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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成璐的这部《公共艺术的逻辑及其社会场域》，聚焦于城市公共艺术，多方面把握公共艺术在当代
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借助布迪厄有关“场域”、“资本”、“自主性”，和贝克尔“艺术世界”、“
艺术惯例”的概念，揭示现代公共艺术的生存环境——城市社会空间生态及其公共艺术与特定城市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
从整体、历史与个体的多方位、多角度来理解公共艺术的运行规律，揭示公共艺术世界内在组成部分
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社会的影响，并涉及权力关系、与市民社会的密切关联及其发展的动力系统
，不乏有益的启迪，令人耳目一新。
此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艺术社会学思想，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增添了丰富的社会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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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
1.资本的定义、性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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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后记
参考文献
附件一台湾地区颁布的《公共艺术设置办法》
附件二2008—2015年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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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艺术世界”这一说法最早见于美国哲学家丹托，他于1964.年发表了“艺术世界”一
文，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他通过对后现代艺术家沃霍尔作品的分析，指出，艺术活动都有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即：假如没有艺
术世界的种种理论和历史，任何事物都不会变成艺术作品。
他的观点是：“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
史知识：这就是艺术世界。
”（Danto，1998：40）丹托将我们对艺术的欣赏和理解从艺术家的创作和作品这个传统的对艺术的认
知范围扩展到包括对艺术理论、艺术史研究的综合运用。
虽然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极为久远，但一直以来，艺术理论、艺术史都是独立于艺
术创作之外的一个领域，不仅是艺术批评家以一种裁判的眼光在审视艺术，艺术家也是远远地站在艺
术批评家的对面，并不为批评家的褒贬所左右，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就像两条永远没有交点的平行线
，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发展，这就带来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少有人能够既是伟大的艺术家，同
时又是杰出的艺术批评家。
而作为艺术的欣赏者，也鲜有从艺术作品之外的角度来欣赏艺术，对他们来说，欣赏艺术的唯一途径
就是艺术家及其他的艺术作品本身。
而丹托的理论却打破了这一长久以来一直延续着的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看法。
在丹托之后，又有一位美国哲学家迪基将丹托的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艺术世界”不仅是
丹托所指称的艺术世界的种种理论和历史，而且还包括艺术品赖以存在的复杂的社会制度。
他认为，“艺术世界是若干系统的集合，它包括戏剧、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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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艺术的逻辑及其社会场域》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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