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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语言》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讨论艺术特征和本质的经典著作，被书评家称作是“现代分析美学第一书”。作者在书中首
先区分了艺术再现和语言再现的区别，前者是符号，后者是指示，详尽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
，批评了符号论美学对艺术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此后又具体区分了图标、蓝图、涂鸦等与艺术作品之
间的区别，更清楚地阐释了艺术作为符号体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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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语言》

精彩短评

1、因为当时写论文读过，对翻译无感，没读完⋯⋯
2、是不是被称为“第一”的书，都以“任性”为特色。。。

3、分析美学的东西实在是相当难以阅读，我几乎静不下心来把这逻辑捋顺，但是关于赝品那一章仍
然让我看后进行了深入思考，发现提出一个好问题才是重要的，答案其实不重要。
4、只是在立场上不赞同古德曼的后现代哲学。但是所想所思依然发人深思。
5、学识不逮
6、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今年出的书都好好呀！
7、费力读懂之后，发现这其实是本非常屌的书。作者哈佛的，译者北大的，品质保证。论证比观点
本身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
8、没有读原文，不知道是否由于自己专业知识的欠缺还是翻译的原因觉得有些晦涩。但还是从中学
到了一些东西并且开启了一些面向一些点更深入学习和研究的窗口。
9、求退钱！完全看不懂。。。555~
10、非要将符号学和艺术语言做如此紧密的联合，是件困难也让人困惑的事情，就好像要数清雾天空
气中的水珠一样，也许用顶尖的仪器是可以测量，但是却消逝了雾天的迷蒙。书中提出的很多问题非
常尖锐，即使没有给予满意的解答，也足以作为警示之用---不论是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这些问题
都是不予回避的，你需要思考，即便会得到很多答案，即便没有东西能证明哪个是对的，也不代表你
可以绕开它。
11、最终还是弃疗了⋯分析美学真不是谁都能研究的，从第四章开始几乎一个字都看不懂⋯比较有启
发的是分析“表现”和赝品。
12、分析哲学的一个特征是分析一堆问题，否定一堆问题，而最终没有结论。古德曼以自己的异端邪
说，挑战常识，震撼视听，塑成20世纪英美分析美学传统中的代表性地位，这或许是最极端的形式本
体了。史密斯的工作以批判古德曼开始，要用常识传统惯例等等外部条件反对形式本体的符号分析。
13、88+我也mark一下
14、兴趣所在，看了跟音乐有关的部分。翻译的大肺活量演示就不说了，作者在有艺术实践的前提下
还坚持从这么无意义的角度去界说记谱的可贵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多加了一星
15、从纸张的二维来到空间与声音共鸣的通感。从描绘与描述的关系，来到被再现与被表现。从艺术
与语言来到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符号世界。赞的！
16、分析美学，经典著作，言简意赅，从符号的角度理解艺术语言，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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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语言》

精彩书评

1、在一篇对古德曼思想的介绍中，Roger Pouivet说，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他也是一位艺术家
，这对古德曼来说很重要。他的哲学研究与他对艺术的热爱愈走愈近。从六十年代开始，古德曼就对
艺术创造感兴趣。他热爱（有关艺术的）理论，这种热情也激励着他的艺术创作。Wolfgang Kemp将
艺术作品定义为“作品效应的心智再现”。古德曼对此也有类似的认识。在1981年的手稿中，他谈到
，作品“显示了当我们在作画时，我们的观念如何被一种有意义的手段所改变，某种能动性的提炼，
舞蹈和音乐。”这里体现了古德曼的几种重要观念。首先我们想到了各种艺术之间的关系，（我的导
师）Bernard Vouilloux教授非常关心这个课题并提出了许多非常睿智观点。同样，古德曼关于绘画的观
点中，也提出了，不同的作品，能让我们看到“世界的不同版本”。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
启发了我们的观念和感知。以下谨就书中某些段落写下一些思考，有些潦草。p.7一幅图画如果要再现
一个对象，就必须是这个对象的一个符号，代表它，指向它；再现一个对象（object）的绘画，就像描
述一个对象的段落一样，指称（refers）这个对象，更严格地说是指谓（denotes）这个对象。那么文字
对绘画的描述，就是对再现对象的指称（或指谓），是对符号的描述。世界作为被感知的对象，可以
以被描述、观看和描绘等多的方式存在。世界的诸种存在方式是否可以通过集中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
而获得。古德曼认为，“结合”本身是某些系统所特有的，例如，一段文章与一张图片无法结合。而
任何将所有方式努力结合起来本身也值是世界诸存在方式的一种。这句话我只同意后半句。因为文字
与图画的结合，文字与音符的结合不都是存在的吗？例如中国的国画中嵌入书法，给音乐乐句配上歌
词，还有法国象征派对图形诗的尝试，不都是可行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吗？当然这种结合也是存在之一
，是否应当证明结合后的存在更相似？更高级？或更接近？为何文学要借助绘画去言说？例如作家想
描写的对象是一个人，但对象的存在方式可能是一个朋友，一个浪荡子，一个附庸风雅者，一个像某
张画里画过的人物，这些都是对象可能的存在方式。那么当作家选择借用绘画中的再现，通过语言去
描述这种存在，似乎是给了被描述对象存在的一种更具构造，更有观念性。透视：P．11一个艺术家
可选择自己的方式去描绘运动、光的亮度、空气的质感、色彩的鲜艳，但如果他要正确地再现空间，
几乎任何人都会告诉他，他必须服从透视法则。作家想要再现空间，是否也需要某种法则？是结构？
透视？或其它？古德曼从描述与描绘的不同进入了对现实的再造，“再造”意味着不止是模仿或相似
。（第一章）之后，他又进入了第二部分，图像的声音。这是我没有考虑过的，例如引子里康定斯基
那句“双重音响——直线的冷张力，曲线的暖张力，坚硬的对松散的，柔顺的对密实的”。从纸张的
二维来到空间与声音共鸣的通感。从描绘与描述的关系，来到被再现与被表现。赞哦！P.39 被再现的
东西与被表现的东西同样都是被指谓的东西，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又被指谓的东西是一种个体事物
还是一种特性所决定的吗？表面看来，表现可能显得不如再现那样精确。被表现的情感或情绪或特性
，通常远离表现媒介：绘画可以表现热，音乐作品可以表现冷或悴。在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复制
。表现是通过暗示而不是通过模仿进行的。艺术作品本身并不具有感受能力，它无法感受它所表现的
东西，即使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情感。被表现的东西是在观看者或聆听着或阅读者那里激起的情感或情
绪。例如，一幅图像能让画廊中的行人产生悲哀，一幕悲剧会让观众流出眼泪，而一段文字也会引得
阅读者心情激荡。P40 艺术的首要功能（并不）是激起情感。P47 一幅图像指向其一种颜色的指称，通
常就等于是日常语言的一个谓词的例示。与语言的这些平行和关联点，已足可以去确定（图像符号表
达的）方向。就图像来说，尽管它们是非语言的，但指称关系的方向是由语言确定的关系提供的
。P49 如果我问你的房子的颜色，你可以说“红的”，或者你可以给我看一块红色的上漆木片，或者
你可以用红墨水写出“红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谓词来回答，用一个样品来回答，或者用谓
词与样品的结合来回答。作家所写的东西，当做谓词时可以与任何以同样的方式拼写的铭写互换的，
但当做颜色样品就只能与任何具有同样颜色的东西互换。这里阐明的区别，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
翻译中显得相当重要。原作和翻译当然会在某些特性上有所不同；不过同一个词语的任何两种铭写也
是如此，甚至对“红的”的任何两种红色的铭写也是如此。翻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所例示
的东西和原作所说的东西。这里不妨也来看看《追忆》中普鲁斯特对颜色的运用。小说中的虚构作家
贝戈特在弥留之际觉悟到文学作品的价值，他说“我也该这样写，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
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像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这里的一小块黄色墙面指的是
维米尔所画的《代尔夫特风景》，在这幅画作中，有穿蓝色一幅的小人物，有玫瑰红色的沙子，以及
远处建筑中不同的墙面颜色，其中一小块黄色的墙面不同于其他墙面，这种黄色定是画家经过反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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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语言》

敲和研磨所绘制出的颜色，这颜色之珍贵在于它呈现了建筑的仁慈、认真和奉献。作家在这里本意是
想用绘画艺术中对颜色的雕琢对应文学家对文字的斟酌，而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无法仅用某种形容颜色
的词汇表达此意，唯有借用真正的色彩，去指谓他所要表达的语言，用房子的颜色标记出对文学创作
中对字句的打造，这里的“黄色”不仅仅是一只黄蝴蝶的黄，一块上了黄色漆的墙面的黄，也不是黄
金的黄，它只能用维米尔画作中所调制出的黄与作家意欲指谓的文字表达相结合，让我们无法直接意
识到的作家觉悟配合画作中的颜色共同产生出意识。让词汇及它和画作共同传达的东西一道发展成为
弥足珍贵的启示。P55隐喻像新的再现类型一样，随着它们的新异性的消失而变得更加直白。隐喻只
是一种幼稚的事实而事实只是一种年迈的隐喻吗？P74 艺术家做选择，批评家做判断。P92 绘画是亲笔
的，音乐则是非亲笔的或代笔的（allographic）。绘画和音乐之间的一个显著的差别是：作曲家在写完
乐谱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完成了，即使演奏才是最终结果，但画家必须完成图像。不管在各自的情形中
做出了多少研究或修改，绘画在这种意义上都是一种一级（one-stage）艺术，而音乐则是一种二级
（two-stage）艺术。那么，当且仅当一种艺术是一级艺术的时候，它才是亲笔艺术吗？我们很容易想
到反例。首先，文学就不是亲笔艺术，尽管它是。（文学不存在赝品）⋯⋯作家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就
是最终的东西；跟乐谱是音乐演奏的一种工具不同，文本不只是口头阅读的一种工具。这里是否可以
假想，如果绘画是一级艺术，图像的完成意味着艺术的完成；音乐是二级艺术，需经演奏之后才能完
成艺术。那么文学可以是介于图像与音乐之间的一级半艺术，文学可以在写作完成后成为艺术，也可
以在口头阅读之后成为另一种艺术。（我知道其实古德曼要证明的是为什么有些艺术是单一艺术，单
一艺术就是一种亲笔艺术。）p．161在音乐中，作品是遵从字符的那类演奏。在文学中，作品是字符
自身。P.172非语言系统不同于语言，描绘不同于描述，再现的不同于语词的，绘画不同于诗歌，这主
要是因为缺乏对符号系统的区分，实际上是因为符号系统的密度引起的区分的缺乏。描述和描绘的概
念需要立即进行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任意决定的。在某些系统中是描述的，在另外的系统中则
可以是描绘。因而所处系统非常重要。古德曼所处的是符号系统。音乐家德彪西曾说：“音乐开始于
言语无力表达之时？我并不这样认为。” 德彪西在这里其实是将音乐和文学共同置于表达的层面，提
出了两种“语言”之间的美学关系。若从符号系统来看，音乐之中本身就包含着词语（或者说语言）
，例如通过“术语”表达音乐记谱中的速度和基调。从感受功能的角度而言，对文学、音乐或绘画的
阅读、观看或聆听，都会提供与情感相关的审美经验，如果说艺术是模仿，审美经验则像是一种抚慰
。当特别的色彩和音符在文字中结合，引发出特别的情感，或许也能够成为最具智力和激动人心的艺
术经验。纳尔逊·古德曼说：“我们从一个符号读到的东西和我们通过一个符号所学到的东西，会随
着我们带给它的东西的不同而不同” 。这里，古德曼所谈到的是通过一个符号进入另一个符号，通过
对符号的发现而发现世界。当我们通过语言符号进入绘画或是音乐的符号世界中时，会发现其中新的
、微妙的审美价值与意义。艺术的符号是我们与世界进行交往的媒介，普鲁斯特就在文本中完成了以
下几种交往：通过对艺术符号的再现寻找现实；通过一种艺术符号认识另一种艺术符号；通过对艺术
符号的观看或欣赏对随后观看世界产生影响。及此，我们自然也就理解了缘何德勒兹在考察过普鲁斯
特的符号之后会告诉我们，普鲁斯特的作品不是教我们如何记忆，而是如何“学习”。“学习”是认
识一种物质、一个对象、一个存在的过程，对它们所产生出的有待破译和阐释的符号进行思考，“不
是一种对于不自觉的记忆所进行的揭示，而是对于一种学习过程的叙述” 。德勒兹对普鲁斯特小说中
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动态生成的符号颇为关注。德勒兹将艺术世界看做普鲁斯特的四个符号世界之“
最终世界”。艺术符号优越于其他符号，因为其他符号都是物质性的，它们的一部分被包含于客体之
中。无论是感觉属性或是被爱的人的面容，都属于物质范畴。例如小玛德莱娜点心将我们引向贡布雷
，石子路则连接着威尼斯，当记忆介入时，符号的表现均带有某种物质性，当下的和过去的两种印象
具有同一种性质，即物质性。而艺术符号的意义并非只包含于事物中，它是精神本质的显现，是本质
性的符号，是非物质性的。德勒兹曾说：“只要我们还是在另外的事物之中去发现一个符号的意义，
那么，就仍有一星半点的物质持存并抵抗着精神。相反，艺术给予我们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一个非物
质性的符号和一种完全精神性的意义所构成的统一体。本质恰恰就是此种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正如
其在艺术作品之中的呈现。” 艺术具有对本质的呈现功能，能够让我们借由它寻找到曾在生活中的追
寻，普鲁斯特在其漫长的文学思考之路上，悟到唯有艺术能和主体沟通，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让我们
走出走出自我，去认识世界。艺术的符号世界象征着寻回的时光，在《追忆》中成为时间世界的一部
分。艺术所涉及的符号、符号系统对我们的感知、行为、艺术甚至科学都发挥着作用，它在文学世界
和对艺术家世界的理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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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语言》

章节试读

1、《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161页

        作者 分析＋区别了 各种作品 符号学意义。。。1.音乐乐谱－在记谱之中，并且对作品做出了定义
2.草图和图像－不在记谱之中，但他们自身就是作品
3.文学手迹－即在记谱之中，自身又是作品

总结：
在不同的艺术中，
作品的定位也是不同的：
1.绘画－作品是一个单独的对象
2.蚀刻版画－作品是一类对象
3.音乐－作品是遵从字符的那类演奏
4.文学－作品是字符自身
5.书法－作品是一种独特的铭写
。。。

GSS：
这个问题 与作品的可著作权保护 的本质属性问题相关。。。

2、《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206页

        20世纪 英语世界 两本 最重要的 美学著作：
古德曼，艺术的语言
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59288/
。。。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162991/

3、《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207页

        作者 简短介绍了［梅勒观点。。。］：
1.前现代
2.现代
3.后现代
三种哲学形态的区别，并认为 古德曼哲学属于典型的后现代哲学。。。梅勒从 结构主义符号学角度
出发，
将世界区分为：
1.表达的
2.被表达的
两个部分。。。

被表达的世界就是存有
表达的世界就是符号。。。
我们通常：
1.借助符号来表达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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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符号来理解存有
在此意义上，一些符号学哲学家 将 人 定义为 使用符号的动物。。。

根据 存有 与 符号 之间的三种不同关系，
梅勒区分了三种不同形态的哲学：
1.前现代哲学－存有 思维
包括符号在内的一切 都视为存有，符号分也具有现实意义。。。
2.现代哲学－代表 思维
符号视为存有的代表。。。
3.后现代哲学－符号 思维
包括存有在内的一切都视为符号。。。

4、《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204页

        作者概括了 艺术 v. 科学 的区别。。。科学 和 艺术的区别，不在于：
感受v.事实
直觉v.推论
享乐v.权衡
综合v.分析
感觉v.思考
具体v.抽象
激情v.行动
居中v.直接
真v.美
等之间的区别，

而是 符号的某种特殊特征在主导地位上的不同。。。

5、《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86页

        作者详细分析 审美经验 以及 对作品差异的辨别
这个辨别过程 就是 辨别力培训 和 学习的过程。。。 

6、《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8页

        作者继续 论述 再现的本质，仍然坚持 批判通说。。。再现 不是 复制。。。
再现 不是 模仿。。。

GSS：
作者批评 再现 是 复制＋模仿，这种通说观点时，
批判的对象 是“对象是如在纯然的条件下由自由而童真的眼光所看见的那样被复制下来”。。。通说
认为 再现 是 复制，
该观点的陷阱：根本没有那种童真的眼光。。。

因为，就观看对象而言，眼光总是老早就有了：
1.受到其过去的迷惑，
2.受到耳朵、鼻子、舌头、手指、心脏、大脑的新旧暗示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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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他如何去看，
而且他所看到的东西，
都要受到：
1.需要，和
2.偏见 的制约。。。

他会进行选择、拒斥、组织、甄别、联系、分类、分析、构造。。。

与其说 他像镜子一样反映，
不如说 他在抓取和制作。。。

在对一个对象的再现中，
我们不复制那种说明或解释，
而是获得那种说明或解释。。。

GSS：
再现 不是模仿的论证，如再现 不是复制的论证。。。
作者还特别引述了 贡布里希的论证：贡布里希 证明我们观看和描绘的方式是如何依赖于 经验、实践
、兴趣、态度，
是如何随他们的改变而改变的。。。。。。

7、《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29页

        作者说：有影响的 再现 和 描述 要求 发明。
他们是创造性的。。。

GSS：
结合 第8页的内容，作者认为 创造 不等于 制造相似。。。
因此，怎样理解“创造性”就成为 关键点。。。

8、《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6页

        作者从“再现的本质”谈起。。。对于再现的最朴素的看法［GSS：即通说认为。。。］：
当且仅当A可感知的类似于B，那么A再现B。。。

作者反对这个关于再现本质 为 类似 的通说，
作者指出 再现 和 类似 如下差异：
1.一个对象在最大程度上与自身相似，但却很难说是自身的再现
2.与再现不同，相似是自反的
3.与再现不同，相似是对称的
4.一对十分相似的对象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再现另一个
5.任何程度的相似都不是再现的充分条件
6.一幅图画如果要再现一个对象，就必须是这个对象的一个符号，代表他，指向他；
而相似的程度不足以确定指称的这种必要关系；
几乎任何东西差不多都可以代表任何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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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一个对象的绘画，就像描述一个对象的段落一样，
指称这个对象，更严格的说是指谓这个对象。。。

指谓是再现的核心，而且他独立于相似。。。

GSS：
作者 认为 再现的本质 不是 相似。。。
后一页，作者继续说 再现的本质 也不是 模仿。。。

9、《艺术的语言》的笔记-第202页

        作者 将审美经验 归结为 “理解”，
并因此解决了审美价值 的矛盾问题。。。判断艺术作品的“优v.异” 或者 人的善良，
并不是 理解作品和人的最好方面。。。

而差不多像 美德的标准 不是心理学 的主要目的一样，
审美价值的标准也不是 美学的主要目的。。。

总之，将审美经验 构想为一种理解形式， 结果：
1.既可以解决审美价值问题
2.也可以降低审美价值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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