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女、男人的头发取来作一种并置、加工、构形的处理，这样，头发组成了国旗
l

怕g图案。就是说，艺术家的创造性行为使这些原本的实物存在成为一种能够表现

l一定的超出平常生活意义的新形象或符号形式，从而成为种族与身份、性别与禁

隐、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历史与现实的碰撞等种种寓义的活性材料媒体。这

隍，正是通过艺术家的转化，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发具有了它原先所不具有的更

l为深刻、更为多义的内容，成为了一种寓义的表现性的符号性存在，由此也就成

l为了某种艺术图式的构成因素。无疑，这与从商场把一件塑料盆买回家去的放置

腱不同的，因为后者只是一种生活行为，并没有因此赋予塑料盆这件生活用品更

侈的超生活寓义和符号性，而艺术家所做的行为及最后完成的装置形态，却是一

脚凝结着诸多超生活、超个体寓义的创造。

综上所述，现成的实物材料与实物装置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经过以艺术家为

主体的艺术转化，从而获得装置艺术品构成体系本身所规定的艺术表现性质。没

有实物材料，就没有装置艺术；而有了实物材料，没有经过艺术家的转化工作，

也不可能造成艺术。这种转化工作，从实物所处的外在社会语境上看，在于艺术

世界制度体制“惯例”以及代表这种制度惯例的艺术家的“授予”；而从艺术品

的内在构成文本看，却在于作者通过他的一系列“艺术”行为，是否实现了作为

现成材料的实物存在向作为艺术品的构成意义表现因素的转向与升华。其标志就

是实物是否具有了艺术所共有的符号l生表现意义。{原《《¨非艺捌￡术一现成物品何眦戎为装

胃芝求》约iilllClfl})锯盯甲扬州太学艺术学院教攫

逆反思维实质上就是矛盾思维，即思维总是从矛盾的一方向另一方不断转

眵，从中可以认识与把握矛盾两面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书法史告诉我们，古人

限早就认识到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二面构成，正是阴、阳的对立与互补，才

陡世界上的事物得以存在与发展。书法自诞生起即被视为“肇于自然”，与自然

司理，在此基础上浓厚的阴阳共存观念被前人自然而然地注入到书法的创造与发

畏过程中。故而无论劲利拙朴的甲骨文，雄浑朴茂的金文，还是流便洒脱的行书

事书，平和端庄的隶书楷书，都能从中见到诸多矛盾关系鲜明而生动的展现。因

比，在基础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镪}吾和掌握书作中一系列矛盾关系的恰当处理，并

肾之作为教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使学生，不发挥逆反思维能力是难以做到的。在

改学现实中，一些学生先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使他们对法帖中诸如行笔的疾徐转

厅、结构的疏密聚散等矛盾对立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一味夸大矛盾的某一面，

致使习作充满雷同与呆板。即使教师针对法帖中的许多矛盾处理为学生作出明确

的提示，但由于缺乏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逆返思维能力，学生独自面对法帖中萌

多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时，仍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除当地。笔者对此采用的教乌

方法是：一、先脱开法帖，在指定的点画及结构中，要求从某种矛盾的其中一硅

人手，继而表现矛盾的另一面，然后再转换矛盾的两面效果，并重复表现多次

这种脱开法帖过多制约的单纯陛训练，短时间里就能激发学生的逆反思维能力

二、挑选法帖中某些局部，并提示其中的矛盾处理手法，要求学生模仿，然后#

要求将矛盾两面的效果对换重写，从而加深学生对法帖矛盾表现的理解。三、要

求学生独自找出法帖中矛盾处理的生动之处，以写实和夸张两种方式轮换临写

并能用语言进行较为准确清楚的叙述。【哑女“B浊㈣教鞭t㈣*能D的腑’酣o⋯’⋯l河。

Itt帅捕学院姜较痞削靴格

土家人的生殖崇拜观念在#ll Jl『墓碑石刻艺术中多有折射反应，石刻中隐含削

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殖观念与审美艺术结合，形成了奇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土家人的影响不亚于对汉民族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仗

土家人在传统思想基础上升华了本民族的语言，从而在“神”与表现形式上形威

了奇特的艺术风格与样式。其一，土家艺人巧妙地利用汉字“福”字，将中国远

古神话中龙凤交尾的形象结合起来，使书法艺术的行笔特点完美地体现在利川民

间墓碑石刻艺术之中。例如向梓楼阁碑前石拜亭穹顶上有一阳刻圆形草书“福’

字，由两条凤首龙身交尾物组成，字和画面和谐统一，形成一种圆形的纹样。又

如：张世怀夫妇寿藏碑，乐堂内阳刻龙凤变体草书“福”字，既是草书，又带有

篆味，古拙生动，与其他图案相协调又别具风格。据考证，这种蛇形龙凤变体草

书“福”字的造型，既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但更多的是圆形的造型，它在利

川民间墓碑石刻中达数十种之多。它在特定的位置反映出引魂升天的观念，同时

又体现了阴阳哲学，实际上正是一种导源于原始生殖崇拜的哲学。其二，利用圆

雕或浮雕的形式，将人首蛇身和人首鳖身三者组合造型，显然这也是图腾崇拜的

表现形式之一。例如，赵母杨君墓碑上所雕马背鞍上插两面三角旗，所雕彩船上

的人与人首蛇身和人首鳖身三者组合造型；又如，田昌隆夫妇墓碑的衬鼓上，

各雕有一只人首鳖身图形。凡此种种，也许就是再生幻想在石刻艺术中，它通过

风首龙身或人首鳖身的交尾异化方式，隐含着对生殖的崇拜，达到再生的轮回或

庇护子孙繁衍生息，祈求家族“香火”的旺盛与延续，土家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就从这其中表现出来。(原史K^L湖北利川K问墓碑石剖艺术看”f：家人朴素的审荚卷{}!》约45∞‘，)金昨；自】』匕l￡族学

院艺术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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