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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也许我们

可以把市场视作一种空间类型或

者一种空间集合——两者也都有

真实存在的空间感——因为艺术

品在那里进行交易。与此同时，

它也是一种概念性的抽象空间，

在这里，艺术被视作商品，和其

它类型的商品没什么区别。至于

我在此书第五章“文人生活中的

艺术”中论述的问题，其实我是

把它中国艺术视作一种社会性的

空间，所以并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新民周刊》：以空间来划

分中国艺术确实是独树一帜，但

是这样的空间划分是否涵盖了所

有的中国艺术类型呢？

柯律格：我当然不认为空

间是划分中国艺术类型的唯一方

法，我只是希望我能客观地、基

于不同历史材料——或只是按照

中国编年史顺序，或以其它方式

处理，而不是用人为的概念——

来梳理中国艺术史。有一种明确

的划分方式可以使工作顺利一些

而已。有一点我们必须无时无刻

不牢记于心：这是一本书，是以

英语读者为阅读对象的书，而且，

它还只是对中国艺术的一本介绍

性的书籍，所以我们有必要解释

一下有关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

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受过

教育的中国人应该会知道，可是

受过最好教育的英美读者却未必

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得介绍一

下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艺术品在当

时是如何被使用和观看的，要在

历史的语境中看问题，这个方法

看来是没错的。应该说，研究艺

术品的历史背景和消费状况的方

法在我写这本书时，正在英国学

术界流行，那离开现在，差不多

已经三十多年了。

《新民周刊》：在《墓室艺

术》一章中，您写到，台北故宫

博物院收藏的新石器时代玉圭，

博物院对它的解释可能是后人的

“构想”，而非“真实的意义”。

如果远古艺术品都是如此，那么

中国艺术史岂不是建立在后人阐

释的基础上？

柯律格：我认为这是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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