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此时此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此时此刻>>

13位ISBN编号：9787100087018

10位ISBN编号：7100087015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吴亮

页数：5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此时此刻>>

内容概要

　　目录中的前半部分，是根据作者在2010年秋冬对五十余位当代艺术家进行电视访谈的录音资料中
整理出来的，近二十位艺术家，占全部录音资料的三分之一；内容分别涉及艺术家的童年往事与“文
革”记忆、创伤与梦想、个人艺术经历，以及各自对历史与现实、传统与艺术形式、现代主义与后现
代、技术与媒介、宗教与信仰、人类与生物、过去与未来等命题的感受和见解。
目录中的后半部分，是作者平时各种谈话录音的整理，形式接近日常聊天，两人或多人聊天、还有接
受采访、会议发言、在学校或美术馆讲演；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理论与现代史、当代文学、八十年
代、先锋派、中国当代艺术的多重历史脉络、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的文化差异、作者口述自传，以及
对艺术家个人和作品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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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亮，1955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潮阳。
上海卢湾区向明中学七〇届毕业生，当代文学艺术批评家，《上海文化》主编。
已出版的著作有《文学的选择》、《批评的发现》、《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秋天的独白》、《
城市笔记》、《思想的季节》、《往事与梦想》、《城市伊甸园——漫游者的行踪》、《独行者说》
、《观察者说》、《批评者说》、《逍遥者说》、《与陌生人同在》、《闲聊时代》、《画室中的画
家》、《老上海——已逝的时光》、《艺术在上海》、《另一座城市》、《被湮没的批评与记忆》和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夭折的记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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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等待着一个巅峰时刻（严培明 吴亮）
我每时每刻都在工作状态里（周铁海　吴亮）
一半是黑暗，一半是光明（柴一茗　吴亮）
艺术品可能是世界所有物品的总和（吴山专 英格　吴亮）
恢复简单快乐，把艺术当作一个玩（马良 吴亮）
很平静很疯狂，画画就像在梦里（何赛邦 吴亮）
困难重重，但你必须得做下去（张恩利 吴亮）
世界太神秘了，只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李山　吴亮）
一个团队比一个个体更加重要（徐震　吴亮）
有效期，我的脑袋是空白（杨振中 吴亮）
时间是最后的仲裁者（健君　吴亮）
走向自己，而不是为了走向世界（孙良　吴亮）
作为一个人，他就是他自己的神（张洹　吴亮）
高处不胜寒（洪磊　吴亮）
我希望有一个梦想（申凡　吴亮）
迟早会有这一天（陈丹青 吴亮）
中国当代艺术的若干问题（刘晶晶　吴亮）
艺术的背后
——在民生当代美术馆的一次演讲
当代艺术：返回非艺术的知识事件
也许一切都很天然
——在毛焰“意犹未尽”个人画展上的发言
不要把艺术家放到同一个秩序当中
赞美它就是批判它，反之亦然
——在“薛松 1988—2011年回顾展”的发言
昏暗时刻突然出现的幽灵
——关于王燮达作品的一次谈话
受到影响的特殊性
——在“K11贵阳艺术村城市零件工作室”十人油画作品展的发言
艺术是一种物与人的关系
——在“单体飞行”画展后与艺术家们的谈话
废墟就是崇高（马原　刘晶晶　吴亮）
先锋文学是历史上的一座座坟墓（木叶　吴亮）
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一点都不低（梁捷　吴亮）
你认为的重要事实对我无足轻重（梁捷　吴亮）
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杨庆祥　吴亮）
踪迹与涂抹（杨小滨　吴亮）
南京，城市的肚子（上官秋清　吴亮）
一个人的上海（肖海生　吴亮）
上海是座动物园（蛐蛐　吴亮）
城市之魂
——《环球企业家》专访吴亮
吴亮说吴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此时此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此时此刻>>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是二十年了。
二十年，如果说有转变的话就非常自然，就像说你今天胖了，这个胖，不是说你吃一顿肉，你就会增
加五斤。
我这么说，不是挑这个问题的毛病，而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变化的瞬间的时候，并不是一天两天里发
生的，它可能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对我自身，我是感觉不到的，比如说，前十年跟这十年的变
化，我自身是感觉不到的，我觉得我还是一样的。
人的成长跟很多记忆、经验有关，当然早期的经验，可能自己觉得不够，然后就拼命努力去寻找。
你刚才提到了“捡漏”，其实“捡漏”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或者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但是，你还要有一个态度，对你说的主体跟次要，我觉得，就是说关于存在，你说了一个存在，实际
上哪怕一颗灰尘，它也是一种存在，你说这种灰尘它是不是主体？
我们对某些概念，我觉得大家认知会不同，这个是差异。
你刚才提到了静物，静物这个概念延续了我们以往的思维惯性，对某种东西的一个定义，但这个定义
一旦确定以后，就是把你所有好像是类似的东西，都往这里套了。
当然，你最后一句话是“物体”，我觉得比较准确。
我觉得物体就是在“观照”人，就是它跟人这个关系是互动的。
有的时候我在想，实际上，周围环境，或者是围绕你的物体，是在关注你成长，而不是说你看到这些
物体，两者是不同的。
就像这个物体，就是物质本身，是在人之外的，独立的；但有时它们正好是反的，就是物质会影响到
你这个人，会给你这个人造成一种气息，这个气息不断影响你思维，影响你的视觉，到最后影响了你
的作品，你的呈现方式。
 吴亮：以前，九十年代末吧，看到你的一些画，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在饕餮，或者剁肉，都是赤裸的，
他们肌肉很发达，面目都是一种类型，他们通常是没有背景的，一片黑暗，在中间一束灯光，一张桌
子，或者一个案板，聚餐，喝酒，也有人在抽烟。
现在，人没有了，他们去哪了？
当然，我们看东西，我们不可能像你自己一样，你的时间是一天天过，是吧，你是，对你来说，生命
是连续性的，就像你说每天每天都在变，这二十年。
我们不是，我们是一年以后看到你一个展览，两年以后又看到你的一个展览，中间有间隔，发现你有
转变，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张恩利：对，对。
 吴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发现你画里的人全不见的时候，一个空间出现了，就是你以前不曾
出现的东西，出现了，一下子静下来了，特别安静。
有一次在劳伦斯画廊，你的个展，我迟到了，他们都在外面喝酒，我一个人在里面看，我一个人，展
厅是一个大空间，你的画又凿出了许多小空间，一些角落里放点物品，许多桶，空盒子，空柜子，厕
所，墙壁，一扇窗户，一间空荡荡的客厅，一张床。
一下子，哗，这空间里的空间，我一下子被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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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谈话录。
其中，除了个别对话稍早，大部分根据2008年以来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2008年初我的眼睛做了手
术，医生告诫我暂时不要阅读与写作，我就对自己说，好吧，那就找些人随便说点什么，用录音机把
它记录下来。
我明白，自从便携式微型录音机越来越廉价以来，已经有无数人在这么做了，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
是最后一个。
过去，人们以为可以通过现场记录和复制技术拯救那些稍纵即逝的即席言论和偶然思想，使之不被湮
没；但现在的情况正好颠倒了过来，人们所轻易掌握的数码技术手段因其廉价与普遍滥用，使那些或
许有可能具有价值的言论与思想混杂在如瀚海一般过量保存的谈话录音中——被录音了，却没有闲暇
进行文字整理；作了文字整理，却没有相匹配的地方刊登；侥幸发表了，却没有合适理想的人翻阅；
匆匆浏览了，却没有留下印象；认真阅读了，却迅速地为纷至沓来的其他信息所覆盖；更可担忧的是
，不仅目前已有的由数码技术所保存的语音图像资料恐怕在可以预料的短近将来都难见天日，那些接
踵而至从未来朝我们浪潮般压迫过来的信息不仅是天文数字，而且每时每刻在以几何级数在增长。
    也许，热衷记录我们平时的谈话本身就是一个过于自恋的错误，这个错误还导致了另一种倾向，即
稍有机会，就事无巨细地记录并精心保存自己的图像与言论，却无暇关注其他人哪怕是最熟悉的人的
同类记录。
追根溯源，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交谈，只不过为了达成关于某个情境性的遭遇、沟通、诉求
或临时合作之目的，一旦交流完成，原先的说话内容就自然废弃，我们的注意力和条件反射之本能被
接踵而至的新情境所吸引。
说话不需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不需要固置在原先的地点。
简而言之，日常中的大量说话交流，其意义与有效性仅在此时此刻，我们平时说话并不是为了被记录
，说过了听过了，相继而来的生活之流就应将其迅速淹没，了无痕迹才是它的应有宿命。
    当然写作与日常谈话有所不同，特别是那种据说也正在慢慢消失中的老派写作，这种老派写作坚信
，写作只能是为少数人的，甚至它只在两个人之间发生，它起源于一个人说，一个人听；然后反过来
，听的人开始说，说的人开始听，最终形成对话。
古老的写作几乎都起源于对话，无论苏格拉底、孔子还是佛陀⋯⋯我愿意相信，只要人们对话的欲望
和对话的形式没有从他们的肉体内与生活中消失，这一类老派写作也肯定会继续存在。
许多年来，我的写作一直偏爱对话的形式，这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我的写作只能私下
进行(以片断或通信的方式)，尝试公开发表那些危险疑问与异端见解无异飞蛾扑火。
八十年代起我开始正式写作，我最初出版的那些书的其中之一，《艺术家与友人的对话》就是一本虚
构的谈话录。
那时候还是一个低信息时代，一个所谓思想得以被允诺解放的初醒之晨，我和我的同代人以为一个回
归性的启蒙运动也许真的将要来临，我们为一切我们所遇见的有可能是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欣喜若狂
，我们每时每刻发现自己产生了新的疑问或新的解答。
因为没有机会和必要的技术条件，我们无法记录我们平日里的某些思想邂逅和遭遇性的论辩，以及某
些自以为有点意思的闲聊式谈话。
    能记录就记录吧，能整理就整理出来吧，当然，能发表更好。
为了此时此刻，为了曾经存在的谈论，无论它是否会被湮没或终究要归于尘土，在我们或你们的一息
尚存之际，只要一息尚存，思想与谈论就不会停息，不管它是渺小还是伟大⋯⋯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
么渺小与伟大，那些虚妄概念不过寄生于某些谈论，并被另一些谈论质疑，它们并不存在于我们之前
或我们之后的无限世界中⋯⋯《此时此刻》所谈论的那些话题都是极为有限的，它们依赖于这个尚未
消失的时代，被局限在这个自以为已经非常开放与发达的时代，但我们必须依存这个时代，无论它有
多么骄傲或有多么可笑。
    吴亮    201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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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时此刻:吴亮谈话录》是一本谈话录。
其中，除了个别对话稍早，大部分根据2008年以来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2008年初吴亮的眼睛做了
手术，医生告诫我暂时不要阅读与写作，我就对自己说，好吧，那就找些人随便说点什么，用录音机
把它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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