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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造学院精英当我们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方样式的
翻版，培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及本土生
活相脱节的一类。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
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如
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化体
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的深
刻转向。
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
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拍寻绘画的
直观建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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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试图考察的，是那些建构着版画处身其中的我们今天艺术意义的诸多因素：从中国古代“版
画”的性质到中国艺术传统的本义，从西方版画及其艺术的意义流变到图像泛滥的艺术“终结”年代
的当下境遇——艺术曾经是一个可以定义的概念，艺术在如今又是这么一个不可定义的概念中国的传
统、西方的传统、中国的现实、西方的当下，所有的这些却直接地发生在了作为个体的我们创作者的
身上。
我们通过回望自己的过去确立我们的未来，历史并由着我们的“在场”而“在场”。
我们的艺术，更由着我们对于传统的占有而拥有了面向明天的意义：面对着技术时代被异化的人与物
的存在关系，经历了现代或者后现代的“颠覆”，当代艺术的使命或许在于“重建”——这是一种发
于源初的对于“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之间关系的重建，更在本质上要求着艺术之于现实的回归
。
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确立我们艺术的当下意义，我们通过艺术表达我们对于存在世界的“态度”—
—艺术并同时澄明我们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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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国桥，1968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

　　1986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199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

　　2002—2007年在职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首届“绘画创作方法论”博士研究生班，2008年6月获文学
博士学位。

　　2006年起任职为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

　　作品曾获得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铜奖（2004），第十三、十四届全国版画作品展览银奖
（1996、1998），第十五届全国版画作品展览铜奖（2000），第十六届全国版画作品展览优秀奖（2002
）等奖项；1992年获“潘天寿美术基金奖”，1999年获“鲁迅版画奖”。

　　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等收藏。
出版有《孔国桥版画作品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孔国桥
》（世纪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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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古代版画考查中国版画发展历史中的断层，缘于具有千年传统的中国古代版画在清末
民初的衰落和“新兴木刻”在此后的发生。
不同于“新兴木刻”在其初登历史舞台之际就位居的鲜明的“艺术”位置，对于中国的古代版画，圈
内人士似乎向来就有着这样的共识：因为它是“复制”的，且它的图绘作者和镌刻作者一般又是分离
的，它即不能被列入“纯艺术”的范畴。
可是与此同时，在专门的中国版画史书——譬如引言提及的《中国版画通史》，古代的版画作品又往
往被赋予了很高的“艺术”的地位。
这种分裂引出的后果：是我们在对古代版画这一悠久传统必须怀有敬仰之心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对
它采取着束之高阁的态度——传统也就成为了某种“符号化的虚拟”。
事实上，所谓的“断层”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某种性质上的改变，
或者说，是事物的终结。
在西方，“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即“从此一位
置到彼一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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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首先感谢许江老师。
从论题的选定到结构的形成，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自始至终关注和扶持了本文的写作
，他的“整合的文化意识”并特别启发着本文结论的推出。
在他课上课余的严厉言辞之下，流露的却是一个实践者的殷殷期望——宏观至于当代中国艺术多元格
局的勉力促成，细微至于实践类博士论文的意义强调，这样的“实践”同时让我们感到了一个艺术家
在“世界图象的时代”所应承当的责任。
感谢司徒立老师。
他的渊博的学识，以及因处身西方当代鲜活语境而生的对于艺术的冷静而独到的判断，启发着我们从
艺术创生的根源之处追寻艺术的当下意义。
建基于对现象学的深入领会进而在绘画中的融会贯通，他以同样的“思想者的挑剔和严厉”把握和指
导了本文的写作。
感谢张远帆老师在这五年之中给予的所有帮助。
在导师组的五位成员中，他是我接触最为频繁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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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场"的印刷:历史视域下的版画与艺术》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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