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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

内容概要

《美术馆（总第7期）》在《策展前沿》栏目中，编者选发了一组围绕着摄影、视觉文化与都市问题
进行多学科研究的文章，就是为了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与兴趣，使大家一起来把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
视觉图像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开放的学科》栏目中的两篇长文分别从资本主义起源和无产阶级革
命文艺的角度论述了不同论域中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恰好是在两大意识形态论域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累
积和裂变所作的知识言述和价值分析；在《馆藏研究》中李军先生的论文通过对古今收藏历史进行观
念史的追踪，把关于“收藏”的观念问题的探索引向对于人性深度的人类学考察⋯⋯书中每篇文章立
意深刻，见解独到，相信对认识和理解美术馆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有着很丰富多样的启发意义。

Page 2



《美术馆》

书籍目录

当代文化中的美术馆  艺术史与博物馆／[英]斯蒂芬·巴恩  常宁生译  论文献展与艺术史之缔造／沃尔
特·格拉斯坝普  梁超译  现状与展望——浅论国内外美术馆的发展问题／周飞强  美术馆展墙色调与绘
画作品展示关系／丁宗江开放的学科  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三种理论／汪民安  革命文艺：在文化实验
与政治工具之间／单世联  活的“文化”与死的“遗产”／流马  现代心理学的艺术心理研究一瞥／许
春阳  理性绘画与’85美术运动／舒群策展前沿  当代的媒介／代德尔·斯坦因·格瑞本  史亭玉译  城
市中国：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顾铮  城市镜像：一种物质—视觉—心理相互置换的过程／杨小彦  中国
人的城市信／陈映芳  中国语境下的城市及其“原罪”／吕新雨  摄影与城市的关系——在“2005广州
国际摄影双年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陈丹青  影像之外，城市之中：对“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
”的一些思考／孙善春  视觉“互文”、身体想像和观看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
都市图景／罗岗  摄影·广东——自1839年以来的回顾／蔡涛馆藏研究  “收藏”的观念／李军  沿溪岸
而行——一场围绕《溪岸图》的讨论／李若晴书林中的多元视角  “子承父业”还是“弒父”?           —
—诺曼·布列逊的《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林承琳  “唤醒中国”的政治与艺术／胡  
斌附录：美术馆信息库(2004年1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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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

章节摘录

　　
　　接受了列宁反映论的瞿秋白就没有简单地抛弃“组织”论，而是对之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以
前钱杏邨等受着波格丹诺夫、未来派等等影响，认为艺术能够组织生活，甚至于能够创造生活，这固
然是错误，可是这个错误也并不在于他要求文艺和生活联系起来，却在于他认错了这里的特殊的联系
方式。这种波格丹诺夫主义的错误，走唯心论的错误，它认为文艺可以组织社会生活，意识可以组织
实质。”②瞿强调文艺不可能组织社会，但可以组织感情：“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
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
导的阶级（或者，它所要想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③所谓“组织”就是“在
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④无产阶
级文艺是为“组织斗争”而写的，它应当赞助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和发展。毛泽东也许不清楚“组
织论”的波格丹诺夫起源，但也认为：“⋯⋯‘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
不但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
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
话的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⑤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一个如何“组织”广大群众的
问题。革命是由一小批边缘精英发动的，但革命的完成则需要一大批群众的参与和献身，只有在这些
脸朝黄土背朝天、从未受到尊重的农民中，革命才能找到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如所公认，在中共党
内，瞿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共产党政党策略的中心问题，1922年他就讲过：
“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在党的三大上，他指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
能成功”。毛泽东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更是高度评价。但是，分散在广漠土地上、长期从事一家
一户生产的农民，并不具备产业工人那样的阶级意识，而且正像瞿认为的，中国社会是宗法式社会，
农民不是靠政治组织、阶级结构来整合的，而是根据血缘、宗族、乡党等先赋纽带聚合起来的，社会
整合程度一直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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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

编辑推荐

在本期的《策展前沿》栏目中，编者选发了一组围绕着摄影、视觉文化与都市问题进行多学科研究的
文章，就是为了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与兴趣，使大家一起来把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视觉图像问题的研
究向前推进；《开放的学科》栏目中的两篇长文分别从资本主义起源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角度论述
了不同论域中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恰好是在两大意识形态论域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累积和裂变所作的知
识言述和价值分析；在《馆藏研究》中李军先生的论文通过对古今收藏历史进行观念史的追踪，把关
于“收藏”的观念问题的探索引向对于人性深度的人类学考察⋯⋯书中每篇文章立意深刻，见解独到
，相信对认识和理解美术馆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有着很丰富多样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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