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艺术之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艺术之争》

13位ISBN编号：9787301251246

出版时间：2014-12

作者：(法) 马克·吉梅内斯

页数：222

译者：王名南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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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评价当代艺术？面对这一让人困惑的问题，此书围绕1990年代法国爆发的“当代艺术之争”，回
顾了1960年代至今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并将危机实质聚焦在美学言论的失效。
面对当代创作，现代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功能日渐式微。分析美学抛开欧陆传统美学“什么是艺术”
的本体追问，代之以“艺术在何时、何种条件下出现”的务实提法，独辟新径。但它对艺术的社会背
景与批判功能的刻意忽略，也使跳出“只描述，不判断”的教条，重建美学批评维度、重拾审美论证
，成为当代美学价值观走出重围的关键。
本书正是有感于此，在剖析当代艺术纷乱景观的基础上，省思各种艺术批评的得失，重构当代艺术的
美学批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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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啰里八嗦的呼吁，有点失望。当代艺术已经对于理论和批评免疫了的感觉。
2、明智者必汇通当下。
3、好书！！！！！（呵呵）
4、好空洞，几页纸能讲清楚的事情非要用一本书的感觉...
5、李军的前言非常值得一读。全书梳理的自杜尚“现成品”以降的当代艺术案例、欧洲90年爆发的艺
术之争，北美对之的重新定义。从打破艺术史的壁垒，到突破各个维度的成规、观念；所谓的“艺术
界”、所谓的主观与群体判断；哲学、美学与社会学的思辨；一一罗列却并无结论。艺术史已结束，
而这一百年来的当代艺术，究竟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是否有可能打破已成定势的“打破”本身，都
会随着这本小书被抛出来。虽然琐碎凌乱，还是可以看看想想，翻译得是挺好读的。
6、三星半。因为并没有可能读法文原版，因此不好说翻译怎么样。一些人名翻译不同，不过不是那
种全球统一但他非要翻得不一样的白痴错误，而是有一些两种说法的名字，可以接受。另外对于艺术
流派和代表人物，其实按照作者对时代和当代艺术的一些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的罗列出来了，好处
是，能够非常清晰的了解到这些人和当时所贴合的时代背景，坏处是，非常多的罗列，对于不是特别
特别了解艺术史的人颇有一点过于繁杂的感受。但整个书的逻辑和篇章归类是非常好的，能够很明白
的独到当代艺术在学术和社会中的被讨论被争议的论点。作者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讨论结果但态度是
明确的，所以可以作为论文的感觉去读，根据提到的人和事，一一深入可以了解很多当代艺术的脉络
。
7、像报纸文章，不过点到了不少重要理论家和艺术家
8、what the fuck r u talking about的赶脚⋯⋯ 主要争都在扯艺术批评流派之间如何相争，而且实际观点
的梳理 #圈儿内宫斗戏的赶脚 #为什么翻译版永远没有图片！没有图片写毛艺术史！！ 
9、多为60年代以来艺术案例的简介，加上某些理论家的思想概述，比如对举阿多诺和格林伯格的现代
理论，说明其在后现代艺术的失效，然后还重点推出了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理论，关系美学的布瑞奥
和朗西埃惊鸿一瞥，属于没啥创新之作。惟独对舍费尔（译成谢弗）介绍较多，而此人著作国内较少
引进，已有译本已确认为渣。
10、当地啊艺术研究者不容错过！
11、brief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 还是很好奇，艺术体制（今日人人在提而且有点过时的东西，听起
来像摄魂怪，越反对越强大）到底是怎样一种氛围？如何形成且扩张的？它如何面对那些彻底反对和
挫败它的那些作品？
12、现在的结束语是未来的卷首语。西方文艺理论者越来越喜欢中国的轮回。对丹托，阿多诺的引用
，完全是把一个论文拉长到一本书。特别用了1/5的篇幅讲屎尿逻辑。一方面嘲讽“杜尚之
13、难得读到好译本，已然边读边泪流满面。
14、作为理论太浅，作为事件梳理又太乱。当然也许是我一下午心绪不宁的锅⋯⋯
15、可圈可点，不过感觉更像把好多人的想法都拿出来说说
16、看了两遍，都能忘。mark一下。
17、当代艺术研究者不能错过
18、还可以吧，指出了不是缺理论而是批评和理论已经无效了。呼唤哲学和美学的回归，有点绝望。
19、干货不多略有点水写作也有点散。作者不接受分析美学和艺术体制论因为其倡导的自由与多元化
神话是嵌套于他们全盘接受的艺术体制本身，而后者变化的动力恰恰来自艺术之外，于是体制论者的
当代艺术必然无法定义艺术，也无法解释avant-grade的问题。作者认为当代艺术总的问题在于理论没
跟上，“当代艺术的危机首先是原则上本应对其负起责任的言论的危机”，于是需要重返康德的审美
判断的普遍性。但作者更多的看重康德要求的普遍性而不推崇pure form，于是又试图让当代艺术的理
论真正与社会政治科技blabla真正发生联系。怎么港，这书前半截水水历史事件，后半截非要在理论上
给各种妖魔鬼怪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blabla之中寻找共性，还不提供任何实际路标⋯⋯感觉没诚意。
20、屎 杜尚的屎 取之不竭的屎
21、当今发酵中的艺术流派绍介较多，理论多简单介绍，未戳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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