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13位ISBN编号：9787536677050

10位ISBN编号：7536677057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张强

页数：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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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本土艺术现代化丛书之一！
在中国本土艺术的现代化研究过程中，一个最具挑战性与想象力的事情，就是研究者的学术可以伴随
着研究对象一起成长。
本书是在丛书的前几本的学术基础上编著而成的，加上相关的创作经验，一部面向“心灵”的书稿脱
胎而出！
从本书中，你可以沿着踪迹看到艺术的文化穿越。
    在中国本土艺术的现代化研究过程中，一个最具挑战性与想象力的事情，就是研究者的学术可以伴
随着研究对象一起成长。
 有了前面的学术基础，加上相关的创作经验，一部面向“心灵”的书稿脱胎而出，这就是《踪迹学—
—艺术的文化穿越》。
 说它是面向“心灵”，其含义如其印： 第一，它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任务所致。
其学术的出发点是来自于“内在”的强烈需求。
第二，它与我个人的一个艺术方案密切相关。
它与“张强踪迹学报告AB模型”，“张强踪迹学报告AC模型”有着观念互补性、概念的提升性有关
。
第三，它的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个人经验”向“学术原则”的一个还原的过程。
最初我个人的艺术经验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随着写作的持续进展。
以及在后来的反复修改中，我个人的艺术创作作为案例，不断地淡化着，直至完全消失。
这个过程使我不断地相信，只有来自于更为广阔的学术原则，本书的学术力度才有可能得到强化。
第四，这部书的写作，一直秉承了如此的理想：从中国当代学术情境所生发的概念，是可以具有穿越
人类文化所有屏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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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强，1962年出生于山东肥城。
曾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现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委员会委员、与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上任；东南大
学客座教授、西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书法艺术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编出版“中国画学丛书”(河南美术出版社)、“中国木土艺术现代化丛书”(重庆出版社)。
出版个人专著13种，其中《中国画论系统论》(江苏美术出版社)被列入“文化部九五规划全国高等艺
术院校研究牛通川教材”；《视觉文化：从艺术经验到学科体系》(中国文史出版社)被列入“全国高
校百部优秀社科专著文库”。
作为伦敦大英博物馆250年首位当代艺术表演者(2002)，先后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瓦利克美术
馆(1998)、美国堪萨斯大学斯宾塞博物馆(2000)、澳洲亚澳艺术中心(2004)、法国图卢兹(2004)、韩国汉
城市立美术馆(2005)、香港艺术公社国际美术馆(2002)等地表演、展出。
作品被人英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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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迹起源  二、“张强踪迹学报告”中的男性与女性关系分辨  三、对话的悖论(上)：对《张强踪迹学
报告A／B模型》女性主义含义质疑  四、对话的悖论(下)——女性拒绝与合作具有同样的意义  五、“
张强踪迹学报告”关于“独享”、“共享”与性别文化临界点  六、涂鸦艺术概念与《张强踪迹学报
告／踪迹吸纳模型》附录2 《张强踪迹学报告》部分实施经验  一、蝉翼缥举：张强踪迹学报告A／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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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中，最有效的证据往往集中在罪犯在作案过程中留下　　的踪迹，这些踪迹忠
实地纪录着罪犯曾经“在现场”。
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作　　案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未来定罪的铁证。
　　于是，踪迹成了主体与迹象问直接产生关系的可能性、甚至说结果的直　　接呈示。
在艺术的范畴中，踪迹最注重的可能是主体意志作用客体的神经元　　的最有效的延伸。
在此意义上，踪迹成为艺术家交感神经的敏锐触及的原始　　结果。
踪迹指标也是批评家侦破艺术家精神活动奥秘的最有效的证据。
踪迹　　在特定的情境中会成为一种艺术的有效方式，在更多的情况下，踪迹就是基　　本的痕迹而
已，是语词对现象的指涉的普通的现象，它的另外的所谓文化意　　图是在踪迹学概念中显示出来的
。
　　B．踪迹学　　踪迹学是研究踪迹的学科。
作为学科的首先要求是对象化，也就是踪迹　　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通常规定在人文资源域度之内。
但是，踪迹学不可避免　　地要面对更宽的域度。
于是，另一个矛盾可能要显示出来，那就是踪迹概念　　似乎指涉得过于宽广而流于泛滥。
不过，我们对于踪迹学的对象界定往往是　　一种随机的对象化，也就是在人文的情境中，踪迹学是
开放的，同时也是随　　机封闭的。
前者保证了它的对象的鲜活性，后者则证明它是被具有力度的观　　念所规定的。
　　踪迹学与当代学科的联系注定了踪迹对以往艺术标准的解构性与革命性　　，同时说明人文学科
的革命往往更多地来自于“情境的转换与目的的预设”　　，我们可以面对着踪迹——这个最基本的
文化方式与其他学科的比照关系：　　现象学中对“它者”智慧的利用，消解了主体意志面向自我的
滥情表现；解　　构哲学对传统哲学寻找终极价值体系的消解，则是通过情境的转换与判断原　　则
的撤离来加以实践的：女权主义来自于人类整体价值的寻求，对历史上忽　　略女性意识的批判与对
女性主体的进一步张扬；当代语言学通过对语言能指　　与所指的分离，体现出对人文历史深度价值
的削平，使得当代文化样式进一　　步从平面性上体现当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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