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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分离而出的美（1764年，德累斯顿）
第二章 流浪的小天使（1828年，慕尼黑-柏林）
第三章 底层青年的梦 （1830，巴黎）
第四章 新世界的诗人 （1841年，波士顿——1885年，纽约）
第五章 不可能的绝技（1879年，巴黎）
第六章 光照中的起舞（1893年，巴黎女神游乐厅）
第七章 无动作的戏剧 （1894年至1895年，巴黎）
第八章 装饰艺术作为社会艺术：神庙、住所、工厂（巴黎-伦敦-柏林）
第九章 表面的雕塑师 （1902年，巴黎）
第十章 神庙内的台阶 （1912年，莫斯科-德累斯顿）
第十一章 机器和其光影（1916年，好莱坞 ）
第十二章 一刻间的庄严（1921年，纽约）
第十三章 透过物而观看（1926年，莫斯科）
第十四章 存在者的悲光（1936年，黑尔郡-1941年，纽约）

注释
人名索引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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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过时，像个提不起精神的工人知识分子
2、朗西埃终归略逊一筹，比《摹仿论》差得有点远
3、第一次读朗西埃的作品。作者的美感肌理说比较新颖，尤其是具体的十几章论述，显示了渊博的
学时和驾驭材料的随心所欲。
4、比《图像的命运》易读很多，正好两书有些例子和内容是重复的，放在一起看会感觉清晰不少。
十四篇引文引出十四个世纪场景，从于连讲到卢梭的剧院理想，从爱默生讲到德国观念论哲学家，发
散又有逻辑支撑。读完对朗有一点改观（褒义
5、朗西埃作品有幸遇到了一位好译者
6、从历史之境生成美感之论。
7、十四篇谈论艺术现代性的文章合集，说得比较散，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观点。
8、已经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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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美感论》的笔记-第185页

        戏剧艺术，首先是关于建筑艺术。戏剧称为仪式，是因为它是对空间的组织。构成戏剧的，是空
间中的线条、运动、照明效果。

2、《美感论》的笔记-第60页

          钟表匠家庭出身的卢梭，指出了这种快乐的本义：“这种快乐，让我陶醉在它无尽的美妙之中，
而它的关键和本质，就是难得拥有的闲情（farniente），我在这暂居中所有的做为，其实就像一个安
于闲适的人，有滋有味而且郑重其事的将时间度过。”我们还要弄清的是，这种看似简单的闲情，为
什么却能彻底改变人的思想。这种闲情，它并不代表懒散，它的力量，来自于古希腊所说的“余暇”
（otium）。正是有了余暇的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底层青年于连才能静下心来，停下一直在做的投
机和算计，不再想超脱他本来的处境。不过，这种余暇的享受，不只是超脱了本来的位置，而是消除
了那些位置的层级。在旧观念中，正是人们在这些位置上的差别，决定了上等人和底层人的分别。一
个人处于怎样的位置，就等于他在生活中怎样度过他的时间，而这又决定了他的身体和精神是怎样存
在。上等人的位置，就是要他们付诸行动，去开拓他们的宏图伟业，完成他们特有的成就，以此决定
整个集体的命运。而底层人的位置，则是要他们安于劳作，去制作实用的物品、提供实际的服务，他
们做这些事，只是为满足个人生存的需求。 又见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论，自柏拉图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的讨论。这一部分结合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一起读，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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