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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 第一节理论视角问题 一、理论立足点：“居间（n—between）”
与“之外（beyond）” 二、消解二元论 第二节身份问题 一、读解法农：精神分析与身份质询 二、再
现与身份 第三节原型问题：解读殖民话语 一、读解萨义德：《东方学》的遗留问题 二、原型与拜物
教：精神分析研究 三、原型、歧视、矛盾 第四节策略问题 一、模拟 二、矛盾性与混杂性 三、文化差
异与文化多样性 四、抵抗的空间：公众空间、私人空间、第三空间 五、少数族问题 第二章历史与流
变 第一节殖民教育与“学院艺术 一、墨西哥 二、印度 三、印度尼西亚 第二节“人民的”艺术：反殖
民思潮与“民族身份”诉求 一、反殖民思潮与独立运动 二、“人民的艺术”：艺术中的民族身份诉
求 第三节具有海外背景的非西方地区艺术家 第三章夹缝生存 第一节大争论：“民族的”还是“世界
的” 一、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 二、夹缝中的艺术家 第二节独立后的国
际艺术交流 一、非西方地区的对外艺术交流 二、国际性大型展览 第三节关于移民 第四章漂移的身份
——对非西方地区艺术的后殖民解读 第一节主体问题 一、殖民艺术教育的两面性 二、民族主义诉求
的矛盾性 三、移民：另一个空间 第二节策略问题 一、社群—角色 二、差异性认同 三、少数人的大世
界 结论没有电话通天堂 参考文献 译名表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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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也由于欧式的学院教学已经对印度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格里菲斯的
努力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印度学生热衷于临摹泊来的欧洲油画、运用新古典主义风格进行创作。在
格里菲斯退休后，印度传统绘画日益被边缘化，欧式的学院教学模式和新古典主义的典范则进一步加
强，J.J.艺术学校也日益成为一所标准的英式艺术学校。1919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成员、画家格拉德
斯通·所罗门（Gladstone Solomon）出任J.J.艺术学校的校长。所罗门是一位正统学院派趣味的捍卫者
，20世纪初，现代艺术在西方兴起，对殖民地本土艺术的兴趣方兴未艾，并影响到印度艺术界，而所
罗门却依然在J.J.艺术学校大力倡导新古典主义，坚持学院派的正统教学模式，并促使J.J.艺术学校成为
印欧学院派的主要中心。 在印度学院派画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出生于印度南部一个王公家庭的拉维
·瓦尔马（Ravi Varma）。瓦尔马的叔叔是一个肖像画家，在他20岁的时候，一位英国肖像画家受聘
为他的家族画像，在其影响下，瓦尔马掌握了欧洲的学院派油画技法。瓦尔马擅于用学院派技法描绘
印度题材，他是第一位获得国际认可的印度画家，在英国和印度的上流社会享有巨大的声誉，被称为
“印度现代绘画之父”（见图17）。瓦尔马之后，在英式学院教育的体制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印
度学院派画家，尤其是毕业于J.J.艺术学校的毕业生们：插图画家M.V.杜兰达尔（M.V.Dhurandhar）、
肖像和风俗画家A.X.特林达德（A.X.Tfindade）等人（见图18），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完全接纳了欧洲
学院派绘画技法和风格，除了在题材选择中带有一些印度特色之外，其作品基本类同于欧洲画家。单
从技法和风格的角度来看，是很难分辨出他们和欧洲学院派画家之间的区别的。 在印度的例子中，我
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化殖民政策的一部分，英国政府有意识地将英国的艺术教育模式全盘搬用到印度
，通过使印度的艺术语言英国化，而实现英国文化和价值体系在印度的统治。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和我们在墨西哥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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