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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拜德雅第一部原创学术著作；印制中，即将上架】从格罗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现场艺术都发
生了什么？本书理论密致，例证丰富，直抵现场艺术内核。如果您对现场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感兴
趣，请一定不要错过这部条分缕析的前沿佳作。

Page 6



《从格罗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

章节试读

1、《从格罗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的笔记-第1页

                                  《从格罗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现场艺术中的肉身化和非肉身化》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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