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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陌路》

内容概要

新东方主义的创发，来自于寻找喜悦的发现，从各个角度开拓视野，并成为创作的源头。它以多方向
的构成，不断自我吸纳和影射。它像一只野猴子，穿梭于丰盛的丛林，直视前方；又如静止的飞鸟，
凝神抱守，化而为综合多元的母体。纵使文化在历史中被拆散，又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被支配过一段
时间不短的时间，然而所有的动源只要有一个点发生了，就会不断扩散，重新聚合成串。它的自动性
，超越了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很多事情的焦点，并非事情本身，而是一种流动的力量，需要找到各
自的归属。当新的符码产生，又被不断转化，原来的模样与实质只留下文化活动的痕迹。
新东方主义试图抛弃一切附加的价值、附加的规限，重新回到本能与感官的形式，去面对文明发展中
所定义的一切。从人本身出发，在自然的存在整体中，找寻最灵敏的知觉、深刻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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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锦添，游走于服装、视觉艺术、电影美术、当代艺术创作间的著名艺术家，醉心于中国当代艺术的
诠释。2001年以《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与英国影艺学院“最佳服装设计”奖。叶锦
添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高级摄影专业。自1986年参与第一部电影《英雄本色》起，20年来，参与了多
部电影、戏剧的美术、服装制作。他的合作对象包括吴宇森、李安、蔡明亮、田壮壮、李少红、关锦
鹏、陈国富、陈凯歌、冯小刚等知名导演，以及台湾著名表演团体云门舞集、当代传奇剧场、汉唐乐
府、太古踏舞团、优剧场等，创作足迹遍及中国、奥地利、法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他在《
楼兰女》《橘子红了》《诱僧》《双瞳》《韩熙载夜宴图》《八月雪》《长生殿》中的服装、美术，
亦受到国际瞩目。
叶锦添最早在全世界推行他的“新东方主义”的美学理念，是让世界了解到东方文化艺术之美最重要
的艺术家。2002年开始，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时代的容颜》服装特展，在法国波席文化中心及
西班牙举办特展，正式向西方世界传达他注释的东方艺术之美；2004年参与《雅典奥运会闭幕典礼》
与北京奥运会交旗仪式的美术与服装设计工作。在纽约、北京、上海举办各种个人艺术展，2005年受
美国肯尼迪中心邀请，参与《中国红》展览，及后于2007年假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个人艺术展《寂静?
幻象》；曾以中英法等多种语言出版了作品集《不确定时间》《繁花》《流白》《中容》《ROUGE 
– L′ART DE TIM YIP》《寂静?幻象》《神思陌路》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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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陌路》

精彩短评

1、难以抵达叶先生的思域
2、新东方主义 / 有些文字过于缥缈
3、1
4、太意识流～太精神状态～或者说我对他的精神世界兴趣不大，好想打两星哟。
5、想要懂，却还是不懂。
6、好棒！比《神思陌路》更有条理。
7、迷幻
8、找寻既定语言模式的反面，等待既定逻辑的移开，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可遇不可求。这种瞬间的捕
捉，不在于巧合性，更像是一种意志的追寻。
9、是在天天向上初次见到叶锦添，对那期节目最大的感受是看不懂，无论是书还是人，叶锦添好像
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哲思。这本书读了将近一个月，做了无数的摘抄，有时候觉得整篇文章都值得记
录在读。但仍然不敢说读懂了十分之一二。走上了设计的道路后，由于缺乏美术上的基础，对于概念
性的东西其实更加关注。这本书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思路，或者思考方式，值得再读。
10、13年出的。还谈了一些朋克新浪潮等对日本黑的影响⋯⋯不过谈宗教老叶就神棍不起来了，混沌
理论基本就是主题。
11、我还是更喜欢流白⋯⋯可能是神行打着新东方主义的旗号，本身挺好的随笔和思考被拔得过于高
了，把副标题去了，也许更好⋯⋯
12、抽象感性思维的背后是强大的审美认知和思考
13、老实说很多说理并没有全部精读。有感于这次谈的几个点，一是日本作为东西方美学结合体去看
，东魂西魄，从“南蛮文化”到地理资源对于文化的影响，“沉郁高傲不食人间烟火，却又情感细腻
对人情世故观察入微，拥有一种无可复制的流浪感。”二是无国界书域，读更大量的不同的书并且
14、文字优美，富有洞见。
15、易懂，大致赞同，最后写宗教有点跑偏⋯
16、比上一本略好
17、实与虚;变与不变;
本源与表象;有限与无限;
时间与空间;死亡与生命;
静止与流动;分裂与重叠;

二元对弈构成叶锦添神行陌路上的哲学思辨和美学导向。

18、东西方宏大叙事，东方神秘主义，宗教性...服装舞美大师的心得，可以看看，也不能当真。感觉
写着写着一个香港人驾驭这类话题的局限就暴露了。
19、像是进入了作者的意识中跟随流动，感觉像嗑药一样，太棒
20、同样是生命的探索与东方主义美学概念的一本书
21、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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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想，很多人表示读不懂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书里几乎都是作者哲学性的思考。我也看不太明
白，但这种思考，这种语言还是能够吸引到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对虚无是很着迷的。书的
第一幅插图是一棵包菜，最后一幅是一个肚脐眼。这是否表示一种黑暗的未知的神秘入口，它充满可
能性，也意味着虚无？“黑暗带着疑惑与恐惧，潜藏于现实的背后，使我在这种疑惑中迷茫，找不到
方向，只能感受那种黑色的残酷与无常带着恐怖的火焰在黑暗的荒原中起舞，那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
的世界？”这种逃离现实，遁入虚无，而又回到现实的循环反复，让作者在神秘的异域迷宫里往往能
找到出口。我想，作者那万千的灵感都是在这种未知的深邃的虚无中得到的吧。虚无与现实，我想作
者的哲学性思辩都在这里。而所谓的新东方主义，在虚不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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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神行陌路》的笔记-第85页

        留白是一个从远古酝酿出来的重要艺术宝藏。在中国文化里，它是十分独特的。留白象征着空的
力量，画面里的空象征了隐藏，甚至是无限的可能。或者说在空白画面上的笔画，只是它的显露，而
白则是它的潜藏。这种黑白的对应，不止运用在空间上，也从精神的层次转移到各类艺术的呈现当中
。

2、《神行陌路》的笔记-第200页

        神秘剧需要在寂静中进行，集中精力与空间产生内在对应的关系，浑忘一切已知的事物，进入无
色无知的境界。那一刻心中没有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流动的空间关系，这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
的点上，其他一切便消失了。我的存在的直觉，只启一瞬，而又不断地重复。我情绪的动力，只去寻
一个陌生世界的归属点，在那里我可以得到某种启示。我相信生命是绵绵不尽的，不止于活在此生，
那流动的本身，涵盖了永恒。人皆在这世间法中兜转，就好像一种神秘的恶作剧——一只猫为找寻自
己的尾巴而转个不停。

3、《神行陌路》的笔记-第109页

        有一天，纽约百老汇大街下着雨，我看到满街的人影晃动，各自带着不同的色彩，倒映在湿滑的
地面上。天色暗灰，时代广场被颜色鲜艳的霓虹灯与大型屏幕占据，争妍斗艳。商业、经济、金融、
创造、大众、精致、粗俗、混搭，全世界的关键词都在这里以原型出现，没有其他国家里大城市的模
仿成分，瞬间感到这时代的世界中心就在此地，强劲的核心向外慢慢地推移着。

4、《神行陌路》的笔记-第147页

        东方的美是从自然中获得，是一种发乎内在的魅力，通过言行举止传达。它是一种真正的品格理
解，通过细致的内心整理，含蓄展现，尽在不言中。这种美感是属于古代的，在现代整体西化的过程
里不断迷失。现代的人们只从外表上去考虑美丑，缺乏了深刻的美的体验。人的内在没有交流，只在
乎外在的形貌，流于商业运作审美趣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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