感，是表现雕塑的永恒魅力的最佳姿
态。自1926年到1980年，摩尔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斜卧女性裸像的探讨，惊人地创作了数十件斜卧的“
维纳斯”。这些斜卧像基本都是斜卧、回首的姿态，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变化，但从霍顿石到混凝土
、木雕、青铜、石膏、大理石，从具象到抽象，从一个形体到两段式、三段式、甚至几件套形体，雕
塑材料和艺术风格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摩尔早期的斜卧“维纳斯”受埃及人像、亚述浮雕、非洲黑人
木雕以及墨西哥印第安人石雕的影响，体态丰硕，线条流畅，富有力感，展现出内含的强大生命力，
让人想起原始艺术崇拜的强大生育能力。1930年之后，摩尔开始与巴黎前卫艺术家毕加索、阿尔普、
贾科梅蒂等人接触，人体雕塑变得抽象起来，同时在探索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打开雕塑身体内部的“
孔洞”技术。摩尔的“维纳斯”通过打开身体内部的空间，通过对身体的遮蔽与敞开之间的争执，去
除了传统空间对身体的遮蔽，延伸了身体的新的可感受性。1938年的石雕作品《斜倚的人像》，是摩
尔“维纳斯”的一个代表作，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在这件作品中，“维纳斯”的右肘、臀部和
合一的脚部着地，支撑着整个身体，头部微微向上仰起，乳房与臀部之间的部分被凿空，胸腔和腹部
都消失了，大窟窿边上的双乳显得尤为突出。而双腿之间的部分也被凿出了一个小孔洞，曲起的双膝
，微微张开，呈现出山丘隆起的态势。“维纳斯”的身体呈现出大自然生命力的质感，令人联想到古
老的石柱和礁石，使人想起自然力作用之下的山峦和沟谷。而穿过“维纳斯”身体的两个大孔洞，则
赋以了雕塑本身更丰富的形态和意义。它打破了西方传统雕塑固有概念——雕塑是被空间所包围着的
实体，将空间置入了雕塑自身，即身体内部，为身体及其空间中的“空虚”带来了延伸的精神氛围。
“空虚并非一无所有。它也不是缺乏。在雕塑表现中有空虚在游戏，其游戏方式是寻索着-谋筹着创建
诸位置。”“诸位置开启一个地带并且持留之，把一种自由之境聚集在自身周围；此种自由之境允诺
各个物以一种栖留，允诺在物中间的人以一种栖居。”[9]“维纳斯”被打开的身体中，“世界”敞开
了出来。古老的山石、苍凉的风、自由的云彩、上帝的光、辽阔的黑夜、身体的疼痛，坚韧的承受，
瞬间的体悟，这一切都集聚于“维纳斯”的身上。摩尔的“维纳斯”创造了一种自由之境，开启了“
世界”，呈现了雕塑（身体）“无蔽”的存在。我们在“维纳斯”的身体中感受到了我们的被淡忘已
久的真实“存在”。20世纪的我们越来越远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环境
，都不再是人类身体自身的反映，逐渐变成了程序、系统和结构的寄生物。由于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
，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作为自身存在根基的“身体”感受，丧失了“诗意的栖居”的生存条件。而我
们的先祖最早却是通过诉诸身体隐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思索的。“往昔的先辈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身
体来思考宇宙，并通过宇宙来思考自己的身体，彼此构成一种浑然一体、比例得当的宇宙模型。”[9]
摩尔通过探讨打开空间的雕塑身体以及将雕塑置于大自然之中，重新找回了身体的真实“存在”以及
身体与宇宙的关系。在摩尔的“维纳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敞开”和感觉的延伸，我们可
以感受到身体与山坡、田野、森林等自然风景的协调。那些安置在大自然中的身体，就像是从大地中
生长出来的生物，它们不仅有着外形上的相似，而且有着类似的力势，有着息息相通的生命气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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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身体中的孔洞，身体与蓝天白云、花草树木、与风、与光等大自然中的物体进行互动交流，
相互嬉戏，身体与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被打开身体的“维纳斯”安然地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使
人隐约感到了宇宙的秩序。参考文献：[1]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2[2]肯尼斯·克拉克.裸体艺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3]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5[4]肯尼斯·克拉克.裸体艺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5]弗兰西斯·弗兰契娜，
查尔斯·哈里.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6]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
事性电影.[7]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陆军编著.摩尔论艺.北京：人
民美术出版社，2001[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0]约翰·奥
威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看这书的时候我在上高中。那段时间爸妈很神奇，我要什么书都给我买，从裸体艺术到梦露的大
幅照。这书的翻译极其晦涩，因为作者介绍作品的时候，用了很多专业词汇，还是意大利的词根（比
如contraposto啥的）。而他在抒情评论的时候，用的又是莎士比亚的范儿：怎么听着怎么都不是日常
谈话的词汇。如果不爱艺术，读这本书简直是折磨。我断断续续费尽的啃了几章，就把它放在马桶旁
边了。后来每次上厕所都看。越看越来劲，妈说我是找便秘呢，狠狠批了我几次。没有一点亵渎此书
的意思，只是一点儿回忆，因为接了地气，变得更加温暖真实起来。我看得最上瘾的是阿波罗那一章
。这让我彻底爱上了米开朗基罗。作者不知道是否有同志情结---他是个来自腐国腐学院的blue blood，
后果可想而知，但他对米开朗基罗的用词是热情澎湃且敬仰的。后来谈及建筑，他似乎也很不喜欢和
米大师对着干的布拉曼特。可惜的是后面两章都是介绍维纳斯的，男艺术家们固然谈起来眉飞色舞，
但对我而言确实很无聊。作者说鲁本斯笔下的胖女人是生机勃勃的，当年看这段的时候觉得愤慨：胖
女人真心丑。现在摸着自己的肚子回想起来，胖而不垂，那也是艺术化的升华呀。然后是建筑。那些
极其风格化的图书馆窗口，让我每次看到一面文艺复兴时期的墙，都能瘾浸半天。后来拿到了这书的
英文版，才发现除了一些晦涩的专业词外，翻译的还是很贴切的。毕竟太冷僻，能做到信和达就足够
用了，有翻译发挥反倒不好。作者出身名门，一家子都是闲贵。这是前天晚上才无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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