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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马沉思录》

内容概要

书名原文∶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据英国费顿出版社1978年第三版选译:本书精辟的论述了艺术形
式产生的根源，艺术价值中的视觉隐喻，精神分析与艺术史，艺术与学术等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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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马沉思录》

精彩短评

1、难。以后再读。
2、选译不当。出版时候连图都省了。。。
3、看得津津有味...大牛就是这样，什么都说说，什么都不绝对，结尾还有引申问题。但是太少了不够
看就没了，而且我发现了好几个错字，有图片的地方也省略了。我也是醉了。
4、　　贡布里希的又一本杰作，里面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关于艺术作品的主旨是传统还是
经验呢？哈姆雷特的主旨是复仇悲剧，还是对神经过敏优柔寡断的研究？伦勃朗的夜巡的主旨是一组
群像，还是一个历史片段？
　　
　　也许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艺术家本身在创作时也不知道，只有这个两难困境的存在才
使艺术作品显示出非凡的张力。所以各门学科也是相联系的，所以作者在最后告诉我们“学科彼此相
爱”！
5、这个对我来说真的超级棒，跟我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
6、呵呵，是你的想法比较有爱
7、这个版本真心太差，错字连篇还没有图⋯⋯
8、学科彼此相爱
9、图像学
10、共录六篇论文，主要涉及“再现”与“表现”问题
11、好书
12、　　      二十世纪一直围绕着两个中心问题争论不休，一个是抽象问题，一个是表现问题，前者涉
及“再现”，后者涉及“自我表现”和“时代表现”问题。在这本搜集的六篇论文都有涉及。
　　    从书名来看，我们会以为木马是一个象征，其实木马是一个真正的木马，他可能就躺在某个幼
儿园的角落，它是一匹普通的木马，不是马的物象，不是马的摩真，而是马的替代物，替代物的有效
性在于它与原物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性，而不在于它与原始形象的相似性。木马能够成为一匹马的性
质是因为人们可以骑在上面，同时人们有这个欲望和兴趣去骑这匹木马。所以，贡布里希是反对传统
的“再现”的艺术观的。
　　    贡布里希认为，在任何意义上，一个画像不是一个再现。传统的再现观：艺术品要么是其所表
现的事物的忠实摹本，即一件地地道道的艺术品；要么是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抽象”之物。贡布里希
认为艺术家把“形式”从他所见到的事物中抽象出来，是极其荒谬和纯形式化创造的。无论古代还是
现代艺术的形式，都既不是艺术家所看到的外在世界观，也不少艺术家心中的内在世界的再现，对这
两个世界，艺术家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手段进行解释性的描绘。所以，他认为画像起源于制造欲求对象
的代替品。比如，毛追逐球，球其实是成为了老鼠的替代物，老鼠和球都有同样的功能，即可以被追
逐；小孩子吮吸手指，手指成了乳头的替代物，手指和乳头有同样的功能，它们都可以被吮吸。
　　    同时他还指出，“物象”不是完全制造物体的外形，而是某些特有的或者有关联的东西，比如
说对笑脸图形的认识，两点加一横，就可以制造一个笑脸图形，它和真正的笑脸是相差很大的，可见
，制造一个笑脸，抓住的是相似之处。所以他同意，他手康德先验形式的影响，同意艺术是创造而不
是模仿。
　　    在其中一篇论文，《精神分析与艺术史》时，贡布里希提到“风格”问题，正是因为风格的限
制，使绘画本质上是制作而不是再现，风格体现了一定艺术创作的制约，他限制艺术家对艺术技巧和
图式的选择。但是，正是因为风格的限制，却使艺术家从这个限制中获得了表现的可能性，使他的创
作具有理想（主要指心里诉诸），这样我们看到的才不仅只是视觉上看到的信息，同时有内在精神的
表现。正是这样，绘画的制作本性被表现出来，所以绘画本质上是制作，不是再现。这同时也给予我
们在看作品的同时，应该加入透视作品的灵魂或者心灵的想法。
　　    我对模仿和再现的认识：我认为模仿更注重对被模仿物的忠实的相似性，模仿的像不像是其标
准，而再现更注重作者的创作性，并不是完全的复制作品。
13、第一篇最推荐~
14、太深，目前看不很明白，以后回头再读。
15、谢你吉言，向你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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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马沉思录》

16、五句话或者十句话里挑出一句让我启发的，我果然还是水平太低了吧
17、贡布里希在这个阉割的讲演录集里所表现的最清楚的观点是：讲座真特么无聊~

Page 4



《木马沉思录》

精彩书评

1、贡布里希的又一本杰作，里面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关于艺术作品的主旨是传统还是经验
呢？哈姆雷特的主旨是复仇悲剧，还是对神经过敏优柔寡断的研究？伦勃朗的夜巡的主旨是一组群像
，还是一个历史片段？也许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艺术家本身在创作时也不知道，只有这个
两难困境的存在才使艺术作品显示出非凡的张力。所以各门学科也是相联系的，所以作者在最后告诉
我们“学科彼此相爱”！
2、二十世纪一直围绕着两个中心问题争论不休，一个是抽象问题，一个是表现问题，前者涉及“再
现”，后者涉及“自我表现”和“时代表现”问题。在这本搜集的六篇论文都有涉及。从书名来看，
我们会以为木马是一个象征，其实木马是一个真正的木马，他可能就躺在某个幼儿园的角落，它是一
匹普通的木马，不是马的物象，不是马的摩真，而是马的替代物，替代物的有效性在于它与原物有相
同或相近的功能性，而不在于它与原始形象的相似性。木马能够成为一匹马的性质是因为人们可以骑
在上面，同时人们有这个欲望和兴趣去骑这匹木马。所以，贡布里希是反对传统的“再现”的艺术观
的。贡布里希认为，在任何意义上，一个画像不是一个再现。传统的再现观：艺术品要么是其所表现
的事物的忠实摹本，即一件地地道道的艺术品；要么是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抽象”之物。贡布里希认
为艺术家把“形式”从他所见到的事物中抽象出来，是极其荒谬和纯形式化创造的。无论古代还是现
代艺术的形式，都既不是艺术家所看到的外在世界观，也不少艺术家心中的内在世界的再现，对这两
个世界，艺术家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手段进行解释性的描绘。所以，他认为画像起源于制造欲求对象的
代替品。比如，毛追逐球，球其实是成为了老鼠的替代物，老鼠和球都有同样的功能，即可以被追逐
；小孩子吮吸手指，手指成了乳头的替代物，手指和乳头有同样的功能，它们都可以被吮吸。同时他
还指出，“物象”不是完全制造物体的外形，而是某些特有的或者有关联的东西，比如说对笑脸图形
的认识，两点加一横，就可以制造一个笑脸图形，它和真正的笑脸是相差很大的，可见，制造一个笑
脸，抓住的是相似之处。所以他同意，他手康德先验形式的影响，同意艺术是创造而不是模仿。在其
中一篇论文，《精神分析与艺术史》时，贡布里希提到“风格”问题，正是因为风格的限制，使绘画
本质上是制作而不是再现，风格体现了一定艺术创作的制约，他限制艺术家对艺术技巧和图式的选择
。但是，正是因为风格的限制，却使艺术家从这个限制中获得了表现的可能性，使他的创作具有理想
（主要指心里诉诸），这样我们看到的才不仅只是视觉上看到的信息，同时有内在精神的表现。正是
这样，绘画的制作本性被表现出来，所以绘画本质上是制作，不是再现。这同时也给予我们在看作品
的同时，应该加入透视作品的灵魂或者心灵的想法。我对模仿和再现的认识：我认为模仿更注重对被
模仿物的忠实的相似性，模仿的像不像是其标准，而再现更注重作者的创作性，并不是完全的复制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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