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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国艺术史大牛，谈艺术，绕不开的当代牛人Jonathan Fineberg。美国著名艺术史家，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香槟校区艺术史荣誉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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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品：看到的和知道的
1959年的绘画
六十年代初的新情感色调
语言哲学探索
1962年的《潜水员》
《潜望镜（哈特·克莱恩）》
观看的感知复杂性
丢掉储备
第八章 亚洲和欧洲50年代后期的先锋艺术
新现实主义
伊夫·克莱因的浪漫主义
《虚无》

Page 6



《艺术史》

“活的画笔”
寻找非物质性
克莱因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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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萨满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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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小组的主要人物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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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内森打破传统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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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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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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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艺术史》

第十章 材料的本质：60年代后期的艺术
回到最开始的原则——极简艺术
弗兰克·斯特拉
唐纳德·贾德
托尼·史密斯
卡尔·安德烈
丹·弗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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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后现代主义与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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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托·艾孔奇：开放的定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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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在90年代之后的创作
反对传统规则的触犯行为
西格马·波尔克
杰哈德·里希特

Page 8



《艺术史》

约翰·巴尔代萨里
70年代的转变
第十二章 整体文化及其对峙
新多元化
罗马尔·比尔敦
20世纪60年代比尔敦的拼贴作品
身份、整体文化与多元主义
艺术与女权主义
耀眼的照相现实主义
日常空间
挪用的景观：查尔斯·西蒙兹
戈登·玛塔-克拉克的景观批评
爱丽斯·艾科克
艾科克八十年代作品
文化复杂性
媒体作为介质
挪用
辛迪·舍曼
第十三章 七十年代的绘画
菲利普·加斯顿的晚期风格
加斯顿的早期艺术生涯
加斯顿五十年代的行动绘画
人物的再度出现
欧洲的新表象主义绘画
耶格·伊蒙多夫对十七世纪绘画的政治性解读
平面意象的身份
格奥尔格·巴塞利兹和A·R·彭克
安塞姆·基弗
意大利新表现主义
弗朗西斯科·克莱门特
新形象绘画
伊丽莎白·莫瑞
莫瑞风格起源
对造型画布逻辑性的追求
新表现主义的国际化
美国新表现主义
第十四章 八十年代
错综复杂的艺术
抽象主义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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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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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审美
对政治符号的挪用
第十五章 不确定的定义
保持真实
回到身体
安·汉密尔顿
侵犯性的身体移位
马修·巴尼
时尚（身体外观）
耸人听闻的手段
后现代观念主义
构建后现代的自我
路易丝·布尔茹瓦
照相机的新用途
视频
滑移：弗雷德·托马塞利
罗克西·潘恩的秩序
文化身份
克里·詹姆斯·马歇尔
漫画
第十六章 全球文化和地域意义
《瓦解》
中国
第十七章 模糊了的边界
经济
“?村上 ”：品牌化自己
康拉德·巴克——解析真实经济的故事
安德烈·弗雷泽：语境与自我
抽离的主观性
身份和购物：崔香雅
界限的消融、错位和移位——身份的解剖
一个另类历史
注释
参考书目及说明
英文名词术语译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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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值得一看
2、qiqihaer第一本
3、小伙伴倾情推荐。希望我看完以后，能不再这么无知
4、内容OK，翻译SHIT
5、推荐
6、资料性强
7、又再版了啊，记得之前的序时吴冠中写的

8、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本艺术史，600页的彩版大砖头，很厚很重，制作精美，图文并茂，包罗万象，
像在看绘画展、博物馆。讲1940年至今的艺术发展，包括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很好的
艺术科普读物。
9、讲解当代艺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如果语言在修饰下就更好了
10、显然是三个人翻译的，格式都不一样。
11、这本艺术史从1940年左右开始，融合了政治，思想，文化等见解，确实颇有功力，还有一些参考
书也是保留外文录入，简洁利落，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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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艺术史》的笔记-121罗斯科

                        

2、《艺术史》的笔记-116罗斯科

        我的小雕塑可能并不能再现真理，它只是存在于这世界的一件事物，一个孤儿，被创造出来，流
放，存在于一个角落

3、《艺术史》的笔记-235博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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