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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因其《关系美学》一书，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批评中最具影响力的作
者之一，《关系美学》成为策划和艺术专业的必备读物之一。“关系美学”是伯瑞奥德提出的一个理
论，阐释了20世纪90年代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探索。本书概括了90 年代当代艺术实践的特征，对于定义
当代艺术的最新趋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揭示了艺术实践在社会变迁中，如何将互动的人际关系作为
抵抗消费主义的前线，从而探索当代艺术创作和世界的新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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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法国策展人和艺术批评家。从1996 年至2006 年，他是当代艺术空间巴黎东京宫
的联合总监。他曾是当代艺术杂志Documents sur l'art 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也是2009 年第四届泰特三年
展的策展人。2011年12月起，担任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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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主体性的位阶与功能 这种对于人类主体性在现实上自然化的告发是一项重要贡献：现象学
把它当做现实中无法跨越的标记招摇着，意味着在这自然化之外就什么也不存在，而另一边结构主义
则有时把它当做一种迷信，有时则是意识形态效果。瓜塔里则在其间提供出一种复杂而能动的阅读，
既对立于现象学宝典将主体给神化的做法，也同时抗拒结构主义者将它置人能指游戏的交战而造成的
僵化。我们可以说瓜塔里的方法执意被拉康、阿尔都塞或列维·斯特劳斯凝结的结构再次搅翻：以一
些物质在热感应时产生重组的全新、能动、波动的关联性，取代结构分析的固定次序与布罗代尔式历
史的“迟缓运动”。瓜塔里式主体性经由一种混沌次序来界定，而不再像结构主义者的案例，研究隐
藏在日常机构背后的宇宙，这是“在理当不可忽略的结构主义发现以及它们的实证姿态之间某种等待
开发的平衡，以免销声匿迹于后现代的社会放弃论中”。这种平衡只会在观察到真实温度的社会场域
、人际关系的热度，而不是为了较易得出各种结构而进行人为的“冷却”⋯⋯这种混沌的迫切性诱发
出相当数量的行动。第一次行动就是让主体性脱离主体、解离构成主体自然属性的所有链接。因此必
须描绘出一种全面逃离个体限制的绘图术：但瓜塔里必须将主观畛域延伸到社会性调控的无人称机器
，才能够以其“再独特化”来指称对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跨越。唯有对主体性“集体整配”的掌握，
才能够发明独特整配；真正的个体化必须经由生态心智之再循环对于部署的发明，就像马克思必须强
调经济异化，才能够在劳动世界中进行一种人类解放：瓜塔里仅依据一种心智的上层结构，告知我们
主体性已被异化到什么程度，并指出解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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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系美学》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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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到底是翻译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太！难！读！了！
但这是我的专业书啊再难看也只能忍啊(╥﹏╥)
2、翻译的质量在我要打人的边缘
3、还好，在看有些感觉，需要后期观察
4、翻译不是一般的差。别看这个翻译人的
5、正好在看阿尔都塞那篇。。。结果就看懂了。。。
6、总感觉法国人很玄啊⋯⋯我这俗人一个，搞不明白他们⋯⋯如果有radicant那本就更好了⋯⋯呃⋯
⋯bourriaud的名字，最后的d不发音吧⋯⋯
7、必须要看一遍英文才能懂。。。
8、所能表现孤独的存在并不是“1”的在场，而是“2”的缺席。世界上最棒的情诗创造者，一定是这
些深晓哲学之道的艺术家。当下发生的在场的当代艺术，一反之前对于历史痕迹的纪念碑式的创作，
开始不断并日益密切地与时间、观众、技术、场域乃至政治朝向发生着关系。人们不在崇拜对时局的
嘲讽与政治的黑色幽默或是操纵之下强硬的具有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转而沉沦于描述细枝末节平凡
的同性爱情，或是充满着消费时代烙印的重复。技术的加入，使得艺术不再拘泥于永恒，开始创造者
转瞬的无限。
9、老师翻的，也是推荐的书，说实话，生涩词汇太多了，不是专业学者没有那么大的艺术储备知识
量，会完全不知所云。
10、与启蒙哲学一起出现的政治现代性，建立在个体与人民的解放意志上：技术与自由的进步、无知
的引退、工作条件的改善等，都应该跨越人性并容许建造更好的社会。但由于存在着各种现代性的版
本，所以20世纪可以被视为三种世界版本间的抗争剧场：一种是从l8世纪现代主义发展出来的理性主
义构想，一种由非理性发展出来的自发性与解放哲学比如达达、超现实主义和各种情境主义，而前两
者都与第三种企图规定人类关系并奴役个体的独裁力量或是贪欲的功利主义者相对立。然而，通过生
产过程的全面合理化、南半球的开发、盲目地以机器替代人力劳动等越来越细致的奴役技术所带来的
技术与“理性”的进步，并没有像期待中那样为我们带来解放。于是现代解放的方案就被无数悲哀的
形式所取代。
11、作为一本90年代的艺术理论书籍，作者的观点和对于当时一些所谓主流美学观点的抨击在今天已
经得到了广泛的印证，书中列举的大量90年代及之前的艺术作品如今再看也颇有意味。但相对于观点
明确犀利这个明显的优点而言，体系略显欠缺。最后糟糕的翻译的确减分不少，对照原文可以找到不
少不够确切的地方，对于理论书籍而言，不够确切足以误人子弟！
12、。
13、我承认对于大多名词和作品的无知，也未能解决买书之时的一些困惑。
14、读得很吃力，自己的问题
15、读不太懂导致我读不下去，读不下去还得使劲读，总之很纠结，里面很多都是浅尝辄止，刚开头
就草草结尾
16、为了抵抗景观+消费社会，当代艺术应强调一种“社会中介”的作用，重构主体间的关系模式，
“关系艺术"不是用来表现艺术家的而是艺术家给予大众的一次交流的契机（当然这种交流是创造性的
）。为了防止关系美学作品再次沦为传统拜物化、光晕式的艺术作品，要时刻警惕作者第一性的出现
和技术呈现自身的危险。从后现代主义理论可以了解到：主体不再是传统的那种本质的、第一性的主
体，它是在不同环境下与其他事物的“偶合”。当代艺术也需不断推动主体的“位移”，这一位移的
可能性方式是一种“他律性”的策略（这也可以解释纯艺术领域外的事物为什么总利用起来创作当代
艺术作品）。。。这译本翻译得真差，看得我好费劲。。。
17、对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的一种新读解。作者的另一本书也已翻译成中文：《后制品》（据说用大
白话说，就是后期制作的意思）。本书译文堪称恐怖，有很多段落，越细读，越不懂。
18、为何这本书翻译一般，装订一般，编辑一般，定价要38？好吧，好在内容也算值得一读吧···
··
19、书是好书，但翻译质量问题很多
20、翻译不好，理解很费劲。。。得像小时候背书一样逐句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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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当代狭义艺术真他妈自噬啊 哲学玩疯了 艺术是可以存在于狭义艺术史之外的 但那种艺术您艺评
策展人也没法捞了吧？艺术策展反头自噬是文化消费最带劲最搞笑的事了，不乏有亮点，但大多数职
业艺术家做出的玩意儿吧 咱们忘掉这些可以吗？ 当代当然更是跟中国的文化现状没关系 各扫门前雪
呗 真好 真自由 真快乐呀？？咱们把艺术品交易市场这玩意儿砍掉 不就是职业艺术家们和生存的共谋
吗？？  “关系美学的问题和朗西埃自身的盲目一样，过早地将艺术限制进在世俗性的政治和共同体
的范围内。”  其实也可以理解 不然这个艺术市场游戏怎么继续玩儿下去呢？         最逗的是，你说完
蛋就完蛋，你说艺术死了就死了活了就活了能有理论就有了没了就没了，你就接受了，玩智力游戏了
，当起职业艺术家了，开玩笑吧。终归是狭义艺术
22、很好。很精致，有质感。
23、关系美学翻译的比通俗易懂，就是台湾人和大陆人对于词汇的理解认知稍有偏差。但是整体都很
好。
24、思想是在嘴里发生的，艺术是在画廊里发生的。
要是翻译能在靠谱一点就好了，一长段一长段的长难句，跟做英语阅读一样的在分析句子结构，读下
来也是醉了。感觉以后再也不怕长得可怕的定语状语宾语各种从句了。
25、还有一章没看完！
26、三星半！（艺术实践在社会变迁中，如何将互动的人际关系作为抵抗消费主义的前线，从而探索
当代艺术创作和世界的新型关系。）说实话，对于黄建宏的翻译能力，其实应该是可以的，从其对《
运动-影像》的翻译就可见一斑。但是这本书翻译的绝对很草率，读起来感觉就像是为了交差应付，反
观《年代学》，翻译的极为上乘。其实这本《关系美学》应该是一本不错的书，虽然也一样是一些零
散的文章，设计的内容、例子与理论也都比较晦涩，但是这翻译直接将这本书的价值湮没了。尼古拉
斯·伯瑞奥德，感觉看完了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关系美学”？
27、书是比32开小点的， 字体很大感觉内容不多，原来想用它给自己一点其他领域的普极的， 但是这
本应该没有这个内容， 有点失望
28、看了这本书，其实作者还是写的不错的。老师说国内没什么人看这本书，但是国外很多人看。看
的很难过，并且只打三分的原因是:翻译真的让我蒙逼。而且这本书说的很复杂，对于一个刚涉及这个
方面的我来说，要读懂一段话还得多看几遍⋯⋯⋯⋯⋯⋯翻译真的，我不想再说些什么了。但是书本
身是不错的
29、90年代兴起的新的艺术运动，将审美对象的范围推向新的领域。这个运动很明显有对抗艺术物化
和体制化的目的性，但仍不失为艺术史上重要的一步。翻译略差。。。
30、再来一刀，蜜蜂文库到底是什么鬼
31、盛名之下，其实忒差~
32、啊果然因为策展的缘故只是被冈萨雷斯戳中⋯⋯不过关系美学似乎被奥布里斯特批判得比较严重
。。多刷几遍吧！
33、老师推荐的，好书。。
34、特别喜欢同在场与可供性 这一章节，“冈萨雷斯的美学基础单元是双重的，孤独的感觉从来不是
用“1”的存在，而是用“2”的缺席来表示的”
35、不太懂啊讲得云里雾里
36、比较难懂，考智商啊啊
37、不知道是不是翻译问题，感觉有点散，什么都讲到（尤其是一些概念和名词），但什么都没讲
透.....
38、好吧，过于专业，看不下去
39、真的翻译的很扯，看98年Les Presse Du Reel英文版吧。。。。法文理论书译者真的没有俩把刷子，
还是别动名著了。无法还原本貌就算了，最蹩脚的地方是僵硬而死板。法文论文严密的逻辑性被割裂
之外，就别要求到讲究韵律感的文学程度了。
40、泛泛之作
41、没那么糟糕，至少翻译不构成主要阅读障碍——读者的词汇量才是。
42、翻译得简直可以用恐怖形容。怪不得不再版了。
43、看的非常累，本来以为两天可以看完的结果看了三天（当然我每天看一半就去玩了也是因为看的
太累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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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重点是，当我因为写的都是些什么鬼而要摔脑袋的时候，真爱会耐心的告诉我那都是些什么鬼
44、翻译还是有一点困难。
45、翻！译！怎！么！能！这！么！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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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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