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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

内容概要

自序
有必要对本书的书名《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吏哲学》作一点简略的说明。应当说，“绵延”(duree
；durarion)直接和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所谓“变的哲学”的创始人H·柏格森有关。虽然
他的创化说也是从生物学出发的，但却修正了对历史研究(包括艺术吏)素有极大影响力的、达尔文式
的进化论学说，其主要原因正在于他强调了发展、变迁、有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绵延”。作为—个
与空间相对应的重要概念，它的特殊性在柏格森哲学中显得尤为明显，因为他认为，在所有重大的哲
学问题中，对时间的理解最为关键。那么，“绵延”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里不妨转录一下贺
麟先生的一段精到理解。他指出，“绵延”便是：
所谓内在的自我之流，也即若干繁复意识状态的交融贯通，互相渗透，这种意识情态一而不单纯，事
而不复杂，如万灯交映，如百音共振，造成一条活活泼泼无拘无束的前后有着不可分的关连的意识之
流。这里面的每一个意识状态就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境界。丰富，但不是量的堆积，自有它的有机
统一性。每一个意识状态都是承前启后的，承继了包括了过去所有的意识状态，而又宣布下面有一新
的意识状态将要产生，一面是结束，一面又是开始，中间有过渡，每一状态都伸展、渗透到别的意识
状态中，这就是帕格森所谓真我，也即真时、本体，他的纯粹的“绵延”。
移之以论过程、时间或历史，人们所看到的将是两种“绵延”的意义：—是同性同类的绵延，也即单
纯的时间性延续。例如，此时与彼时，此秒与彼秒等，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这就相当于一个工
具论的概念，一个实用的符号，由于它借用了空间的量度，因而又是可以加以切分的对象；是异性异
类的绵延，就是许多不同的刹那汇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比如现时，即有过去的一切累积、
凝聚于其中，而且未来的一切(包括发展趋向以及人所寄予的期待等)也蕴蓄在现时之中。柏格森所强
调的恰是后一种绵延之义。这就自然而然将我们与艺术史的理解与把握引向一种更加具有辩证色彩的
“维度”(即方向、方面、范围和领域等)：每一种艺术现象及其历程都应是(—)彼此间的交融贯通；(
二)彼此间内在的有机联系；(二)内在的量的大一高深；(三)内在的质的多——丰富。尽管柏格森的哲
学在强调生机上义、生命冲力等时走到了诸如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之类的某种极端，但是他又确乎
为我们在研究既生动具体又复杂更微的艺术史时摆脱生物学化的进化理论和机械化了的“科学主义等
提供厂绝好的启示性思路，至于“走向艺术吏哲学”， 除了“走向”之谓表明的是本书所论只是—种
尝试、开端而不是完美、总结或体系化之外，则确定了本书的特殊性质乃是—种关于艺术吏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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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人文类的艺术哲学的最好的学者之一个人认为还是贡布里希..该书的作者缺乏对美的感知的分析性
表达,从中寻找出创造的魔圈的美的意味的领悟,启发性很小...而且开篇选择黑格尔的引文部分无论从翻
译的水准还是从选择上都存在问题.思维的深度,博大和具有启发性的表达是我评价同类书籍价值的标
准.国内的学者在艺术方面的探求离自成体系这一要求更是相差甚远.
2、不怎么样，没深度。
3、三星半
4、1996年出版的，眼界已经很好。
5、不管是视野还是观念，在97年应该都算是很厉害的。没选错。
6、就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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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brams.M.H.&quot;The Deconstructive Angel&quot; Critical Inquiry 3(spring 1977):426.《解构的天使
》2 Ackerman,James S,and Phys Carpenter.Art and Archaeology.1963《艺术和考古学》3 Addiss Stephen,and
Mary Ericson.Art and Education1993《艺术史和教育》4 Alberti,Leon Battisa.On Painting《论绘画》5
Allison,David,ed.The new nietzsche:Contemporary Styles of Interpretation1979《新尼采：当代阐释的诸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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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quot; Journals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238 Interpret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or the
viewing of Las Meninas《没有再现的阐释》9 Is Art History?《艺术是历史吗？》10 Criticism in litera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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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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