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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28年3月26日，初舂的西湖，天空中飘荡着浅浅的温润的绿色，一辆黄包车从西冷桥后边烟树婆
娑的民舍中匆匆而来，停在孤山前山的湖畔罗苑门前，车上走卜来⋯位气度儒雅的瘦长老人，缓缓地
走进罗苑狭长的楼门中。
他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来参加刚刚建成的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
紧接着，他面对三十佘位教职员、七十佘位学生，语气深长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的重要讲话： “入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
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　　蔡元培先生一生数载旅欧研学，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曾经遍览欧陆各大博物馆，深研世界文明
史的演变，甚至还是美学研究的专家。
他深知艺术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完备的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意义。
1912年4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
出了“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主张，井明确指出培养人才对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的要求。
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又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中不要忘记美术”，在《新青年》上发表《以
美育代宗教说》的论文，引起海内外的注意。
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的心目中，“美术”二字包含着相当宽的意义，泛指一切美的文学艺术
和道德言行。
]928年国立艺　　术院在西湖之畔创立，正是他锐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举措，同时，作为
横跨中丙界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先驱，蔡先生坚信办学一是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
气度，力主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应该强调欧洲的人文教育思想，把
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
蔡先生在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对一个艺术的专门化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的学校所寄予的精神思想，已经将一种庄重的学术使命作为立校之本、创业之基，托付给
了一代年轻的创业者们。
蔡元培先生以思想界、教育界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为新创的艺术学府，奠定了学术讲坛的高度。
　　艺术院建院之初的一代教授们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理想者的集群。
一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旅欧的学历、中西两个学域的开阔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志向和学术积累；另一
方面，他们置身于中西文化冲撞和救国图强的精神理想之下的痛切思考，使他们具有激昂的改革的锐
意。
他们一腔热血、满怀热望，做学问，创杂志，办画展，创立“艺术运动社”，主持中国最早的高等艺
术教育，带着艺术和思想的锐气，带着反封建斗士的勇力，涉人一个艺术学府对一个民族存亡和文化
迁变所能起作用的方方面面。
尤其在积极投入艺术创作的同时，他们养成了讨论问题、著书立说的风气。
他们一方面从振兴东方艺术、唤醒民族意识的艺术社会学方面着眼，纵论艺术作为人类优秀精神载体
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意义，痛陈艺术衰微对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从美术发展和艺
术风格等具体问题人手，系统研究中西美术的殊异渊源和演进的形态，探索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中国
美术教育的诸多问题。
这个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上被称为“理论热”，它作为艺术家涉人文化研究的一种集群现
象而备受大家的重视。
1999年，当郑朝先生编撰《西湖论艺——林风眠及其同事艺术文集》并嘱我写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
受到了这个艺术学府在它初创期所曾经涌动的人文关怀的热力；感受到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一代拓荒者
所开掘的不凡的学术疆域；感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主掌着我院的学术宗旨并得
以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
正是这个优秀的教授集群，从一开始就以浓郁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固守、为
人生与为艺术等深刻的矛盾中，求取两端理想化的结合，坚持着追求一个学术的理想：以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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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吸收各派所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去表现东方的意境和情韵，创造东方新兴艺术。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而深情回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教授们以毕生
的追求，以一世的心血所铸造的我院学术讲坛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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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艺术》汇集了“视觉艺术与智性模式”、“反省当代艺术”、“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
”、“传播艺术在中国”、“从现代到后现代”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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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在场（prcsenCe）概念的批判。
以表征取代在场。
在场是指直接经验或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传统上认为这种在场的直接经验是和表征（符号、语言
、解释等）相对立的。
传统哲学认为直接经验的这种在场比任何表征都更为可信更有效更确定。
但后现代主义则对这样的区分提出了质疑。
它否认了事物可以独立于语言、符号和解释之外直接呈现出来。
即是说，我们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达到一种直接的透明的对事物的认识。
对在场的否定导致了后现代主义者在讨论一个事物时，以该事物的表征的分析来取代它。
比如，西方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智商的讨论。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作为在场的直接经验物的智商，有的只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和分析哲学非常接近）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智商这样的事物（
根本不存在），而是使用这个术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义。
（这和分析哲学有别，分析哲学之关系如何清理出语言使用的逻辑，而后现代主义者却要揭示隐蔽在
这些概念运用下面的政治意义，从而达到一种颠覆效果。
）比如，智商概念的使用往往有利于现存的教育制度，或一定的阶层，表面上看这些范畴的使用是价
值中立的，但实际上这后面隐藏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压抑性质。
对表征的肯定和对在场的否定，在后结构主义那里就转化为这样一个口号“文本之外无他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这个口号的意义并不在于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是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只能通过文本、表征
或其他中介来遭遇真实的指涉物（real referents）。
这个思路后来在福柯那里成为一个对历史分析的独特方法，如关于性、疯癫的历时分析等。
这个分析最终归结为一种“知识型”或“认知型”的历史分析。
　　2．本原（0hgin）概念的否定。
在现代主义哲学中，一种普遍的观念是理性探索必须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探讨本原就是超越现象或在
现象背后发现它们的最终基础。
比如存在主义主张自我的本原乃是一种本真性等等。
但后现代主义否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是说，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回到超越现象的本原、根源或任
何深层实在都是不可能的，人们无法把握甚至表述这样的事物。
这就否定丫这样事物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通过逃避的严格的分析来有意指向表面性，而是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通过
把事物的表面性（现象）不当作一种指向更深层或更基础性的事物，来关心表面性。
这种思想的例子可以在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或福柯的“作者功能”的概念中看到。
宣告作者之死，实际上就是表明，文本的意义无需通过联系作者的意图来获得某种权威性。
作者的意图与理解文本无关，它们不是文本而是本原，因而也不具备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的特权地位。
这个观念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对本质论、基础论的一种否定，正像利奥塔所说，在后现代条件下，一
切元叙事都不再起作用，局部决定论因此而兴起。
以往援引解放的叙述（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了，而启蒙的叙事（理性）也
丧失了合法性。
甚至弗洛伊德式的对深层心理的追求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观念反映在文学艺术家，就是杰姆逊指出的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消失，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不可
避免地转向平面化模式。
　　3．统一性（unity）的抛弃。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表明，过去被现代性所关注的那种统一、一致和整合性，其实不过是
一种幻觉，真实存在形态是多元（pl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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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的出现和结构主义有关，结构主义就指出，文化要素（词语、意义、经验、人类自我或社会
），是由各种要素的关系决定的。
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是多元的，没有什么事物是由单一的本质或因素所决定的，一切分析都是开放的
未确定的。
比如，一个文本就有无数种解读方式，没有一种可以提供完全的真正的意义。
 （如巴尔特关于文本解读相当于织袜的比喻等）甚至自我也不是单一的统一体，毋宁说我有多个自我
而非一个。
这种思想的进一步扩展，就形成了对总体性观念的否定。
我们知道，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总体性的揭示和追求，它具体展现为对一种绝对和中心的乌
托邦式的向往。
追求统一性和一致性，必然会消除差异，泯灭个体差异，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法西斯主义，导致西方
中心论，导致种族主义，导致对人的尊严和差别的蔑视。
于是，通过否定总体性和统一性，后现代主义提倡差异，提倡共存，提倡宽容和多元的世界，这显然
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4．对先验标准的否定。
这是后现代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诸如真、善、美、理性这样的先验标准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先验标
准实际上都不过是被用于特定的判断和控制的产物。
比如，福柯就说过，不存在抽象的先验的公平，所谓的公平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利益或社会关系。
他指出，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认知范式”，它把一切事物作了先在真一伪、善一恶、
美一丑、理性一非理性等对立二分，因此，每当我们使用这样的范畴时，表面上看它们是自然的、公
允的、普遍的，实际上，它们却服务于某种“权力话语”，受制于特定的话语主体和特定的时间地点
及其利益关系。
因为我们这些判断依赖于我们用以判断的特定话语形式及其隐而不现的权力关系（疯狂、性和禁忌在
不同的时代都是服务于这样的权力话语的）。
而后现代主义特别关注那些被禁止被压抑的那些话语形式，如非理性话语、少数话语、女性话语、边
缘话语等。
这些被称之为“他者的话语”，或“理性的他者”，后现代主义就是要质疑一切话语，取消它们之中
的任何先验的标准，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话语。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先验标准的否定，在带来一种解放效果的同时（使他者话语呈
现和合法化），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先在地肯定的，一切
都值得怀疑，甚至他们自己的理论也不例外。
　　5．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了。
　　正是通过这个方法论，以上四个方面的否定才有可能运作。
这种方法论就是一种所谓独特的策略：即把“不可或缺的他性”（consdmdve 0themess）观念运用于文
化分析。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任何文化现象，无论是人类自身，还是词语、意义、观念、哲学体系或社会组
织，都是通过一种严格的排斥、压制或层次化（高低等级不同的确立）过程而得以维持的。
一个社会在肯定什么的同时，就在压抑另一些事物；在赞扬和鼓励一些行为的同时，也在排斥另一些
行为。
这另一些事物或行为就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合法的。
福柯曾专门分析过这种对他者排斥的现象和方式。
他指出，—切话语活动（书写、阅读或交流）都包含了对他者的形形色色的压制，这种压制是通过三
种基本形式运作的。
第一是排斥：排斥又分三种，一是言语或词语的禁止（掩盖对象、仪式化和演说特定对象），二是区
分和拒绝，最典型的莫过于疯狂一理性的区分，三是真一伪的对立。
这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明的伟大的区分（真伪的区分最终将导向一种“求真意志”或“求知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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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但体现在个体的认识行为中，而且体现在一系列的体制活动[学校、教育、图书馆、书籍出版]等
）。
第二种控制话语的方式是话语的分类、组织和交流原则。
它体现为注释（对经典的注释）、学科系统及其规则。
（学科的对象、方法、命题、学术规范等，比如，历史上有些最真实的理论往往不被当时的学科所接
受，而被视为疯狂的或非理性的理论，不合法不合学术规范的理论等，这些仍是“求真意志”或“致
知意志”的产物。
）第三种控制话语的方式是话语进行的前提条件。
这包括：一是言语惯例，即言者说话的资格、地位、方式等；二是话语圈，即一定的话语集团或共同
体：三是信仰群体，可以视为话语圈的另一种形态，但更多地反映为共同信仰；四是话语的社会征用
，如教育体制对话语的种种限制等等。
福柯对这些规则的揭示，实际上要揭示他者的存在，揭示被压制和排斥的“理性的他者”，进而揭示
西方文化自启蒙以来的“逻各斯崇拜”对他者的压抑，实现他激进的为他者合法化的“颠倒原则”、 
“断裂原则”、“特殊性原则”和“外在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在现代主义理性原则遮蔽下被排斥和压制的许多他者，从女性主义，少数族裔，一
直到同性恋，都被赋予合法存在。
后现代文化显然是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庞杂的文化，强调差异，提倡宽容，主张共存，这就是后现代的
本质。
　　毫无疑问，后现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意义。
要对后现代主义作准确的评价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同时具有积极一面又具有消极一面。
两者并存，建设性和破坏性并存。
再加上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有不同类型，如左派和右派的不同后现代主义，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
从总体上说，它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体现在消解中心，去除霸权，提倡差异和共存，关心少数话语，
对启蒙现代性及其工具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纠正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弊端和局限。
而它的消极面则体现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碎片与局部性、不可通约性、局部决定论、虚
无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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