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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书中二十一对谈话作于2000至2001
年，是为当年《艺术世界》“谈话”栏目的内容。这些谈话者皆是文学、绘画、音乐、戏曲、影视、建筑等各领域有成就的人物
，每篇谈话均两个不同领域的人两两相对。阿城、陈丹青、王安忆、白先勇、瞿小松、林怀民等诸多人物，还有三位已去世的大
家：王世襄、吴冠中、章培恒，他们的思想敏锐先锋，情感丰富张扬，艺术家不羁的个性特色跃然纸上，两下交锋更具有可看性
。他们的言说皆从实践

出发，绝不空泛，谈论问题切中时弊，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看，仍极具现实意义。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高雅艺术通俗论谈。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本书源自本世纪初《艺术世界》杂志上的专栏“谈话”。此专栏系由本书主编俞雷庆策
划并操作，将文艺领域中不同行当的专家捉对来谈，当年影响深远。首开一对名家便是
阿城和登琨艳（台湾著名建筑家），后者因此而事业蓬勃起来，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篇
谈话的影响，让政府改变了决定，苏州河边的老房子不拆了。
当年策划目的是为了让深奥的艺术变成亲切的口语，所以特意计划让画家和作家对谈，
或音乐家和舞蹈家对谈，教授和表演艺术家对谈，反正就是不让同行窄路相逢。在原则
上，让隔行如隔山的人，彼此交流，因为艺术道理是相通的。当年选择的名家如今依然
是名家，甚至更为著名，只是他们的思想，当年却更为质朴，有更纯粹的心境专注于自
己的精神世界。
本书所选二十一对名家谈话，从选择、约请人物，到主持谈话（引导谈话者谈论读者感
兴趣的话题，两个谈话者往往是陌生人，彼此第一次见面，也不知道要他们说什么）、
整理录音（巨大的工作量），最后拼接谈话稿（谈话现场是没有整体逻辑性的，一个意



思前面说一点，后面再深入一点，拼接起来意思才完整，阅读才流畅，谈话者也认可）
，撰写大小标题，全由策划者亲为。文章发在杂志上，其中一半在2002年结集成书《面
对面——和艺术发生关系》，面世三月即重版，后台湾将版权买去，连版式也未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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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收在这书里的各对谈话，除最后一篇陈丹青与小宝的对话作于二○○七年，其余皆成于
二○○○至二○○一年两年中，那时我正服务于《艺术世界》杂志，专设“谈话”栏目
，邀各路俊才，特别错开他们的专业，让他们为普通读者谈论艺术。
 这书里的前十篇对话曾集书《面对面——与艺术发生关系》，于二○○二年出版；后
十篇本也要集书，因种种缘由耽搁了。此番合并出版，也算有了一个了结。
时至今日，再看这些对话，非但谈话者的神情和当时场景历历再现，不觉时间已过这些
年，更在于他们所谈问题，仍然并且更加突出地存在，毫不过时。如果一个观点，一种
思想，撑不过十年的时间，那只能说明言论者的尚不成熟和缺乏远见，因为社会变化虽
快，人之本性，却从来都是一座难移的山。这书里的对话者，皆是各自专业里的出色人
物，他们视野广，体会深，深入而又浅出，坦率而真诚地表达他们的想法，直指问题症
结。
时间不过十年，但一些老人却撑不过了，王世襄、吴冠中先生已经去世；刚得到消息，
章培恒先生也于今日凌晨辞世了。不禁怅然难抑。每每在那几个小时的交流谈话中，陈
丹青先生认为，我的角色，应该是一棵鼓动两只蟋蟀相斗的草，但我生活中从未玩过那
种游戏，只是倾全力追问我想知道的，并完整地、丝毫也不走样地还原他们的所思所想
，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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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日本ABC

陈丹青：你要讲到日本，我看中国现在也不必非要学西方、学美国，你好好了解台湾，
好好了解日本，就不得了。

小宝：我到过日本以后，真是太爱这个国家了。

陈丹青：算算我欧洲跑得有点熟了，美国更熟了，但是，日本好在哪里呢？就是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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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西方的好处，譬如内敛、克制，譬如现代价值观、人的可珍贵，都在这个国家，
而且长到他们血液里。

小宝：日本对自己的文化是珍惜到极点。

陈丹青：他不能不珍惜，这么一块小地方，仔仔细细认认真真过日子。

小宝：你到东京，东京真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有银座那样白领的天堂，也有新宿的红灯
区，你到神田，神田就是一个书店区，最多是七百多家书店，现在还有四百多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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