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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

内容概要

1916年2月8日，一伙“反对在战争中被杀害”的拒服兵役者在苏黎世将一把裁纸刀不经意地插入一本
拉鲁斯法文词典，于是有了以“达达”这个毫无意义的词汇命名的杂拌的国际团体以及在此之后沸沸
扬扬的达达运动。在这里涵盖一切虚无事物的旗帜下，达达致力于道德标准、文明体系、思辩结构、
美学准则、教条逻辑、语言规范，甚至宗教信仰等这些在他们看来统统属于模糊的巅峰的颠覆运动。
达达这个独树一帜的反体制的群体，用他们独特的赞颂仪式，从破坏的意义上对近代艺术起到了推动
作用，并最终促成了超现实主义的诞生。
1921年，巴黎的大学生将象征达达的纸人扔进塞纳河“淹死”，至此达达这场昙花一现的运动宣告结
束。在由亨利·贝阿尔和米歇尔·卡拉苏合写的这本书里，基本呈现了达达这场颠覆运动的历史全貌
，并梳理了这场运动的一些生动的细节，还原了雨果·巴尔、安德列·勃勒东、马赛尔·杜尚、特里
斯坦、查拉等达达运动的主要人物在当时的颠覆行为和精神状态，勾勒出达达这部反叛的历史的立体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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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

书籍目录

译本序
导言
起
一个珍贵的名称：达达的一些定义和有关的论战
一种反复无常的运动
第一部分达达的颜面作用
一次必要的反叛
洗劫一空
以无赖对无赖
达达是否即虚无主义
达达与政治
苏黎世：指甲修剪室？
德国：在火山顶上的舞蹈
巴黎：被激化的个人主义
翻腾的生活
“没有最后的真理”（查拉语）
“呼吸到惟一的新鲜空气”（查拉语）
“期待一种净化的人性”（查拉语）
第二部分语言的爆炸
清除一切
适应变化与“熔化用的坩埚”
激烈地批评各个流派
“理解力的推一基础：艺术”（查拉语）
价值观念的混淆
“思想形成于口头”（查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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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

精彩短评

1、没仔细看，但是总归不喜欢太颓废太荒诞，精神上都没希望了，艺术都没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好难读啊。
3、推翻一切，这当然包括达达本身啦
4、对达达这种比较无语
5、读起来有点吃力
6、只为美学。句号、
7、太模糊，太重复
8、初遇
9、不是对艺术研究特别感兴趣的,这样一部书,也许将会是无聊的.它记载的是部历史.但是,也同时让我
们看到人们为了冲破束缚而所作的斗争.也许是盲目的,是无谓的,不过,我很欣赏达达的精神,那种敢于逆
向思维的勇敢精神.
10、翻译垃圾!!!
11、评论很精辟,一次荒诞的运动
12、影响了我很久....
13、译本的关系，看得十分之累。
14、下午好多人转南京青奥会吉祥物摔倒糗事那个帖，作为一个蓝鲸人，我坚决不转播、不推荐，同
时我想（善意的）设计者大概是《达达》之类的书看太多，不然呢？（凶狠的）不然就是专门来黑我
大蓝鲸的。。。
15、烂
16、带着写作业的心看完~~
17、| I109.9 /B45
18、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了这本书
19、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与列宁同志分道扬镳后一路向西，从未取得过任何政治权
力，在写作、绘画、粘破烂、拍电影、办杂志等一切形式的创作活动中进行着最彻底的、无间断的文
化革命，这些是最激进的左派留下的宝贵遗产。
20、让人写得看不懂。。。
21、dada ~~~~~~dada~duuuuuuu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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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

精彩书评

1、　　达达主义是个颇为微妙的流派，它甚至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应该只能算是一种
风潮，一种态度。　　看完此书后其实也没办法真正理解，但是我感觉达达主义者们似乎有些想“艺
术治世”的意思。　　艺术虽然源远流长，可一直是依附一般的存在，为生活为宗教为贵族，艺术家
们也一直这么生活过来了，而这一切在一战中突然转变了。艺术家们突然觉得一直依附的东西都是虚
假的，所以他们决定自己来“统治”。　　其实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倒是相符，人们特别是平民们一
直以来都是被治者，被巫术被国王贵族被宗教被科学直到被上流社会所统治所管理，可是一战中人们
突然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它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于是平民革命开始了，一切权威都被
打倒，要建立起新的平等社会（法国大革命没能够做成功的）。这在政治上是布尔什维克，在艺术上
就是达达主义了，所以许多达达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党。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因为艺术家大多出身
平民，而且艺术是出身金钱所无法垄断的，于是艺术上的平民革命率先开始，似乎也就是从达达主义
开始，艺术家和流派们开始提出宣言，而宣言的内容也不局限于艺术本身，而是涉及社会、人民甚至
政权本身。我想这就是达达主义的意义所在。艺术家们开始考虑治国治民甚至治世了。艺术家们开始
独立思考了，但也正因为独立思考，所以艺术治世也永远只是梦想了。“每个人都是国王”，可是每
个人也只能是自己的国王。
2、理一下。达达主义的价值。其存在的本质是对一切秩序，规矩的破坏，特别喜爱用荒谬的毫无逻
辑，不可理喻的方式去创作。同时提倡的艺术接近生活，直接表达生活的理念。完全抛弃艺术中形式
上的繁琐，甚至要抛弃美感，用粗糙的猛烈直接的表达。这似乎是一次对上层，以及宫廷式艺术的一
次蔑视。在这样提倡表达可以多形式简单自由的情况下。一切在回归民间。提出的几种艺术理论。自
动写作，达达绘画材料的多样式，拼贴，同时性。对于自动写作，抓住脑中一闪而过的意识，或者对
词的重组，产生“偶然性”的作品。而用速度而成的作品，更多的能表达背后艺术家潜在意识的丰富
。同时性，拼贴。将生活本身都变成一切创作的材料。一切趋于自由而新奇。达达主义在创作上抛弃
传统的同时又自成新的表达手段。使创作更为多样性。达达主义所提倡的精神在其后的文化里得到扩
广。垮掉一代提出的自动写作，剪刀文学。甚至在朋克精神里三根弦的理论也在扩展达达主义。
3、1，达达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1916年苏黎世编辑出版的《伏尔泰小酒馆》这份杂志唯一的一期上。
《伏尔泰小酒馆》是一份现代派的杂志，在它的周围聚集着第一次大战期间在瑞士避难的一批先锋派
的诗人和画家。杂志的创办者雨果-巴尔在即将出版的《达达》这一新刊的导言中同时用法、德两种语
言回顾了题献给《憨第德》（Candide）的作者的原先杂志的编辑部成立以来所走过的道路：“今天，
在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的朋友帮助下，我们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它必定会详细地介绍我们“小
酒馆”工作者的活动情况。我们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在这次战争中，在我们各自的祖国里，还有一批
独立人士凭借另外一些理想而生活。“聚集在这里的艺术家们旨在出版一份国际性的杂志。这份杂志
即将在苏黎世问世，它的名称就是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导言P1）2，我们在这里无
法回顾数不胜数的关于达达的相互矛盾的各个方面彼此有所差异的描述，连篇累牍地叙说这些实在太
费时费工了。这里只想提及这篇姗姗来迟的声明，它出色地强调了阿尔普及其同伴们所确认的在“无
意义”与“意义的缺席”之间的不同：“达达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和底线。达达赞成没有意义，这并不
意味着无意义。达达就像大自然一样没有意义。达达要大自然，不要“艺术”。达达就像大自然那样
直接，而且想赋予每一事物它自身重要的地位。达达旨在无限的意义和一些明确的方法。”总之，达
达参与生活。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没有比现存的一切更多或更少的意义。（导言P11-12）3，达达在反
复地进行它的那些丑化甚至无赖的活动的过程中，终于成功地抛开了精神上的障碍，在将资产阶级文
明的全部价值观念的空虚无用彻底地暴露的同时，也挖掉了它们的根基。不过，像汉斯-阿尔普所认为
的那样，达达们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自己能够一劳永逸地结束国教和道德的正统主义、人间的善意以及
其他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他们知道这些观念会不断地自我重建，因此破坏活动老是要重新开始。
（P16）4，达达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等物么？为了达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思想水准，雨果-巴尔毅
然走上一条崎岖复杂的政治旅程。1914年末他就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志愿者放弃了在本国的一切权益，
翌年在瑞士找到了他的避难地方。在开设“伏尔泰小酒馆”以前，他与布鲁普巴赫尔博士创办的共产
主义兼人道主义的杂志《革命者》合作，并曾在其上撰文谴责那些应召走上帝国主义的战场而背叛了
无产阶级的社会党人。这样他就把自己非常理想化的工人阶级形象塑造了出来。同时，他着手翻译巴
枯宁的著作。正像理查德-谢帕尔德所分析的那样，在1917年初，雨果-巴尔的个性由两个方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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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

一方面，他倾向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相信“人类和造化本质上的至善”；另一方面，渴望形成“
以稳定性和永久性为特质的全球结构”，以此补救人类和物质世界失误的可能性。他的这两方面的要
求必须一步一步地慢慢实现：先是他的神权统治的共和国的梦想转变为非政治的折中的犹太中心主义
，接着，他的乌托邦思想又与罗马教廷的永久建制统一起来。（P23）5，达达的个人主义肯定无疑地
要妨碍它去考虑任何的政治行动，因为不管怎样的政治行动从本质上说总是集体性的。不过，达达的
怀疑一切的态度和它的非理性主义，更严重地阻止它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作为应用于人类历史和社
会的理性系统来接受。柏林的达达参与者由于环境的使然而走上政治舞台，但他们与其说作为有组织
的团体中的成员，不如说更多地充当游击队员。而且，他们之中最具马克思主义水准的人，也不是最
想探讨一种理论的运用，而是更想与恶势力做斗争。总之，达达从一种最高的要求出发来否定各种政
治的解决办法，这一要求便是——决不与任何权力妥协的个人的绝对自由。（P35）6，然而，比起确
定达达草创（他们自己这样宣称）之时处于怎样的准确的位置上，甚或比起了解达达的过去以及它与
各种不同的美学流派的永久关系所具有的意义而言，要弄清每个达达的成员来自何方或何种背景的重
要性便大为降低。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达达心甘情愿速朽，它的每一位成员都各走各的路，从未有过
一致的方向。（P75）7，由于达达将所有的材料都安置在同一表现场合，并赋予同样的价值（或者均
无价值），我们可以推测出整个的艺术品不是按照理查德-瓦格纳所设想的那样由各种专门的艺术的互
补，互相参与和完全融合而构成的，而是通过互不相似和协调的一些元素的混乱的堆砌而构成的，在
这些元素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联系，我们事先不知道当这些元素粘合在一起时从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出来
。那些不相调和的元素的联合，在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中便找到了自己的逻辑性和平衡点，艺术家眼睁
睁地看着他的作品从头到尾地在自己的手中完成，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在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中会是无
逻辑和不协调的。（P106）8，因此，在达达的实践活动中所出现的突发的偶然事件可以被当做一种复
杂的现象，由此而来的种种表现方式便同时承担许多功用：通过对艺术品的“去魅化”活动，展开艺
术批评；通过对实在之物与想象之物的比较与处理，展开论证活动；通过发明机制的作用，进行合成
式的创造活动；通过无限的接受作用的发挥，产生诗性的效果。（P118）9，总之，达达强调每个人的
不一致性，而且公然展示完全矛盾的各种行为，这些行为只能通过从幽默的意义上促使人性清醒地与
诗的本质沟通和接近的方法来赋予它们的一致性，诗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人类精神可以赋予自己独立、
自由和创造性的最高证明。（P150）10，达达认为，创造与破坏永远保持着难分难解的胶结状态，因
为生命就是这样产生的，生活就是这样构成的。在优待创造的同时，人类社会也在酝酿它的毁灭。达
达同样地在破坏的同时，也激起了巨大的创造浪潮，产生了无限的革新动力。为了不使创造的精神和
创造结果出现僵化的、脱离生活的、以至于走向死亡的迹象，破坏将永远是不可或缺的。达达似乎还
有好日子在前面。（P192）
4、以下这是翻译的资料,过去经常举的例子：如何作达达诗 ——查拉 拿一张报纸。拿剪刀。从报纸里
找出一篇文章，长短合适你所要的诗。把文章剪下。然后把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剪下，放在一个袋
子里。轻轻的摇。再取出一张一张的纸片，安心的写下来，照着秩序，从袋子出来的先后。诗将会与
你相似。这样你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如假包换的作家，具有迷人的敏感，即使人们不了解他。 例子： 
当狗穿过金刚石里的空气，像构想和脑皮层的凸起闹钟的时针指出计划（标题是查拉自弄的） 价钱他
们是昨天适当的然后图画估计梦世纪眼睛华丽的背诵旧约种类变暗团体封为神自我介绍说他宿命做色
彩剪下拱形愕然的真实魔术观众都努力它不再是10到12当四处飘荡回旋往下降压力送回疯狂的鹅步肉
的种类放在畸形的窒息的舞台庆祝他的160个门徒从不按规定在我们的珠田里华丽的带着底香蕉支持着
使之发亮快乐向一起来几乎从太一个太魔力的视觉唱这个矣走出状况消失描述这25舞蹈神圣藏起整个
那曾不是棒极了上升群体较好的光它的华丽的舞台我音乐厅显示又如片刻将不安的生活商店不给借方
式字来这些人 偶然律与自发性（庞大的语词黑夜）——刘彦3月21日夜随笔自发：为什么认定这是一
种假象或者说是一场骗局呢所有的奇思怪想象一卷卷不断在你脑海中放映的胶片，它们只是随机地在
大脑中一闪而过绝无记录或者说自动写作的可能可以说只是机械地记录，或者是想创造出自发记录头
脑中不确定思想的一种假象查拉：“这是一种将内心劫掠一空的一种简单的技术练习，我没有取得成
功。我认为自己只能在很长一段间隔中才能迸出几个词来，而且这些词还笼罩在一种不自然的、稀薄
的和反复无常的朦胧性之中。”其实这是一种很诚实的感觉偶然：虽然预先无法得知这些元素（构成
文章的各个部分，比如烹饪介绍、性用品广告、黄缎子、色情网络，以及跑调歌曲）粘合在一起时会
产生怎样的效果。但是所有元素的选择肯定不是凭空捏造的。偶然律是“偶然”的提法对于作品的整
体而言是片面的。有些开放式的作品会让人感觉她的形式来自于作者的灵光一现，是作者本人复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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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直接映射，这种认识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我想补充一点：这种看似即兴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
在对所选用材料预先准备的基础之上的。该怎么形容呢，就好象你在排练房里偶然得出了一段旋律，
但是觉得将她独立作为一个作品还有所欠缺，于是将她录制下来。有一天你做出一个作品之后，忽然
想起将这段偶得的旋律插入其中是否有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呢？于是先前录制的旋律就这样被安排在了
作品当中，并与整个作品形成了一个整体。当然，如果你对我风格成长的过程很熟悉，想必你们定是
看出来了我这是对偶发即兴创作模式的以己推人。我对框架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就好象我偏爱禁闭
更甚于开放，并且很难想象那些流畅意识的平铺直叙。对于我对“偶然律与自发性”观点的执拗还望
各位谅解。 
5、查拉和阿尔普曾经成立了一个叫“开发达达主义词汇的无名社团” 其中《鳄鱼理发师和棍子的夸
张》就是一篇用多种语言写成的作品 并且阿尔普称其为“涉及一些超现实主义者即将给‘自动诗’进
行洗礼和命名的事情” 当然，其后查拉还做出了诸如《酋长寻租一处住宅》这样含有超文本性质的同
时主义诗作品，（“由于诗变成了一种直接在表演现场加以解说的对象，因此人们即想出了集体赋诗
的招数来。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同步进行诗’，亦称‘同时主义诗’，它是由一个人来写，许多人来
解说，也可以是许多人同时写，然后每人自选一种语言来解说。” ）其中尤其好的地方在于，他们借
用雨果·巴尔用宣叙调朗诵“无言的诗”的形式，以一种类似于宣誓和调情（现代歌剧）的方式演绎
了这首诗，一下子赋予了这个作品极强的空间感 ——同时主义诗，R.于尔森贝克、M.扬科、T.查拉合
著 L'amiral Cherche Une Maison à Louerhttp://www.itatoscana.com/Dada/Amiral.jpg但是先前我一直存在这
样疑惑，就是查拉所提出的理论为什么和他的作品有出入 比如，查拉就曾经提出过：“思想形成于口
头”，“我手写我口”，完全投身于“庞大的语词黑夜”这样自动创作的理论，但是，他们成型的作
品却展现出按照作者导向进行重组和相互结合的意图，“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创造的自由和发明的
能力”，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强烈的“做”的动机，而“自发性”的色彩却很模糊 但是，后来读到
查拉自己对自发性（写作）的评价时，就恍然大悟。他说“这是一种将内心劫掠一空的一种简单的技
术练习，我没有取得成功。我认为自己只能在很长一段间隔中才能迸出几个词来，而且这些词还笼罩
在一种不自然的、稀薄的和反复无常的朦胧性之中。” 布勒东的自动写作接触的不多，在一些书籍和
网络中读到过他和另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苏波完成的第一部自动写作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磁场》（1917
）的些许片段，里面有段对话是两个诗人完全不顾及行文的逻辑，只凭借对方话语中的只言片语（或
是一个词语）进行联想和扩展，仿佛两个自以为是的人在同一个文本中自言自语一般 这里，我并没有
贬低自动写作的意思，虽然我曾经说：“自动写作是一种假象和骗局，所有的奇思怪想象一卷卷不断
在你脑海中放映的胶片，它们只是随机地在大脑中一闪而过，绝无记录或者说自动写作的可能，可以
说只是机械地记录，或者是想创造出自发记录头脑中不确定思想的一种假象。” 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自
动写作有一种很强烈的迷信色彩，就像帕斯卡尔所言：“如果你并不相信，但仍然跪下，仿佛你相信
，信仰会自动产生” （文：刘彦）
6、高中的时候买的，当时老师讲到达达，自己跑去买了一本，到我大学毕业，这本书也没看完！在
我心里他是一部“神作”每当那几个不能安眠的深夜，都是它帮助我入眠！此书封面设计好，内容⋯
⋯⋯⋯对于和我类似的人，这是本极佳的助眠书！顺便说下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书自己有
好几本，质量都不错，不过我和这本书没缘⋯⋯至今它仍然完好无损的躺在我的书架上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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