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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

内容概要

晚明时期，品类繁多的“物”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过去所不曾享有的重要角色，关于物的分类、使用
、品评，以及对它们所感到的不安或褒贬，成为晚明士人关注的话题。
牛津大学教授柯律格的名著《长物》，以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一书为例，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
同时也跨越学科界限，参照社会文化理论，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
、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它们如何被鉴赏、使用，如何成为被消费的商
品，以怎样的方式流通、被接受，以及它们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意涵，是一部有关晚明文化消费的经
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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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

作者简介

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曾任
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中国部资深研究员兼策展人15年，并自1994
年起先后执教于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艺术史系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柯律格
是当前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中国文明史的重要学者，自1991年起陆续出版《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
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1）
、《丰饶之地：明代中国的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1996）、《
早期现代中国的图画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7）、《中国艺术》
（Art in China, 1997）及《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1559 , 2004）、《大明帝国：明代中国的视觉和物质文化》（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2007）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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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大航海时代中国都市的艺术生活与文化消费　洪再新
2004 年版序言
导 言
第一章 物之书——明代的鉴赏文献
第二章　物之观念——明代鉴赏文学的主题
第三章 物之语——明代的鉴赏语言
第四章 往昔之物——古物在明代物质文化中的功能
第五章　流动之物——作为商品的明代奢侈品
第六章　物之焦虑——明代中国的消费与阶级
结　语
注　释
附录一 《长物志》各卷的（审）定者
附录二 1560—1620 年间艺术品和古董价格选编
一手资料参考文献
二手资料参考文献
鸣　谢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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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

精彩短评

1、中译本很棒。
2、大概是翻译也不太好吧，读起来感觉有点空洞。
3、从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探讨，明代的商品经济崛起，从另一个角度看长物这本中国式小资生
活指南
4、物质文化要从古代人抓起
5、一般
6、刚开始读，翻译得太不顺，错别字不少，还有一些车轱辘话。感觉有几章逻辑并不太通顺，研究
还没有特别深入下去（当然找不到史料作品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作者所阅及引用的文章篇目数量
惊人，信息完备，论述充分，提出了特别的物质文化/消费视角以此出发来研究艺术社会经济历史。最
后一章和结语的逻辑清晰，作者及其他学者给出了不少极富价值的观点。对艺术史研究后继者是一个
启发。
7、论述方式有点捉不到重点，再加上不太流畅的翻译⋯其实就是布尔迪厄+一点鲍德里亚，如今读来
也说不上有多么新鲜。结语延伸出去提到Burke和Bloch的地方倒是有点意思，虽说并没有觉得此前若
干章的讨论引向了这样一段东西。
8、主要参照布尔迪厄、阿帕杜莱、鲍德里亚等学者的社会文化理论，对晚明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
社会状况展开分析，但总感觉论述的层次和逻辑性不够分明，征引的理论跟要分析的社会历史之间似
乎仍然是“两张皮”，有隔靴搔痒之感。
9、读起来比较晦涩分神 但仍不失为一个看问题的独特角度
10、对了一部分英文原书，翻译得挺好的。
11、我无法去深入考察究竟谁“抄袭”了谁，谁“借鉴”了谁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可以将明代全
部的鉴赏文学设想成一个由大量个体作家不断重述的一个单一的社会文本，这样可能会更为有益。有
时候我会想莎翁的剧和汤显祖的剧，甚至其他的明清传奇都是在之前许多文本积累的基础上写就，这
种是复古还是创新？所谓推陈出新，陈的部分究竟要占据多少，所以经常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本产生
困惑。即使是西方也是一样，许多主题，或者叫母题，都是以往有过并且影响巨大的，如《圣经》中
的许多情节类型。但是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有关剽窃和原创的概念又不适用于分析明代的文学，特别是
书中所述的鉴赏文学。出版学的角度或许是一个切入点。
12、物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鉴赏的“思想史”
13、解析“商品”在社会中的功能，并以明代中国为分析范例。（6章分别是：商品海报—选购窍门—
广告语言—畅销概念—手工制作—大规模生产）
14、以为能看到一本高富帅版本的古代《GQ》，标着九螭玉尊多少钱，黑漆倭箱多少钱，洞庭柑橘
多少钱，虎丘香茗多少钱，“霜天玉罄”古琴多少钱，秦淮名妓顾眉多少钱，谁知是学术论文。牛津
教授柯律格必须承认，文震亨《长物志》的读书笔记有很多种写法，写成论文显然是点击率最低的那
种。文出身贵，见识广，类似晚明的花总，对一些“无用之物”鉴赏力卓绝，36岁那年，为逼格人士
留下了12卷本装逼指南。不过教化和文明的极处，也蕴含着衰败的动因。文震亨61岁的时候因清军攻
占苏州并推行剃发令，绝食六日而死
15、2016年已读086：立足于晚明的社会情境，着眼于明代的闲适玩好之事，以文震亨《长物志》及其
他类书作为切入点，从《长物志》与其他鉴赏文献的异同、鉴赏主题的大致分类以及这些享乐之物如
何流动、如何被消费、如何影响一个阶层的交际，勾勒出明代的奢侈品市场发展史与士大夫阶层的享
乐文化。只是，本书虽标榜意在阐释 “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但作者的论述总让人
感觉太过“外围”，点到即止、戛然而止，没有很好展开。
16、不大能get到点（或是本身就没点？
17、最早将“早期近代”、“消费革命”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作品，学术史地位比研究本身质量高。
这本书的精彩之处是中文版序言。简直就是关于布迪厄学说如何应用于早期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
个阅读指南。
18、虽然是对晚明江南地区俗人尚雅风气的调查，但许多现象都可以作现代的参照。例如精致物件是
如何作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名人效应使得这些长物供不应求，教导土大款如何生活得有品位的书籍
出现并成为一种类别，鉴赏家在各种土豪之间游刃有余等等。值得再细读一遍。并且第一章以《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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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

全书总目》为基础论述明代的鉴赏文献读起来格外舒服，治学果然还是要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
19、艺术社会史
20、好看
21、艺术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22、有些横向比较还是挺有意思的
23、篇幅不大但启发很多。江户早期对于物的关注可以拿来比较
24、很好。以文震亨的《长物志》为切入口，研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晚明社会格局以及工商业、工
艺发展等情况，中外古今纵横对比，书不厚，内容很厚，理论扎实，很有用的书。
25、不如《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那本。看目录框架倒是很清楚，进入各章就有点抓不住。鉴赏语言
那章是败笔！把《长物志》作为变动风尚中的一帧而非“晚明风雅标准”有点意思。中欧物之书对比
好多次也没有比出来什么。
26、坦白讲，只看懂了最后一章。。。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
27、对于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的运用不清不楚。目录中似乎还算有个清晰的脉络，然而具体读起来发
现很混乱。柯律格的艺术史都不太像“艺术史”，对于社会文化的分析是一个不错的视角，然而这本
明显没有运用到这种角度上的优势。行文有些天马行空，就像想到哪说哪，跨度太大。翻译比较拗口
，但还算准确。
28、2015-10:1。在去英国出差期间看了这本书，也正好参观了作者所在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
。偌大的博物馆却只有仓促的时间，所以只能舍弃许多展品，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该馆的珠宝展室。
29、话说真是到哪都躲不开Bourdieu和Foucault⋯⋯
30、围绕着一本明代士绅的器物指南《长物志》在几条线索上展开：（1）器物鉴赏书籍的出版文化史
（《长物志》既然消费指南，本身又是消费品）与对应的精英社会／知识网络；（2）器物谱系、鉴
赏知识的建立与精英身份打造；（3）晚明的政治经济转向、消费文化兴起，以及士绅的价值心态。
信息量勉勉强强，对于布迪厄、阿帕杜莱等学者的理论点到为止
31、结构上还是清楚的，八卦工作也做的够深
32、一些在成书时也许新颖而现在看来有点过时的观点，但可贵的是对于文本本身及其所承载观念的
剖析。关于跨阶级的消费与奢侈风气造成晚明“礼崩乐坏”的章节，可以与卜正民那本《纵乐的困惑
》彼此参照。
33、消费促进风俗的形成和生产的发展。品味彰显了身份（自我认同）与权力。
34、哎，一个把“长物”理解为必需之物，把张僧繇认成唐代画家的Oxford学者。
35、入门级，对文化了解比较深的没必要读~
36、什么才是《长物志》，以及它所重复 修改的文本讨论的对象是什么，答案当然是社会，变动不居
的物品是社会的缩影，通过这些物品，我们并非看到社会本身是什么样，而是在受过教育的文化精英
眼中所认为的样子。
37、围绕“长物”一词开展的叙述，文中有些观点颇有趣，可做闲暇读本
38、意犹未尽，给了些资料，却在观点上支支吾吾，译者水准更是不敢恭维！
39、似是学术大纲，并没有展开说透，只能当学术文作了解，而且译文似乎也有问题，看起来总觉是
隔靴搔痒，没讲明白。
40、经典
41、略显矫情⋯⋯⋯
42、翻译有点绕。。但很多地方很有启发
43、视角是亮点。读来解闷也很有意思
44、用布迪厄的“区隔”理念解释明代物质消费与文化阶层的关系不能更赞。将晚明社会的消费和观
念与其他的早期现代社会相比较，（于我）很有启发性。
45、通篇像是做论文似的，有一个观点到是有趣，说物品收藏有点资本主义的端倪
46、作者曾为V&A策展人
47、明代艺术品市场考
48、+_+
49、明代文人装13指南，但是作为外国人当做专门学问来研究，还是值得尊敬的。并且引经据典，切
入点诚恳。

Page 6



《长物》

50、其实古代也跟现在差不多，花一千两银子买《富春山居图》，跟现在刘益谦花两三亿买鸡缸杯区
别不大。作者免不了习惯跟西方对比，但其实很多东西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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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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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

章节试读

1、《长物》的笔记-第66页

        当一件艺术作品为赢得钦羡而作，“出自何人”成了首要关心的问题，对其内在卓越品质的视觉
品鉴则退居其次。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收藏家加入了文化精英的行列：他连结（同样亦被连结）着
古代的文化偶像，与他们的个性、才华和声望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成为收藏的首要功能。
物品是社会性的角色，而关于物品的文本并不是对于物品行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记录，而是自成一体，
不断发挥其参与作用。
在漫长的岁月中，中文书写形式异乎寻常地稳定，给人以一种数千年来连续一贯、根本含义不曾改变
的感觉。尽管已有众多论著致力于阐述中文发音随着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变化，但对同一时期文字内涵
所发生的的同样重大的变化却关注甚少。尽管有些字典引用了某个字词或成语最早的，或至少是较早
时期的用法，然而却没有一本字典能够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探明一个词随着时间而发生的语义变化过
程。

2、《长物》的笔记-第119页

        厉害了～这是继承遗产，还是新型交易？

3、《长物》的笔记-第80页

        “赏鉴”和“好事”这对词蛮有有意思的～

4、《长物》的笔记-第56页

        这男女有别，亲疏有分。不止在观念还在生活，划分的如此条条目目，让人叹为观止。

5、《长物》的笔记-第17页

        目标                

6、《长物》的笔记-第22页

        ？？？？疑问                

7、《长物》的笔记-第4页

        框架                

8、《长物》的笔记-第74页

        这段关于物的词语解释颇有意思～究古人云，尤其要注意一词多义和词组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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