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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本站公告

作者：岛 子 来源：世艺网  

踪迹的审美之维 

     张强的踪迹学报告所展示的动态主体审美价值，首先在于将艺术主体无意识

播散到认知她（他）者的方法论尝试。经由僭离“父亲之名”的书法逻各斯中

心，凌越书法主义作茧自缚的苟且，直接在互主性（Intersu bjectivity）书写

行为事件中生成一种“普遍的媒介”，亦即以她者系统或差异结构作为本我的对

象化规定，进而达成本我与她者的审美感兴，使无意识这一美的创造根源和生命

内驱力衍生出一种奇异的心理图式。这些难以在理路言筌中把握的“踪迹”，却

又是“真力弥满、万象在傍”，它既区别与一般意义的“水墨逻辑”，又疏离于

西方“行动派绘画”，而在“Both……and”的兼容原则下吞两极而取其中，但张

强并没有在此层面折中下来。在兼容之后则迅速施以取消实体的观念：取消寻绎

视觉语义的所指活动，代之以能指的游戏；取消静止、封闭、自足的主体神话，

秉持主体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对话性；在以上两个层次上进一步取消了作者观

念，将书写视为主体生命的流变、沟通、交契，视为这种活动中以她者能动性产

生的事件和过程。在此，主体不再是先验的、形而上的存在实体，而是一个不断

建构自身的非确定性变化过程，主体体现在亦此亦彼的无意识书写中，以及互为

表象和本质挖掘对象的互主性运动关系中，实现同时共存的对话原则。 

  张强的A/B模型或可以导入索绪尔语言学原理关于词与物之间本是一种任意搭配的结构关

系之代码S/s，亦能“输入”拉康有关无意识操纵着主体的语言表现，即人作为无意识主体的

精神分析代码（意识/无意识），在此前提下，他借助二者的语言/心理的学理模式改造书法学

而产生了一门独立的、正在生成的踪迹艺术，从而在“输出”的关键之处，将主宰象征界（弗

洛伊德氏的“超我”）的“他者语言”，亦即“父亲之名”改换为“她者”。本来，在象征

界，“他者”拥有支配性权利的某种异样的主体结构，它是潜隐的，匿迹于无意识结构中成为

陌生、神秘的主宰力量，“他者”借无意识而“显灵”，无意识是“他者话语”经张强的置

换，“她者”进入象征秩序，调节着书写的心理、平衡被抑制的欲望、错觉和幻像，使主观愿

望变为“纸上的现实”即无意识她者作为主体出现。这样一来，书法——作为曾经是代表父权

主体的符号性规范已不再与象征界与抽象化的父名相连，“她者”的介入，使书写主体与她者

的关系显现为：主体是在主体对“她者欲望”的关系中被思考的。因而，主体在A/B模型中，

是自我与她者的互主、互动，它始终潜行于能指的踪迹之中，使中心偏移，使显意与隐意更加

扑朔迷离，这就是在“杀父”式书写之后，在一种增补（Supplement）概念中产生的最终图

象，窃称其为无父的图象。 

  书法作为父权制美学从来就以菲勒斯中心为意识主体，长期拒斥她者的介入或染指，它所

设定的一整套观念/技术法则，本质上是Pen/Penis（笔/阴茎）白纸（处女嗜好）的象征秩

序，男性书写者通过“移情”方式来宣泄某种压抑，反过来，它的法理也成为压抑的秩序，钱

钟书先生曾在《围城》中借其主人翁角色之口说，“女人可以画几笔画，而书法则与她们绝

缘”。事实上生理、心理的差异性，从自然法则的内在性规定了这种意识的管制，在她者的主

体中，无意识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即本我——原始本能情欲，它

是最后的根源、最后的本真，所有创造的灵感都是失去自我，化为她者，即失去意识的自我，

显露出无意识的本我。 

  张强的踪迹艺术，从本我和她者双向涵项与因素中解放了书写主体的无意识，因而具有鲜

 



明的女性主义色彩。B1—B100的模型序列，是一反父权制美学乌托邦的踪迹美学乌托邦设

想，它同时带有消解哲学的典型性：在一种最为复杂、易变、幽玄、破碎的方块符号游戏中把

握后现代思维，并推到它的反面，推向一种负逻辑的东方神秘主义直觉和艺术起源问题发生实

质性冲突和象征性显现的境地。他的每一个“模型”都可转换成行为/事件，将人与存在联结

在书写之维，呈现自己又消除自己，因而存在成为存在的踪迹（Trace）。这种踪迹是一种自

我消解的“涂、抹”（Sous reture）式的记录以涂抹来记录心迹，因此它显示着无纯粹的在

场，无绝对的起源，无永恒的结构，无主体的主体。雅克?德里达指出“踪迹不仅是起源的消

失，它还意味着起源甚至并没有消失，起源只有互为主客的由一种非起源构成，这种非起源便

是踪迹，它变成了起源的源点。从此，如果我们要从古典的先验图式中攫取踪迹的概念——这

种古典的图式会从一种存在的在场中，从起源性的非踪迹中获取自身，并把它变成一种经验的

标志——我们就必须确实的说出一种起源的踪迹或原始踪迹。”（Jacquts Derrida La 
Voitet le Phenoment，英文版，P?90）。张强正是从传统书法本身获得消解这种传统所必

须的材料，这就是有关踪迹的概念，它不仅消解了存在之纯粹的在场，也消解了为存在命名的

超在性（巴赫金语）所指。他通过对她者主体无意识的发掘，将一种关于艺术起源和终结的观

念与意义的同一性还原为一种差异的结构。 

  为存在之思拓扩可能性，不仅在于无限的追问存在本身，同时还来自彻底的她者所提供的

那种生机盎然的差异。而正是蛛丝马迹般的符号标明了差异所在，存在的符号必然是踪迹的符

号。张强踪迹艺术所朗显的存在之思表明，任何规定性模式都必然在这种自我同一的图谋中使

自身朝向难以被自身的意义形式所归化的外界开放。这正象被德里达所反复论证的，踪迹是在

无穷的替换中把在场消解为不在场，但还必须保留一个永远无法被理想化的归并在结构中的

“剩余部分”，这个“剩余部分”最早被巴赫金称之为“视域剩余”，它构成了主体观察世界

的外在性，外在性是指主体的自我对于他者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外在。“通过我的视域剩

余，来补充他的视野，美的创造之过程就在于差异性的意识交流”，一切审美形式的组织力量

来自于自我与他者的价值范畴以及与他者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由于价值上的视域剩余而大为

丰富，视域剩余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超在的完善与完美。（“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P·47，M.M. Bakhti） 

  踪迹是差异的必然显现，差异的观念正好是在一种不断的揭示他者的二元对立活动中把同

一消解为一种裂变，并从中保留一种永远难以清除殆尽的“滞留物”和“非均质性”，一种

“差异的补足”。 

  象德里达把人类文化艺术创造活动视为一个“大语言”一样，张强的踪迹艺术也把整个书

写系统视为一个差异系统。一个踪迹的游戏场，事实上对于A/B模型的“同一性”衍化也只能

在差异中发展。在此“同一性”中，踪迹的图象是无法重复的，因为每一次A/B式的书写都会

创发一种“起源”或“在场”的幻影，而这种幻影本身却是流变的，成为“不可能两次渡过的

同一条河”（赫拉克利特），由此张强踪迹学，也可以理解为关于差异性的发生学，一切起

源、目的、中心、纯粹在场等等都只有成为对方差异的他者，成为播散和延宕，并成为对方

（并因此成为自我的）踪迹。 

  张强A/B模型对它者主体无意识的阐扬还在于纠正了移情说的谬误：本我与她者的生命体

验之互相衍射，只能是视界的融合和情感的交契，而不可能是浑然忘我，你我不分，以我代你

的情感同化或置换。而移情说把主体介入客观物体而成为情感置换或同化的场所，这种心理直

觉意义的观点，混淆了本我与她者的差异和相对关系，这使张强从创化踪迹学伊始就持有戒

心，因为移情说导向霸权与占有，它的心理意图是将职渍液四溢的利必多之笔，淫浸在被动、

静止、僵化的“空白之页”成为虚假的主体，而非本我与她者积极互动和相互交流的精神对话

和生命创造。 

  无论对于A或B，张强踪迹学试图对生命的存在施与不倦的开放，对于A的自我而言，A必
须要努力成为一个B的感悟，必须通过B的眼睛和感悟来省视自身，以取得外在于A的自我之外

的她者情境，最终抵达超在的境界。 

  对于她者能动作用的强调使张强的踪迹观念深具现象学色彩，与巴赫金、胡塞尔、梅洛—

庞蒂和拉康等主体的现象学理论甚为亲缘，但我并不赞同张强的“学科企图”，因为学科总是

狭隘的，遮蔽的甚至不可避免要进入知识/权力结构，而踪迹学或踪迹艺术则是一种在不断的

自我生成中充满活力的而又闪现出异端锋芒的智慧！ 

                       1996年10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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