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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天书》到《地书》 徐冰　　《地书》是一本用各类标识语言写成的书。
经过七年的收集材料、概念推敲、试验、改写、调整、推翻、重来，现在终于作为一本有国际书号的
书正式出版了。
这是一本连版权页都没有使用一个传统文字的读物，也是一本在任何地方出版都不用翻译的书。
《地书》这套文字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超越现有知识分类和地域文化的。
它不对位于任何已有的文本知识， 而直接对位于真实的生活逻辑和事物本身。
对它的识读能力不在于读者的教育程度和书本知识的多少， 也不必通过传统的教育渠道获得，而是取
决于读者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
不管是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有当代生活的经验，就可以读懂这本书。
文盲可以和知识人一样， 享受阅读的快感。
　　为配合这本书，我们制作了&ldquo;字库&rdquo;软件。
使用者将中文打入键盘， 电脑屏幕既自动转译成标识语言；如果打入英文也会如此，这时即出现了一
个不同语言的&ldquo;中间站&rdquo;。
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可以此进行简单地交流。
这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我对标识传达功能的兴趣，最早是受到机场的指示系统和飞机上的安全说明书的启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我有很多时间在机场和班机上度过。
机场的指示系统和机上的安全说明书都是以&ldquo;识图&rdquo;为主；力求用最低限的文字说清楚一
件比较复杂的事情。
这些指示系统和说明书，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ldquo;共识&rdquo;读本，这点特别吸引我。
　　2003年的一天，当我看到口香糖包装纸上的几个小图时（请将用过的胶状物扔在垃圾桶中）， 我
想： 只用这几个标识既然可以说一个简单的事情， 那么用众多标识一定可以讲一个长篇的故事出来
。
从那时起， 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标识，也开始研究数学、化学、制图等专门领
域的符号。
当今，数字网络技术迅速扩展， 各类数字产品中Icon语言大量出现， 使收集整理成了一项无止境的工
作。
但越是这样我越能感到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与此有关的思维越发活跃起来。
　　绝大多数语言文字的雏形，都始于同语音生活的小范围人群 -- 一个部落或一个村庄。
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 发展成为一个地区使用一种语言，再扩大到几个地区，以至一个国家或几
个国家使用一种语言， 这是几千年来语言文字生长的过程。
当今国际化的趋势让世界迅速在缩小， 形成&ldquo;地球村&rdquo;的概念。
但这个&ldquo;大村子&rdquo;与文字初始期的村庄不同的是：&ldquo;村民&rdquo;们操着千百种不同的
语音， 写着互不相通的怪异符号， 却生活、工作在一起。
显然，语言的不便，成了人类的大麻烦。
以种族为基本单位的现存语言，也包括最强势的英语，都显出滞后和不胜任的局限。
现有文字面临着过去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挑战。
人类多少年来&ldquo;普天同文&rdquo;的愿望，在今天成为切实的需要。
这种局势期待一种能够适应全球化的、超越地域文化的、便捷的传达方式的出现。
那个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意义才开始真正被激活。
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几千年以前截然不同，但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和几千年以前是一样的，语
言、文字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的人类社会在某些层面上，其实具有原始时代的特征。
整体的生活方式都在重组，每天都有新技术与新工具发生。
这些新东西具有突变性，是突如其来的，挑战着每一个人对陌生事物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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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使人类速度在快速提升，资讯爆炸催着人们快速地处理信息，每一个体都在忙于应对，而变得
没有时间和耐心去一点点阅读，更接受一目了然的信息获取方式。
传统学习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图识说明所取代。
人类似乎正在重复文字形成之初的历史，以象形的模式又一次开始。
可以说，今天是新一轮的象形文字的时期。
　　我们视《地书》这套符号系统为一种&ldquo;文字&rdquo;系统， 是因为，它们不是被某个人编造
或规定出来的。
我们整理《地书》标识有一个原则：限制主观的发明和编造，只作收集、整理与格式化的工作。
因为这些正在被使用的标识，本身已具备共识基础和文字性质。
有生长力的文字系统大多是约定俗成，再经过整理形成的。
一般来说，由人为设计的符号系统是主观的结果，它缺少自然形成的逻辑和被普遍认可的基础，不支
持作为一种书写系统所必备的易掌握、具共性和可复制使用的性质（这也是卡通表述不能被视为文字
表述的原因）。
在《地书》这套表述系统中，所有的&ldquo;字&rdquo;都有其来源和出处。
&ldquo;语法&rdquo;部分；包括回忆、想像、梦境、人称表示、情感表示，也包括形容词、语气词、
介词、标点符号等，同样是来自于那些普遍使用过的&ldquo;表示法&rdquo;。
　　人类最可信赖的沟通方式是视觉的，视觉有一种超文化的能力。
因为是事实的直接呈现，其信息不像其他各类勾通体系那么容易被打折扣和变形。
人类生理经验的共性，使基于事实经验而被抽象出的图形具有共识依据。
比如说，电话听筒前加上表示发声的图形，能表达不同倾向的声音；几个从小到大的同心弧线，表示
正常的发音；波文线表示舒缓的；折线表示刺耳的。
这些都是视觉图形，却能有效指代某类声音。
波文线的舒缓，是因为它与烟或水的移动有关；折线和电闪雷鸣的经验有关，所以是激烈的。
人类的这些共同经验是超文化、超地域、超语言的。
咖啡馆的标志，可以有上百种，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些材料排列起来，对它们做心理和视觉习惯上的分
析和比较；比较出哪些特征是共同的、一看即明的，再将这部分提取出来；最终要找到的是共识性的
部分。
这是对视觉特征分寸感把握的工作，核心是视觉传达的研究。
　　我对《地书》的兴趣在于：图形符号作为文字，到底能表达到什么程度？
我不希望它已经具备的能力，没有被我没有找到而被浪费了。
当然我也清楚，比起成熟文字，它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有些适合它表达，有些不适合。
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它已经能表述的程度，是我们的认识所不及的。
这一版《地书》的故事，被译成中文竟有一万四千多字，这在没有去尝试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知道，甲骨文被文字学者认定为是一种文字时，才有260个字符，而今天正在被使用的象形符号多
的无法统计，并且每时每刻还在不断地产生。
可以说，这些图形符号，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语言的性质。
　　上面谈的都是文字与符号学的事情，《地书》以一件艺术品的类别出现，我们应该谈一些艺术的
事情。
　　《地书》作为一个艺术项目，由于它的&ldquo;在时性&rdquo;，它将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项目。
作品的形态在&ldquo;艺术&rdquo;与美术馆之外；不固定又自然繁衍。
它有条件成为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参与的、公开的平台。
这样，《地书》作为艺术作品的形态，就与此文分析的时代特征，发生更有机的关系。
《地书》的概念本来就来自于当代的传播环境，更适于回馈这种环境。
　　《地书》与《天书》比较起来，它应该像一滩水似的没有边界。
《天书》更像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从里到外都是用传统的手段制作的。
它所引发的讨论无论怎样展开，物化的作品就在那里，其作用方式是传统的；人们到一个专门的空间
去感受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书>>

而《地书》的真实形式，是当下这个信息时代本身；是&ldquo;发散状&rdquo;的。
不固定、无形态、不像艺术，是它最好的呈现方式。
　　在我看来，艺术重要的不是它像不像艺术，而是看它能否给人们提示一种新的看事情的角度。
地书放在美术馆就可以称之为艺术，如果在符号学、视觉传达、字体设计等领域来介绍，就是别的领
域的事情。
其实&ldquo;不纯粹&rdquo;才是艺术进展的真正元素，才有艺术创作最本质的东西。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地书》灵感的真正来源。
这件作品的电脑软件部分，最早是在纽约MoMA&ldquo;自动更新&rdquo;展上展出的。
这个展览讨论的是&ldquo;。
Com&rdquo;大爆炸后的艺术现象；艺术家在后&ldquo;Video艺术&rdquo;时代，如何对高科技材料作出
的反应、调整和使用。
作品参与的讨论和展览，是属于西方最具试验性的艺术领域。
但我知道我作品灵感的核心来源，源自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远古先人的智慧。
我对图形符号的敏感，是由于我有象形文字的传统和读图的文化背景。
　　二十多年前我作了一本包括我自己在内没人能读懂的《天书》，现在又作了这本说什么语言的人
都能读懂的《地书》。
事实上，这两本书截然不同，却又有共同之处： 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
等地对待世上的每一个人。
《天书》表达了对现存文字的遗憾与警觉；《地书》则表达了对当今文字趋向的看法和普天同文的理
想。
我知道这个理想有点太大了，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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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看不懂？
天书？

　　错了！
这本书的名字是“地书”！

　　享誉世界的华人艺术家徐冰
　　历时七年，经典作品《天书》之后又一奇书问世！

　　《地书：从点到点》是一本用各类标识语言和符号写成的书，妙趣横生地记录下现代城市白领一
天二十四小时的典型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本奇特的作品。
艺术家徐冰经过七年的材料收集、概念推敲、试验、改写、调整、推翻、重来，最初的灵感终于转化
成一件成熟的文化艺术作品问世。
这是一本没有使用任何传统文字的读物，也是一本在任何地方出版都不用翻译的书。
无论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有当代生活经验的人，就可以读懂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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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冰：当代最受人关注的华人艺术家之一
　　1955年生于重庆，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
2007年回国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国家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布朗士美术馆、西班牙米罗基金会美术馆、
捷克国家博物馆等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人艺术展。
曾被邀请参加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芬兰、意大利、德国、韩国等国的重要联展。

　　1999年获得美国最重要的个人成就奖“麦克阿瑟天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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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二十多年前我做了一本包括我自己在内没人能读懂的《天书》，现在又做了这本说什么语言的人
都能读懂的《地书》。
事实上，这两本书截然不同，却又有共同之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
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天书》表达了对现存文字的遗憾与警觉；《地书》则表达了对当今文字趋向的看法和普天同文的理
想。
我知道这个理想有点太大了，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
　　在我看来，艺术重要的不是它像不像艺术，而是看它能否给人们提示一种看事情的新角度。
　　&mdash;&mdash;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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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享誉世界的华人艺术家徐冰　　历时七年，经典作品《天书》之后又一奇书问世！
　　没有任何传统文字，不是绘本，不是漫画，但任何人都可以读懂！
　　记录现代人典型生活的奇特小说，抑或是人类交流方式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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