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聚焦 的 空 间 ： 艺术史研究的关键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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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空 间
”

是 当 代 学者讨论后现代及全球化 问题的 重要切入点 ， 在都 市研 究 、城市规划 、哲 学 、 文 学 、 文化研 究等诸

多 领域产 生 了 深远影响 。 和
“

时 间
”
一样 ，

“

空 间
”

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维度之一 ，是历 史和人类文化活动 的 产 物 ，
也是

我们研究 艺 术 史 的 关键词 。 因此 ，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和 阐释
“

空 间
”

，
这 为我们建构 当代 艺 术史提供 了 新的路径 。

关键词 ： 空 间
；

艺 术 史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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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界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的
“

空间转术 ，绘画是空间艺术 ，

“

绘画运用在空 间 中 的形状

向
”

，使人们逐渐意识到
“

空 间
”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颜色 。 诗运用在时间 中 明确发出 的声音 。 前者

中的重要意义 。 作为地理学概念的
“

空间
”
一词 ， 是 自然的符号 ，后者是人为的符号 ，这就是诗和画

在非地理学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

“

空间
”

问题受到各 自特有的规律的两个源泉
”

（ 莱辛 １ ８ １

－

８２
） 。

人文学科的极大关注 ， 成为学者们讨论后现代及同时 ，他还传达了诗优于画 ， 时间优越于空间的观

全球化问题的切人点 ， 在都市研究 、 城市规划 、哲点 。 在现代西方 ， 理论上关注时空和时空体验问

学 、文学 、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题的可以追溯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 ：

“

现代性就
“

时间
”

和
“

历史
”

历来是人们思考艺术实践是过渡 、短暂 、偶然 ，就是艺术的一半 ， 另
一半是永

与艺术问题的主要因素 ， 西方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恒和不变
”

（ 波德莱尔 ４８５
） 。 不过 ， 波德莱尔在

就有这样的传统 。 莱辛在 《拉奥孔 》 的扉页上 曾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时间 问题 。
２０ 世纪 以前 ，人

引用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的诗句
“

画是无声们对时间 问题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空间的关注 。

诗 ， 诗是有声 画
”

作为题记 ， 他认为诗是时 间 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 人们把空间看作是没有生命

？
１ 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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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器 ，

“

空 间被 当作是死亡 的 、刻板的 、 非辩证了批判 ， 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和阐释空间 ，这也是

的和静止的东西 。 相反 ， 时间是丰富的 、多产的 、当代学术建构和人文发展的需要 。

有生命力的 、辩证的
”

（ 苏贾 １ ５
） 。

“

空 间贬值
”

在今天 ，作为地理学 、哲学 、社会学和文学艺术

学界盛行 。 后来随着
“

文化地理学
”

的兴起 ， 昂共同关注的焦点 ，

“

空间
”

不是
“

空洞
”

， 它不仅是

利 ？ 列斐伏尔 、爱德华 ？ 索亚 、米歇尔 ？ 福柯 、戴 一种物质存在 ，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 ，

一种社会关

维 ？ 哈维等理论家们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与系的产物 。 我们甚至可 以说 ， 在今天 遮挡我们

介入 ， 对把空 间 当作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观念视线 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 ， 是空间而不是时

发起了严肃的挑战 。 列斐伏尔试图改变人们对空间 ；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 ，

间的简单理解 ，他认为空 间是社会产物 ，

“

空 间里是
‘

地理学 的创造
’

， 而不是
‘

历史 的创造 苏

弥漫着社会关系 ； 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 ，也生产贾 １
） 。 近年来 ， 学者们对

“

空间
”

问题的关注已经

社会关系 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

（ 包亚 明 ４８
） 。进人到艺术史 、艺术理论的研究领域 。

“

空 间
”

不

空间生产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 它在历史中产生 ，在仅仅是一个容器 ，还是被赋予 了深刻文化 内涵的

历史演变中转化 。 因此 ， 空间性总是与历史性和
“

文本
”

。 强调艺术实践与环境之间 的社会关系

社会性紧密相连 的 。 我们需要与理解
“

历史性
”

是艺术史空间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 艺术研究中

和
“

社会性
”

一样 ， 重视理解与阐释
“

空间性
”

。 苏的空间批评关注
“

空 间
”

是如何通过 自 身 的意义

贾秉承了列斐伏尔的传统 ， 在 《第三空 间 》 中称其系统来传达社会 、历史 、文化 、艺术等领域的多元

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空 间研究 的维度 。 他说 ：

“

在意义的 。

“

空 间
”

已 经成为跨越人文 、地理 、政治

今天 ，遮挡我们视线以至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 ，是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 ， 成为我们研究艺

空间而不是时间 ； 表现最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术史的关键词 。 把握
“

空 间
”

这一关键词在艺术

理论世界的 ，是
‘

地理学的创造
’

， 而不是
‘

历史的史研究 中 的 内涵和意义 ，开拓空间 阐释的新视角 ，

创造
’

。 这就是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建构当代艺术史 。

承诺
”

（ 苏贾 １
） 。 当代空间理论的领军人物哈维艺术史的核心是艺术 ， 它和人类的身体一样 ，

把空间问题引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 。

“

作为也会经历诞生 、成长 、衰老与死亡 。 目 前 ， 越来越

人文地理学者 ， 哈维选择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多的研究表明 ， 艺术史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史的叙

理论的切入点 ， 是与地理环境相关的
‘

空 间
’

问述中 ，更鲜活地存在于独特的空间形态中 ，诸如博

题 。 哈维发现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 ，对于空间物馆等的展示 中 。 周宪教授认为 ，

“

晚近艺术理

问题和时间 问题还没有非常明确 的论述 ， ［

……

］论中一个焦点 问题就是所谓博物馆学 ， 涉及博物

未能发展出相关的空间和时间理论
”

（ 阎嘉 １ ８
） 。馆 （ 美术馆 ） 如何处理那些复杂 的艺术史材料

”

在哈维看来 ，空间是认识城市的关键 ，城市不同形 （ 周宪 １ ６
） 。 艺术史家更加关注考察博物馆 、 画

态的转变包含着深刻的空 间转型 。

“

空 间和时间廊 、学院等不同的活动形态 ， 比如艾伦 ？ 沃勒克把

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 。 然而 ， 我们很少争论它博物馆看成是
“

让社会的统治阶级登台表演并使

们的意义 ： 我们倾 向 于认为它们理所当然 ， 赋予其更强大的地方
”

（ 达勒瓦 ６７
） ；邓肯说博物馆是

它们普通 的意义或者 自 证的属性
”

（ 哈维 ２５２
） 。

一种仪式性的场所 ：

“

制定仪式的正是观者 。 博

这些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力 图改变人们对空间的物馆的排列有序 的空间与物品 的布置 ， 它的照明

忽视 ，空间性就是我们理解时代地理学 、建筑学 、 与建筑编辑部既提供了场景与道具 ， 也提供了剧

社会学和艺术史的重要角度 。

“

时间
”

和
“

空 间
”

本
”

（达勒瓦 ６７
） ；安妮 ？ 坎贝斯对英国博物馆历

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维度 ，人类是在时空史进行了考察 ，把博物馆看作是一个言说种族 、殖

的共同演变中存在的 。

“

空 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民主义 、 国家主义的场所 ， 等等 。 在 当代艺术 中 ，

与之相关联的架构 。 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 的条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博物馆等空间形态 ， 艺术

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 的事物
”

（ 卡西尔 ５ ８
） 。史如何得 以形象地再现 。

但人们对空 间维度的长期忽视 ， 使我们难以清晰在西方 ， 博物馆的历史悠久 。 据苏伟先生考

地解释艺术 与 社会 的 复杂关 系 。 和 时 间 一样 ， 察 ， 英 文 中 的
“

ｍｕｓｅｕｍ

”
一 词 来 自 于 拉 丁 语

“

空间
”

也是在历史发展演变 中产生的 ， 是人类文
“

ｍｕｓｅ ｉ ｏｎ

”

， 意 为
“

缪 斯 显 现之地
”

。 汉 语 中 把

化活动的产物 。 因此 ， 理论家们对忽视空 间进行
“

ｍｕ ｓｅｕｍ

”

称 为 博 物 馆 。 在 两 种 语 言 中 ，

．

１ 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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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ｕｓｅｕｍ

”

都有
“

美术馆
”

的意思 ， 使用频率大于术欣然地接受了美术馆的市场化 ：

“

价格成为文
“

ａｒｔ
ｇ

ａｌｌｅｒ
ｙ

”

。 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丰富 的历史化地位的招牌
”

（ 贝 尔廷 ２５２
） ， 成为艺术 的直观

文化语境的变迁 ， 我们可 以从中触摸到现代性的符号 。 当艺术市场伸人到艺术系统的各个领域之

历史细节和现代主义艺术观念的变革进程 （ 贝 尔后 ，便开始改造艺术创作 、艺术批评 、艺术史书写

廷 ２ ８ ３
） 。

１ ７９３ 年 ， 卢浮宫成为 了第
一个现代意和艺术机构 ， 开始消解现代主义建立起来的评判

义上的美术馆 ， 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让那些 曾经为机制 ，让
“

艺术的 自 治性再次面临危机
”

（ 贝 尔廷

权力机构享用的艺术品成为观众们可 以触及 的对５９
） 。 正如周 宪教授所言 ， 博物馆和美术馆 的布

象 ，也增加 了社会学意义上 的审美 因 素 。 现代时展实际上是艺术界对过往历史的某种叙述 ， 是特

期 ， 欧洲
“

ｍｕｓｅｕｍ

”

的建构模式来 自 于卢浮宫 ， 借定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 表面看

美术馆来 灌 输 国 家 意 志 和 民 族 意识 （ 贝 尔 廷上去是人们观赏各种展品 ， 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

２８３
－

８４
） 。

“

博物馆
”

与艺术史 的关系密切 ， 它是之中建构出主体与对象 、个人与群体 、 当下与过去

阐释艺术史书写的重要空间维度 。 它曾经是特权的某种特定关联 ，建构起某种观看到价值标准 ，激

的圣坛 ，被那些经典的作品 占据着 ； 它乐于给人们活某种社会记忆 （ 周宪 １ ７
） 。

创造一种远离现实世界 ，获得独特观感的空间 。 在值得关注的是 ，像博物馆 、美术馆这样的空间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它最终成为一个外在于观众的机构虽然并不主宰 当代艺术 ，但却塑造着 当代艺

时间意识 ， 却 内 在于观众空 间经验的场所 。 应该术 。 当代艺术从不同渠道吸收让其产生价值的各

说 ，它的发展深深根植于现代 民主之 中 ，
以 民主和种力量 ，并把这些力量的多种意义传达 出来 。 博

国家的力量管理着历史和历史性的艺术与文化 。物馆 、美术馆不仅仅展示艺术作品 ， 更重要 的是 ，

德国艺术史学家汉斯 ？ 贝尔廷曾较为深入地它在传达某种艺术观念 ，并成为某种历史的在场 。

探讨了
“

博物馆
”

等空 间机构在现代性背景下 ， 在美国艺术史家唐纳德 ？ 普莱茨奥斯考证到 ，

“

博

当代艺术系统中 的地位与 困境 。

“

到底是新艺术物馆学的现代实践——并不少于那话语性的博物

在寻找合适的美术馆语境 ，还是美术馆在寻找新馆辅助性研究 ： 艺术史 （ 让我们姑且称之为博物

艺术 。 没有美术馆 ，今天的艺术不仅会流离失所 ， 馆志 ）

——牢牢扎根于一种恰当再现的意识形态

也会沉默无声地消逝在人们 的视线 中 。 而美术中 ，在这里 ， 人们设想展览将多多少少忠实
‘

再

馆——无论其如何注定了无法支撑当代艺术
——现

’

某种外在于博物馆学 的事件 ， 某种被想象为

如果将 当代艺术拒之 门外 ， 就等 同 于将 自 己抛入先于 其 叙 述 及 在 展 览 空 间 里 的 再 呈 现 （
ｒｅ

－

历史的故纸堆 ， 这种被迫 的结盟关系摧毁 了任何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 ｉｏｎ ） 的

４

真实
’

历史
”

（ 周宪 ２８４
） 。 普莱

其他与 美术馆协作 的 可 能 性
”

（ 贝 尔 廷 ２４９
－

茨奥斯认为博物馆是一个被建构起来 的叙事空

５０
） 。 当博物馆 、美术馆不再是特权的圣坛 ， 当艺间 。 作为一种体制 ， 它的 出现是现代性与 民族国

术家不再被挑选 ， 当所有东西都可 以进入其中 的家及其文化认同共同建构的产物 ， 是民族文化的

时候 ，它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 传统的美术馆形式集体记忆的结晶 。 考察博物馆志就是艺术史研究

在当下是否依然恰当 ， 是否依然可 以展现 出艺术的一个独特角度 。 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布展

史的职责 ， 这些问题都深刻地触及到现代主义之都是以不同的空间方式展示着对艺术史的某种叙

后的艺术发展和艺术史书写 。 随着艺术史观念的述 ，仿佛在 向 人们叙说着各种各样 的艺术故事 。

日 益模糊 ， 现代主义艺术史原则的逐渐瓦解 ，艺术从表面看 ，人们在这个空间 中观赏不同的展品 ，但

史与博物馆 、美术馆等空间形态之间 的关系发生实际上却是在主体与对象之间 ，
主体与主体之间 ，

了不少转变 ， 尤其是在艺术史叙述的权威性逐渐个人与群体之间 ， 当下与历史之间建构 出某种特

削弱之后 ，它们呈现 出 不 同结构与多元面貌 。

一 定的关联 。 所以 ，普莱茨奥斯又说 ：

“

博物馆建立

方面 ， 这些空间形态创造着更大的经济价值 ； 另
一 起示范性 的模式 ， 帮 助人们将客体

‘

阅 读
’

成个

方面 ， 它们也在掩饰 自 己 的权力趣味 。 每个美术体 、群体 、 民族 、人种及其
‘

历史
’

的痕迹 、再现 、反

馆都有 自 己 的价值标准 ， 它们有权力选择符合 自映或替代 ， 它们是为 了让欧洲 以仪式化的方式参

身趣味 、立场和利益的艺术 。 作为
一种模式 ， 它们与 （ 因此也是召 唤 、捏造 、维护 ） 其 自 身 的历史和

因此具有排他性与价值判断 。 不过 ， 在当代 ， 它的社会记忆而设计出来的公共空 间 。 因此 ， 博物馆

成功与否似乎 已经交 由公众阐释和市场接受 ， 艺让那些可 以观看的东西变得清晰易读 ， 从而建立

？

１ 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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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观看的价值标准 ， 并教导博物馆的使用者如何 ［
Ｂａ。

，
Ｙａｍｉｎ ．Ｍｃｒｆｅｍ ｉｔ

ｙａｒｅａ ！ｉ ／ｉｅｆＷｕｃ ｔ 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

阅读所见之物 ： 如何激活社会记忆
”

（ 周宪２８６ ） 。 Ｓｈａｎ
ｇ
ｈａｉ

：Ｓｈａｎ
ｇ
ｈａ ｉ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

ｇＨｏｕ ｓｅ
，

意大利艺术史家朱里奥 ？ 卡罗 ？ 阿根在 《艺
２〇°３ ＇

 ］

术的历史性与艺术史 》 中提到 ，

“

都市空间
”

是艺Ａ

术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 ， 大众媒介对当代艺术
「 Ｒ＾
＾

＝ 

１ ９８７

＾
°

＂ｐ
．

ＩＢａｕｄｅ ｌａｉｒ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 ｌｅｃ ｔｅａＥｓｓａｙｓｏｆＢａｕｄｅ ｌａ ｉｒｅｏｎ

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 媒介史和艺术史的发展 Ａｅｓ ｔｈｅ ｔ＾ＧｕｏＨｏｎ
ｇ
ａｎ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Ｐｅｏｐ ｌ ｅ
，

ｓ

告诉我们 ，媒介形式的变革带来了人类传媒和接 Ｌｉ ｔｅｍｕｒｅＰｒｃＳＳ
，１ ９８７ ＿ １

受方式的深刻转变 。

一方面 ， 空间受到各种冲击 ， 汉斯 ？ 贝 尔廷 ： 《现代主义之后 的艺术史 》 ， 苏伟译 。 北

失去其完整性 ；另
一方面 ，空间总是力 图维持 自 己京 ： 金城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年 。

的框架范畴 。 媒介理论家马歇尔 ？ 麦克卢汉把传 ［
Ｂｅ ｌ ｔｉｎ

ｇ ，Ｈａｎｓ ．Ａｒｔ／ｆｏｔｏ／ｙａ加
■

Ａ／ｃｗ／ｅｍ ｉｓ ／ｎ ．Ｔｒａｎ ｓ ．Ｓｕ

媒比作人的延伸 。 在媒介时代 ，信息与媒介密切Ｗｅ ｉ ．Ｂｅｉ
ｊ
ｉｎ

ｇ ：Ｇｏ ｌｄＷａｌｌＰｒｅｓ ｓ
，
２〇 １ ４ ．

］

相关 。 通过媒介 ，人类的视觉 、听觉等体验可 以超 恩斯特 ． 卡西尔 ： 《人论 》 ，甘阳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 出 版

越时空和 肉体的界限 。 在这一背景下 ， 阿根敏锐 ＃± ’
２〇〇４ ￥ 。

地察觉到艺术史面临的新挑战 ： 既有传媒技术对
［

＾ｆ

胃 〇ｎ

卜 ＝
ｎ Ｓ（ｋ？Ｙａｎ

ｇ
－

艺术的冲击 ，
又有大敍倾传＿英文倾去

Ｓ

＾
ａ：

：Ｓｈａｎ
ｇ
ｈａ，ＷａＵｏｎＰｕｂｈ ｓｈ＾Ｈｏｕ ｓｅ

，

分化 。 因此 ， 他 明确提 出 了艺术史研究的
“

空 间
安 ． 达勒瓦 ： 《艺术史方法与理论 》 ，李震译 。 南京 ： 江苏

转向
”

：

“

现代艺术史成功地把空 间 的 抽象观美术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念对于一＊切视觉乙术都是基础的观念 ［
Ｄ

＇

Ａｌｌｅｖａ
，Ａｎ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 ．

都市空 间 的形式给予具体的表达 。 因 为都市空 ＬｉＺｈｅｎ ．Ｎａｎ
ｊ

ｉｎ
ｇ ：Ｊ ｉａｎ

ｇ
ｓｕＦ ｉｎｅＡｒｔｓＰｕｂｌ ｉ ｓｈ ｉ ｎ

ｇ
Ｈｏｕｓｅ

，

间
一城市被看作是名 副其实的信息系统 ， 所有审 ２〇〇９ －

］

美经验 （ 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 的 ） 的纯粹现象戴维 ？ 哈维 ： 《后现代的状况 》 ， 阎嘉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

学研究 ，都趋向于都市空间的现象学研究 ， 因为都馆 ，
２〇〇３ 年 。

市空间被认为是社会生活 的空 间 即交往 的 空 ｆ 
Ｈａｒｖｅ

ｙ ’Ｄａｖｉｄ ＞７７ｉｅｅｔｍｄ ｉ ｔ ｉｏｒｅ〇／ Ｔｒａｎｓ ‘

间
”

（ 周宪 ２ １ ５
） 。 空 间 ， 具有把艺术史置于臟

角下加 以考量的价值 。 雛于纯视觉的 、诗意的

审美价值 ， 匕更具有包仓性 。 ［
Ｌｅｓｓ ｉｎ

ｇ ，
Ｇｏ 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 ．Ｚ ＜ａｏＡ？ｎ ．Ｔｒａｎ ｓ ．Ｚｈｕ

艺术史中 全 间转 向 的意乂不仅在于让人Ｇｕａｎ
ｇｑ ｉａｎ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Ｐｅｏ

ｐ
ｌｅ

’

ｓ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８４ ．

］

们从对时间 的关注转移到对空间 的关注上 ， 更是爱德华 ． Ｗ
？ 苏贾 ： 《后现代地理学 ： 重 申批判社会理论

力图改变传统社会历史认知 。 罗丹 曾说 ， 伟大的中 的空间 》 ，
王文斌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４ 年 。

艺术家都在探索空间 。 空间不是一种概念化的透職ＡＵｏｓ ｔ ｒｒｗｄｅｍ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ａｓｓｅｒｔ ｉｏｎ

视关系 ， 画面中 的每一寸肌理 、每一块颜色 、每一
ｏｆＳｐａｃｅ ｉｎＣｒｉ ｔ ｉｃａ ｌＳｏｃ 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Ｔｒａｎ ｓ ．Ｗａｎ

ｇ

个形状都是空 间 ， 它是历史 、社会 、实践 的产物 。
Ｗｅ？ｂ ｉｎ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Ｔｈｅｅ ？）ｍｍｅｒｃ ｉａｌＰｒｅｓ ｓ

’２００４」

作为艺术史研究的关键词 ，

“

空间
”

不仅表现为人
阁嘉

＾
戴

ｆ
与

＾

克

ｆ

主义文学批评传统
”

 ’ 《 当代

们实际感觉中 的物质形态 ，
也反映出精神层面的 「 ｖ Ｔｙ

＿

°

ｊ＊Ｔ
？

，

Ｉ 
Ｙ ａｎ

，Ｊ ｉａ ．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
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ｒａｄｉ ｔ ｉｏｎｏｉＭ ａｒｘｉｓ ｔ

空间 内涵 。 与时间一样 ， 它是人类感受世界的重Ｏ 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 ｉｃ ｉｓｍ．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Ｕ 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ｕ ｉｃＵｍ６

要维度 。 众多理论家从不同角度 阐发空 间属性 ，ｐｏ ｉ ｉ ｈ ｉ ６
－

２ａ
ｊ

说明空间理论的开放性 。 此外 ，

“

空间
”

已经成为周宪主编 ： 《艺术理论基本文献 》 。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知识分子介人现实 ， 参与政治 的一种研究策略 。新知三联书店 ，
２０ １４ 年 。

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基点 ， 它已成为 ［
Ｚｈｏｕ

，Ｘ ｉａｎ
，ｅｄ ．Ｂａｓ ｉｃＺｉ ｔｅｒａｆｔｉｒｅｏ／ ／４ｒｔ７７ｉｅＯＴｙ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

当代艺术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新视角 与新路径 。 ＳＤＸＪｏ ｉｎ ｔＰｕｂｌｉ ｓｈ ｉｎ
ｇ
Ｃｏｍ

ｐ
ａｎ

ｙ ，
ＭＷ －

］

引 用作品 ［
ＷｏｒｋｓＣ ｉ ｔｅｄ

］ （ 责任编辑 ：
王 峰 ）

包亚明 ： 《现代性与空 间 的生产 》 。 上海 ： 上海教育 出 版

社 ，

２００３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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