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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艺术回顾展》

内容概要

《自在之物:乌托邦、波普与个人神学》主要收录了当代艺术中的古典世界：论王广义、文化乌托邦：
创造的逻辑、80年代的王广义与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书写——一个方法论的提案、与奥古斯丁共舞、玄
学、神学与艺术——王广义访谈录、文化假设的起点和盲点——对王广义回顾展的基本批评提示、多
歧的政治褶皱：王广义视觉机制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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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艺术回顾展》

书籍目录

序
总论
当代艺术中的古典世界：论王广义
第一单元 文化乌托邦：创造的逻辑
80年代的王广义与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书写——一个方法论的提案
与奥古斯丁共舞
第二单元 从分析到波普：修正与征用
玄学、神学与艺术——王广义访谈录
文化假设的起点和盲点——对王广义回顾展的基本批评提示
第三单元 唯物主义神学：质料与形式
第四单元 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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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艺术回顾展》

章节摘录

　　王：我当时看夏尔丹的画时，真还有一种“神”的存在感觉，当然，我这种游戏似乎是自己跟自
己在玩。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就像拿着牌给自己算命一样，玩得特别投入。夏尔丹的静物画给人以
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他画的东西与真实的对象有一定的距离，比较一下在他之前的荷兰的静物画，
他的画确实没有那么真实的质感，但我觉得他有一种画面自身的特殊质感。　　严：他是一个注重画
的结构和笔触的画家，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是启发了塞尚和莫兰迪。　　王：从他的这种处理中，我觉
得他有一种意志的东西加入了其中，但这种意志又显然不同于塞尚和莫兰迪，塞尚和莫兰迪太过于形
式化了。夏尔丹的这种造型意志还是在对象的掌控方面，他并不愿意完全离开对象，可以说是深入其
中，又出于其外，他给人的感觉还是自然状态的，但是是有神性的，是一种“平凡的圣物”。对，我
觉得用这个词来形容特别好，“平凡的圣物”，而且这种圣物的概念，又是与康德的“自在之物”有
关。　　严：很想听听你如何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概念赋予到夏尔丹的土豆和瓦罐上去。　　王
：在我看来，康德的“自在之物”是一个极其平凡又极其神圣的概念，他设定了一个“自在之物”，
这是我们的理性永远不可认识到的东西，但是它又在不断地刺激着我们感觉，我们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但不知道确切的理由，但它的背后肯定有一个支持它的“显现者”。　　严：我想现在按学术界比
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康德设定“自在之物”的目的就是这样三个：一是保证我们的感官受它刺激而产生
的那些知觉印象所构成的对象具有实在性，这也就是知识有客观性；二是为我们的认识划定一个界限
，把知识限制在感观世界的范围内，这也就是知识以现象界为限；三是为了给虽然不可知、但却应当
相信的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留下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悬置我们的知识，为信仰留下
空间。　　王：这说得很好，但是是一种学究的说法。我想，我从他的“自在之物”概念里获得的是
这样的信息：在我们所看到的物体背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导致它以一种特殊的方法
呈现给我们，这种力量不是我们可以通过知识的方式去理解的。当时在夏尔丹所画的静物中，我看到
这种力量。我不可能说更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用常识的语言来一步步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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