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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作为一种现代景观体验 
 

秦洪亮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重墨于“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却疏于关注“景观”时间，进而多将瞬间视为一种现代性

体验，而忽视其作为景观体验的合理性。可以说，景观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并居于现代性体验的中心位置。特

别是在视觉文化当道的今天，消费景观的震惊体验，偕之与其对立的审美主义震惊、古典绘画的灵韵，共同演绎

出流动的感官式震惊、断裂的显影式震惊、过渡的否定式震惊、即刻的逆反式震惊、回溯的包孕式灵韵的景观美

学的瞬间体验五层次。可见，与现代性相比，景观的体验序列传达出更为直观的瞬间层次和更加卓著的瞬间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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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伴随着超验永恒的上帝秩序与理性

真理的连续性话语相继倾颓，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断

裂中逐步兴起的景观，却以非连续性的震惊瞬间逐渐

主导并充盈于现代性时间。进一步讲，无数影像制造

的非连续性的震惊瞬间，在景观幸福幻象的无限营造

中，登峰造极地点射和绵延为流动式的伪连续性①，进

而形成了更持久和更深层的奴役。 
在情境主义国际的组织框架内，领主德波与其旧

员 T. J.克拉克之间存在着思想的姻亲性，一方面德波

的景观理论为克拉克所推崇和继承，另一方面，情境

主义的情境建构、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书写，均铭刻

着显著的“瞬间”诗学印记②。就此，笔者基于情境主

义的景观时间研判、波德莱尔论述现代性的瞬间观念、

瓦岱关于现代性时间的五分模式、卡林内斯库及哈贝

马斯为基础的现代性时间三分模式③，并结合本雅明关

于从灵韵到震惊的现代体验叙述，试图将景观美学的

瞬间体验划分为两个方面、五个层次：流动的感官式

震惊；断裂的显影式震惊、过渡的否定式震惊、即刻

的逆反式震惊、回溯的包孕式灵韵④(见表 1)。 
景观的瞬间体验五层面，无疑是现代性体验的重

要表征，并张力性地摇摆在两种震惊、摇摆在震惊和

灵韵之间。针对景观社会中流动的感官式震惊的勃发，

瞬间诗学在革命和消费事件的断裂瞬间，宣告了现代

艺术的震惊显影，并在描摹社会生活的印象派绘画的

否定式震惊、城市漫游者超越景观的逆反式震惊及古

典绘画的灵韵回溯中，系列性地架构起反叛消费震惊

的统一阵线。可以说，媚俗艺术同构于消费景观，而

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则解构消费景观。断裂的、否定

的、逆反的现代景观的震惊、以及古典图像的灵韵，

以艺术化瞬间的方式反驳媚俗化瞬间的震惊。无疑，

在作为景观体验的瞬间诗学中，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消

费社会的反思脉络。 
 

一、流动的感官式震惊 
 

首先，景观时间，点射出现代消费社会的影像瞬

间，并逐步延展为影像长河。在德波看来，静态、自

然的循环时间，在遭遇工业生产后，受制于资产阶级

的不可逆时间，或者说，寒暑易节、朝夕相替的自然

循环时间，被工业模式改造为“虚假的循环时间”，进

而发展为消费瞬间操控的景观时间。具体而言，前现

代的自然循环时间以农耕作业为基础，是真实经历着

恒定幻想的现实时间，现代的虚假循环时间则以商品

时间为基础，是经历着变化莫测的幻想的异化时间，

也就是商品时间的衍生品和“消费性伪装[1](69)，并最

终在消费支配下发展为景观时间。所以，可将整个序

列标示为：自然循环时间→商品时间→虚假的循环

时间→可消费的虚假循环时间=景观时间。可见，德

波已敏锐地察觉到生产到消费的社会演变，作为异化

劳动的商品生产时间已为非生产的商品消费时间主

导，后者进一步操控了休闲时间，进而凸显出影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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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景观的瞬间体验五层次 

景观的瞬间体验 
五层次 

现代性时间的五分模式 
(瓦岱) 

现代性时间的三分模式 
(哈贝马斯) 

现代性时间的三分模式 
(卡林内斯库) 

流动的感官式震惊 累积型的现代性 理性主义现代性 资本主义，媚俗艺术时间 

断裂的显影式震惊 断裂的时间类型 (传统与现代交锋) (资本主义兴起) 

过渡的否定式震惊 空洞的现时 (传统与现代混杂) (媚俗艺术兴起) 

即刻的逆反式震惊 瞬时(纯粹的、充实的现时) 审美主义现代性 私人主观时间 

回溯的包孕式灵韵 重复(回归)的时间类型 传统的现代性 (摒弃传统和历史) 

 
费的主导性。同时，德波尚未意识到的是，景观时间，

已逐步发展为瞬间连缀的影像长河。因为在今天，可

消费的伪循环时间或者说景观时间，已经被充斥为伪

连续性的流动循环之态。因为流动的现代性已逐步为

消费的流动性主导，正如鲍曼所指出，消费之流表现

为瞬间化、欲望化、循环化的特征，其中瞬间化已发

展为点滴化的时间模式(pointillist time model)[2]。所谓

的消费的流动性，其实也是景观时间的流动性，因为

消费景观已挤上了转瞬即逝而无物常驻的飞车道，无

数非连续性的图像瞬间在高频次的堆砌中，构架为点

滴化的时间模式，进而绵延不绝为流动性的景观长河。

这种欲望的长河，最终潜入人们的无意识，使人们沉

浸在景观的表面幸福幻象中，逐渐丧失了生命的原初

动力。 
其次，景观时间，扩展了现代性面孔中的媚俗面

向，并进而加剧了瞬间幻象。德波指出，商品消费时

间对日常休闲的操控，实际是以“被扮演和描绘的瞬

间”来施治的，“这些商品化的瞬间是作为真实生活的

瞬间被呈现的”[1](70)，或者说，这种由消费影像的复

制泛滥和广告渲染制造而出的真实幻象，以至使真实

生活沦为虚假的景观真实。因为广告中的影像瞬间主

宰了社会地位的评定，并将真实的节庆庸俗化，从而

与真实历史的连续性叙事相决裂。可以说，景观时间

是缺乏历史感的伪记忆。“景观，作为瘫痪了历史和记

忆，废弃了建立在历史时间基础之上的全部历史的主

导性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时间的伪意识。”[1](71−72)这种

遮蔽了历史的景观时间，将专注“伪个性化瞬间”的

时间视为唯一的合法记忆。于是，个体在景观伪记忆

的蛊惑下，使肉身损耗与死亡的生命意识，均消失在

消费瞬间的幻象中。同时，景观幻象，实际是以媚俗

艺术形式映现出来，并在影像的瞬间复制与传播中，

扩展了媚俗艺术，并加剧了其幻象制造。所以，媚俗

艺术不仅是现代性的典型产品，而且是消费景观的代

名词。卡林内斯库对于媚俗艺术的归纳，主要包含复

制、炫耀、欺骗及致幻的特性，而这些均同一于消费

景观的基本特征。因为媚俗艺术，正是在广告、电影、

电视、网络和手机等景观装置营造的炫耀性消费中，

得以广泛而碎片化地渗入日常生活。同时，媚俗艺术

的瞬间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现时的“无心戏拟”，因为“在

后现代时代，媚俗艺术代表即时性原则的胜利……即

时获得，即时见效，瞬间美”[3]。这种即刻、瞬间的

美所具有的迷惑性，虽挖空了现代性的现时关切中的

诗意映现，却足以“扼杀”大众的无聊和恼人时间，

“节约”化地使大众在瞬间之内获得充足的享受，进

而沉溺于消费景观的感官鼓噪与表面幸福之中。而这

一切均在景观时间中得以呈现并愈演愈烈。 
再者，景观时间，超越了现代性体验中的震惊瞬

间，并甚或生发出眩晕体验。作为现代性的时间观念

的震惊体验，更准确说是在景观的影像时间中生成。

一方面，景观时间的媚俗瞬间，引发了心理上的震惊

体验。本雅明早已认识到，传统的“经验”模式在现

代社会中日渐消弭，工业文明的小说、新闻、电影叙

事逐渐取代了口传的日常故事，进而招致了从“经验”

到“体验”的形式演变。这种转变在美学上，尤其体

现出传统社会中的灵韵到机械复制时代(即景观时代)
的震惊体验的崛起。震惊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它是

个体面对断裂而兴的都市景观的急剧变化和层出不穷

而应对乏术或准备不足的重要表征。但这种体验，无

疑为视觉图像的震惊瞬间主导，并迅速成长为一种不

可遏制的情感反应模式。另一方面，景观装置的媚俗

映现，在时间绝对超越空间的震惊强度中，越发呈现

为不可征服的瞬间特性。因为传媒影像以光速传输送

达，从而顷刻超越钟表时间，瞬间得以征服现实空间。

在保罗·维利里奥的叙述中，“震惊”已为“眩晕”的

速度和激情所取代，甚至体现出对神性的戏拟，“新科

技生成了神的三种传统的天性：普泛性、瞬间性和即

刻性”[4]。从“震惊”到“眩晕”的消费图像的体验

流变，无疑使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的“眩晕”超越了

感官视阀并令人难以招架。这种眩晕体验的指认虽不

无夸张，但震惊体验背后潜藏的商品化瞬间操纵，确

已生发出普泛化的神性流辉，特别是在明星化身体和

景观化时尚的神学修辞中，表征为一套发达的典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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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学体系。进而言之，惊诧强度的震惊、炫丽速度

的眩晕、魅惑欲望的色诱，招致了流动性、持续性的

图像震惊的常态化，甚至超出了个体的知觉承载阈限，

招致了个体体验的麻木和乏味，从而在层层叠叠的幸

福幻象背后，进一步麻痹了反抗异化的神经。总之，

以虚浮的伪连续性的震惊瞬间为主导的景观时间，最

终发展为貌似流动的感官眩惑。 
 

二、断裂的显影式震惊 
 

景观时间的感官流动式震惊的确立，并非一蹴而

就。但在其早期的断裂和过渡阶段，便遭到了艺术震

惊的抵制。一如在其断裂阶段，从农耕奴役到工业雇

佣的社会断裂，印证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变迁，由

此开启的现代性时代，进一步孕育出现代景观的萌芽

以及震惊体验的显影。 
首先，社会城市传统结构的深层断裂，是现代景

观源起的前提。路易十四以来，作为欧洲中心的巴黎，

无疑成为景观叙事的重要范例。伊戈内指出，巴黎的

神话叙事伊始，处于“无巴黎特性的宗教神话”阶段，

1750—1830 年表现为奥斯曼景观巴黎改造的“世俗神

话”[5](13)的高潮与落幕，1890 年后进入(景观)魔幻叙

事，在 1920、1930 年代则踏入达达、超现实主义解构

奥斯曼景观的先锋叙事。纵观始末，现代性之都巴黎

成为探讨景观起源及发展的重要场域，它完整地延展

出消费式景观的建构到审美式的景观解构的全程。然

而，伊戈内并未论及的是，后起的情境主义国际(1957
—1972)同样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其在景观理论的

建构和复兴先锋派的景观解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以德波为首的情境主义者长期沉浸于巴黎街头而

感喟于景观社会的来临，强烈地传达出建构情境以解

构景观的时代之音。 
然而，关于景观的起源，德波并未给出明确的界

定，但他将革命政治事件，视为现代景观兴起的重要

推手。他指出，景观“始自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的第

二和第三国际”[6](47)，即 1920 年代的革命斗争，尤其

是 1921 年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对克龙士大脱暴

动的镇压以及 191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极右派镇压

革命的沉默，在此呈现出工人阶级的内部对立，“工人

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1](43)。在此意义

上，瓦岱关于现代性的断裂时间论述，则尤为强调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旧社会形式的斩断，因为大革

命使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社会新气象在血雨腥风中逐

步建立起来，为消费景观的现代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

础，并最终推向了资产阶级的世俗神话。这是因为景

观的缘起，不仅涉及革命政治事件，而且与市民经济

的发展相关，革命断裂的政治景观促成了资产阶级的

消费景观，而消费景观的崛起使景观得以真正确立。

由此，德波就工业化以来的虚假循环时间的论述，同

样具有景观肇始的认定意味。而在 T. J.克拉克看来，

景观始于“民众”与“表征”力量的全面遭遇，这就

将政治与消费悉纳其中。所以，总体而言，1789 年法

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景观，始于奥斯曼的巴黎景观化

改造、成型于世博会的景观魔幻叙事，都成为断裂书

写和景观缘起的重要构成，成为现代主义兴起的直观

映象。 
其次，现代消费城市的改造，直观化地传达出现

代景观的崛起。在 T. J.克拉克看来，“景观始自民众力

量和表征力量的呈现”(the expression of popular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epresentation)[6](47)之间全面的系列遭

遇。他认定奥斯曼的景观化改造，开启了现代性巴黎

的世俗神话。因为这一改造工程，将巴黎街区左邻右

舍的多元化齐整为商业大道的单一性，将传统的手工

艺小作坊改造为规模化的大机器生产，将传统零售的

特质商品取代为百货公司的琳琅满目，并最终将巴黎

市街改造为奇观化的震惊图像之城，使人们流连于百

货商店、大型展览的全景画覆盖，畅意地进行景观消

费。与此同时，商品的繁复与景观的炫目在随后兴起

的世博会中愈加凸显出来。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将

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建筑在 1851 年举办的第

一届国际博览会为景观梦幻叙事的肇始。它首次在一

种虚无缥缈的淡蓝色光晕中，将商品的隆重而伟大地

映现于“透明”与“变幻莫测”之下，用幻觉和魔力

将其虚假的秘密遮蔽起来。由此我们会发现，接踵而

至的世博会展销平台，成为城市整体生活景观化的重

要窗口，如稍晚的巴黎世博会便呈现在印象派大师马

奈的《1867 年的万国博览会》中，这被 T. J.克拉克视

为老巴黎到现代巴黎的过渡性暗示“一个假的巴黎正

在毁灭它(真正的巴黎)”[7](93)。伊戈内则认为，1890
年以来的世界博览会展现了景观的魔幻或迷幻叙事，

使得左派的“大革命之都”(布朗基主义)与右派的“现

代性之都”(奥斯曼)，即革命成长的都市和现代进步

典范的都市这两种巴黎神话叙事，均让渡于景观迷蒙

的魔幻叙事。总之，城市的景观化改造，与世博会的

广泛开展，造成了传统城镇与现代性之都的断裂，更

促发了现代景观震惊体验与迷幻叙事的真正崛起。不

过说到底，迷幻也是一种体验，而且是震惊体验的深

入发展，因为琳琅满目、奇珍异果的震惊，不可避免

地将会量化为一种迷幻的整体性朦胧，甚或是一种头



文学艺术                                       秦洪亮：瞬间：作为一种现代景观体验 

 

155

 

晕目眩的眩晕。 
再者，现代景观的崛起，印证出现代主义的诞生。

克拉克指出，现代主义是伴随着绘画中景观形式的兴

起而兴起的，那么顺循这条线索，就会发现“集中景

观根源在大卫和德拉克洛瓦；弥散景观始自马奈和毕

沙罗开拓的矛盾性作品”[6](44)。在此将集中景观和弥

散景观的起源与现代主义的起源相结合，将景观、现

代主义的起源归结为民众与表征力量的遭遇，实际是

对断裂的珍视。尤其是将大卫的《马拉之死》(1793)
视为集中景观的起源，与其看作现代主义源点的向前

推演，不若视为对于断裂性的高度重视。经大卫艺术

渲染的马拉之死，俨然成为大革命的精神典范。因为

这一革命领袖政治符号的悲壮书写被画面定格为集中

景观，揭示出各种政治力量、新旧社会体系、传统到

现代社会的断裂。这种历史性的断裂，宣告了政治景

观的崛起，进而促发了现代主义的勃兴。此中，“现代

艺术成为某种形式的忧郁所在，仅半裸构图的《马拉

之死》被书写为发起不可规划事业的所在。这就是一

门艺术为景观环绕，疯狂示意什么不能取景，什么不

能感知，什么不能知晓的地方。现代主义是景观的背

面，但仍旧是景观”[6](44)。可以说，处于历史断裂弧

上的《马拉之死》，甚至界定了现代艺术“遭遇”瞬间

的取景原则，特别是如何代表性地体现出民众的政治

力量与绘画的再现力量之间的断裂性“遭遇”及断裂

性震惊。在这里，面对革命实践、景观改造、世博会

等显著的断裂现实，现代景观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断

裂中崛地而起，艺术的回应的方式则是在断裂的景观

震惊中宣告现代主义的诞生。因为社会断裂使得现代

主义绘画“遭遇”景观形式成为可能。 
 

三、过渡的否定式震惊 
 

T. J.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建构，铭刻着显著的瞬

间诗学印记，尤其注重绘画文本中政治与美学交互的

“遭遇”瞬间。他把印象派绘画的景观遭遇瞬间，视

为现代主义的兴起。因为印象派在描摹对象和绘画技

法的变化，回应于古典和现代、未景观化与景观化之

间的断裂，尤其是作为过渡形态的小资产阶级的崛起，

揭示出现代媚俗景观对于古典绘画惯例的亵渎，并进

而传达出现代主义的否定特征。 
首先，小资产阶级的身体景观的兴起，亵渎了传

统绘画的神韵。印象派与景观形式的遭遇瞬间，被克

拉克视为现代主义的崛起。他指出，“产生现代主义的

环境并不现代，只有在被赋予了所谓的‘景观’形式

时，才成为现代。从表面上看，印象派绘画就是一种

景观形式。”[7](40)如在马奈的作品中，展现城市整体存

在的《万国博览会》、早期公共集会题材的《杜伊勒里

花园的音乐会》，均将整座巴黎 19 世纪末期的社会生

活统摄为独立的整体画面形象。在这些绘画中，景观

的入驻和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呈现出对传统社会的弃

绝和绘画惯例的否定，前工业社会的迹象在巴黎四周

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饭店、工业烟囱、游艇等巴

黎景观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应断裂而兴并铭刻着显

著的过渡气质的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身体景观的身

份幻象，成为景观入侵日常生活及都市娱闲商业化转

向的重要标志。1960 年代以来，伴随着原有经济存在

方式的岌岌可危，“巴黎市民邻里之间那种买卖与手工

制造，那种面对面的，小规模的，存在于主仆关系之

间的社会的良好结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265)，取

而代之的是郊游者、划船者、野炊者、交际花、吧台

女等小资阶级的兴起。正当此时，对接乡野、街头的

印象派绘画，恰恰将兴起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和未殖民

之间、交迭于新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列为重要对

象。于是，新兴小资的景观样态在印象派绘画中蔚然

成风，这种描摹对象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招致绘画传

统的变更。 
具体而论，处于古典主义倾颓、现代主义勃兴的

过渡时刻的印象派，遭遇了现代景观崛起的瞬间图景，

进而在这种传递和转化中，超越了传统绘画的描摹惯

例，触动了现代主义的否定动脉，即暗含着对于消费

景观的否定。例如，在马奈的《奥林匹亚的选择》中，

粗俗僵直的笔触下的裸身妓女，在她“挑衅”的目光、

“蟾蜍”般的手臂护住生殖器位的整体效果营造中，

亵渎了裸女的“空濛”延伸与得体身姿的传统惯例；

同样地，在《女神娱乐场的酒吧间》中，女侍不重合

于其在平行镜面中的背影，并与镜面中混杂的观者，

共同传达出一种反常的构图，进一步印证出不确定的

欲望场景。或者说，这位神采梦幻的酒吧女侍，其模

糊的身份似要被刻写为一件漂亮的物什，以维系观众

可将其购入囊中的幻觉。在此，我们通过这两幅绘画，

足以揭示出景观社会中女性的商品化身体，对于传统

的神女或圣女形象的亵渎。从妓女的微扬肉身到侍女

的变相色诱，均传达出身体景观的媚俗诱惑。而色诱

叙事实际已构成消费景观感官炫耀的本质隐喻，在广

告和影视明星的姿态闪耀瞬间，演变为一种供人膜拜

和效尤的神学体系，而这两幅画无疑成为女性身体彰

显媚俗叙事的始作俑者，并进而构成了对绘画惯例的

亵渎。因为要想在绘画中再现这种过渡性的人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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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身体景观的色诱性，不可避免地将在感官膜拜的

猥琐刻写中，亵渎了传统艺术的神性光辉，进而制造

出一种艺术震惊。对于传统的亵渎，无疑传达出现代

景观自身的虚浮性，而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否定之处。 
其次，现代主义的否定特征，成就了艺术震惊对

于消费震惊的否决。T. J.克拉克在与弗雷德的现代主

义论争中，坚持现代主义的否定性特征。他同时认为

德波不是单纯地谴责景观，而是提供了“某些针对表

征(再现)的真与假，尤其是表征(再现)体制真假的测

试”[8]：一是艺术作品中取决于“遭遇”的重要性，

二是图像生产的社会关系形式。第一个测试强调艺术

特别是先锋派对“遭遇”重要性的珍视。第二个测试

关注图像的生产，即图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建构。毫

无疑问，“现代性的困境正是在于两种测试结果之间的

断裂”[6](46)，即在于绘画艺术图景与景观社会图像，

这两种不同的再现体制之间的断裂性，而这促使克拉

克在艺术社会史建构中，以第一种表征体制否决第二

种体制。在此意义上，本雅明已察觉到明晰、确证、

经验的古典艺术到费解、晦涩、震惊的现代艺术的转

变，现代艺术逐步发展为工业现实中频繁、过量的震

惊模式的对立面，从而以震惊艺术驳斥震惊时代。 

于此，卢卡奇认为现代主义是破碎和断裂的，并

不能能动地反映现实。相反，阿多诺视现代主义为现

实的否定和颠覆，且足以展开审美救赎之功。不容置

疑，现代主义是反艺术的，具有破坏性、零碎的，费

解的、争议的、震惊的效果特征，而这并不妨碍它积

极的现实表达。因为，第一种体系已绝非简单的复写

和模仿第二种体系，而是对其构成了一种距离审视与

否定叙事。第一种体系是在充分的想象和幻象基础上，

在反传统、反艺术的作品建构中，架构起陌生于异化

现实的自律的艺术世界，并以此来颠覆和否定商品化

的景观现实。可以说，这种破坏与否定必然带来一种

全新的体验，即震惊的艺术体验方式。显而易见，在

《女神娱乐场的酒吧间》与《奥林匹亚的选择》中，

体现出从神性的灵韵到媚俗的震惊的陨变，掀起了传

统与现代、灵韵与震惊之间的争议，进而开启了现代

主义景观叙事中的否定维度，以美学震惊的瞬间体验

来补偿和抵消异化震惊体验的虚浮不实，即以艺术震

惊冲击消费震惊。 

总之，印象派在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中的过

渡与不确定中，不断地亵渎过去与传统，并立足于震

惊技法的彰显，以艺术震惊驳斥和否定消费震惊。这

种否定性在即刻的逆反式震惊中得以更充分地显现。 

 

四、即刻的逆反式震惊 
 

消费景观的大行其肆，令印象派绘画过渡性的否

定瞬间难以招架，从而迫使审美主义瞬间，进一步从

虚假循环时间的内部提取诗意现时的震惊，“以毒攻

毒”式展开即刻的逆反式震惊。所谓即刻的逆反式震

惊，指的是艺术震惊的瞬间，在景观时间的异化秩序

内部，逆反式地对抗于感官震惊的瞬间。这种逆反一

方面表现为本雅明所肯定的震惊艺术形式，以及先锋

派的拼贴、情境主义者的异轨创作；另一方面表现为

波德莱尔的城市漫游者为开宗、情境主义的街道漂移

者为集大成的生活诗意化实践。 
首先，表现为诗歌、戏剧及电影等文本创作的层

面。面对灵韵的消散与震惊的崛起，本雅明既怀旧于

灵韵时代，又希冀于现代艺术的震惊逆袭，并特别倾

心于波德莱尔的抒情诗、布莱希特的离间戏剧以及电

影中的震惊叙事。在伊戈内看来，波德莱尔抒情诗里

的巴黎是“景观社会的现代主义前奏”，其现代主义的

异化叙述“部分地是欧斯曼想要的、新的都市现实的

心理后果”[5](17)，渗透着奥斯曼景观改造后的心理印

迹。不难理解，波德莱尔的诗歌力主与过去决裂，注

重现代性中现时的精神修复，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只

有与孤立、支离的传统范本决裂，只有击碎传统价值

对现代性想象的阻滞，才能真正地挖掘出现代景观的

诗意瞬间。所以，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真善美相统

一的古典美学为丑恶、糟粕的分裂意象取代，进而以

“恶之花”的惊诧反击消费景观的震惊；追求永恒价

值的古典美学为瞬间、现时所取代，进而在匆匆一瞥

而过的妇人和英雄现时的时尚提炼中觅获感性。 

与此同时，舞台的幻象诱引和景观的演剧运作，

如出一辙地建构起天衣无缝的快乐体系。而布莱希特

的间离剧，则旨在震慑戏剧真实的虚伪性，击碎资产

阶级的文化幻象，使矫饰和欺骗原形毕露，从而令观

众在幻象破碎的惊诧之余，超越事件而批判性地深入

思考剧情本身。与舞台戏剧相比，作为造梦工厂的电

影在幻象制造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于坚持技术

决定论的本雅明而言，其就电影的怨言与法兰克福学

派的主流批判相距甚远。在他看来，作为现代技术产

物的电影和艺术在救赎层面高度同一，电影以震惊为

正式的叙事原则，实现了艺术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体

现出电影震惊的积极形式：对碎片化现实的造梦整合、

对熟视无睹之物的陌生化、对生存压抑的宣泄排遣。

可见，本雅明将电影本身视为实现了大众救赎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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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之类似，德波也就电影本身而展开影像的震

惊叙事，但不同在于，德波是以电影异轨的震惊对抗

电影原作的震惊，体现出“异轨”大众电影的先锋电

影叙事。这种在先锋派的“拼贴”、字母主义国际的“拟

声”电影的创造影响下，在广告、电影等影像成品的

基础上进行“异轨”的再创作，其实构成了对本雅明

意义上的影像震惊的否定，从而实现了一种更深层的

逆反式的震惊驳斥。 
其次，表现为漫游者、漂移者等生活诗意化的实

践。关于漫游者的即刻式震惊，往往是在日常生活的

审美瞬间中完成。波德莱尔的浪荡子、情境主义的漂

移者以及列斐伏尔的瞬间诗学，均映照在漫游者的诗

意实践序列。在哈贝马斯看来，尼采是概念化审美现

代性的第一人，超现实主义打破时间连续性的瞬间缔

造在他那里已端倪显现，因为尼采“赞美瞬间”，表达

出“具有美学动机的时间意识”“未被玷污的断裂的当

下的渴望”[9]。不容否认，尼采以降的审美瞬间缔造，

呈现出对美学瞬间的珍视，而波德莱尔的浪荡子叙述，

同样早于超现实主义的瞬间诗意实践。波德莱尔眼中

的浪荡子是一种宗教，承载了景观社会中生活诗意化

的英雄主义崛起。本雅明却只当浪荡子为随波逐流的

泛泛之辈，沉迷于城市街道的眼花缭乱而不自知。福

柯则认为，浪荡子在超越时代中有意变革，积极地在

现时中寻求自由实践的解放之途，以对抗机械、平庸

的日常生活。福柯同时指出，波德莱尔眼里的现代人

旨在创造自己，“强制人完成制作自身的任务”[10]，

也就是在诗意化的创造自身中实现自我救赎的任务。

可见，波德莱尔并非一味地批判异化现实，而是辩证

地审视现代性，在风尚、时代、道德的短暂易逝中提

炼永恒之美，所以这种现代性是现时的，更是英雄的

现时之美。这种瞬间美同样体现于列斐伏尔与情境主

义的思想与实践架构之中。 
超现实主义拒绝理性规约的自动写作和漫游实

践，表达出弃绝景观秩序的瞬间性、新颖性的诗意诉

求。这影响并激发了列斐伏尔及情境主义的瞬间诗学，

列斐伏尔将“瞬间”与情境主义的“境遇”的概念共

通性视为两者得以合作的话语基础⑤。列氏认为，瞬间

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得到理解，这足以体现出诗意

瞬间抗拒日常生活平庸刻板的侧重。同理，情境主义

国际在 1958 年《情境主义国际》创刊号中，将“建构

情境”(constructed situation)定义为“通过一个统一性

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来具体而精心建构的

生活瞬间(a moment of life)”[11]。在此，建构情境的诗

意实践，是情境主义抵制景观暴力对日常生活的凌然

席卷而采取的基本策略，他们将先锋派终结艺术、融

艺术于生活的试验发挥到极致，借助“漂移”的实践

手法来建构革命性的诗意情境，通过瞬间缔造质感的

生命韵律来解构资本和消费殖民下呆板、沉闷的日常

生活，即“以毒攻毒”式地以建构的瞬间艺术震惊抵

制现实的短暂贫乏震惊。总体而言，与浪荡子就丑恶、

妇人、时尚等城市景观意象进行诗意化改造相比，情

境主义者则激进地试图终结艺术并将其融入生活，在

城市街道建构游戏化的情境以抵制景观，表达出更强

烈的革命性和反叛性，借以形成对震惊现实的震惊式

的美学回击。可以说，城市漫游的事件进程与现代艺

术的文本呈现，均借助瞬间的震惊艺术形式，抵制消

费景观的乏味震惊，均借助短暂诗意的建构，反叛理

性主导世界的决定性，在短暂与永恒之间寻求短暂诗

意的决定性。 
 

五、回溯的包孕式灵韵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与古典性并非简单的断

裂，而是保持了“一种秘密关联”[12]，他认为先锋派

虽侧重非连续性瞬间的时间意识，但并非完全地摒弃

历史与传统。因为人们会在过去的现时性中寻找经世

之作的依据，或者说，以当下的现时性通往历史的现

时性，并与之交互共融。同理，T. J.克拉克并未继承

情境主义的先锋派瞬间，而是怀旧地回归到尚未断裂

的前现代的非景观化图像，在“瞥见死神”的凝神瞬

间反驳景观震惊。 

众所周知，艺术品的灵韵(“aura”，或译为“韵

味”“灵光”“气息”等)与宗教祭礼的原真性、神秘性

紧密相关。而在景观主导的现实世界中，感官的震惊

闪逝遮蔽了灵韵的瞬间遁入，并使古典绘画的灵韵叙

事边缘化。本雅明悲情与怀旧于灵韵消散的同时，更

多希冀于震惊艺术的逆向反驳，而 T. J.克拉克试图以

古典绘画影像的诗意呈现为主心，以绘画的凝神灵韵

反驳景观的感官震惊。可以说，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

瞬间，不仅体现在莱辛关于雕塑作品化静为动的“包

孕性瞬间”，而且表现在克拉克关于绘画作品化一瞥为

凝神的灵韵瞬间。 
不过，面对消费震惊对于灵韵的空间挤压，T. J.

克拉克坚持认为文字并未被图像欺凌唯诺，因为图像

仍服从于话语的魅力，图像不过是打着文字的外衣，

将比喻、夸张、排比等文学手法融为广告的欲望渲染。

鉴于此，有必要回溯“图像的功能在本源上是怎样的：

通过画一幅画来表达你在认知某事物的过程中的纠结

所在”[13](127)，在单幅画面中回顾图像的本源意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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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你挖掘艺术瞬间的重要性所在，并通过反复咀嚼的

凝神静观以驳斥消费图像的惊鸿快感。于是，恢复艺

术世界的话语魅力成为克拉克的写作动力，并意在作

出“当下视图领域现状的一种判断，尤其是在文字世

界与图像世界之间架设桥梁的观念”[13](183)。至于图像

世界之所以不能超越文字世界，因其缺乏文字的语言

结构，但这普遍存在于古典绘画中。克拉克指出普桑

作品具有难以解读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言状态，

并且能够唤起与静观凝神相匹配的高级趣味：“乡愁”

或“雅人之为”[13](128)。这也就给人提供了深度解读的

可能与必要，克拉克因此日以继日地反复揣摩普桑的

《宁静的风景》和《被一条蛇杀死的一个人的风景》，

在对两幅画作的构图、色彩、背景等形式细节的深入

专研中，聚焦其中的象征性或关键性“遭遇”瞬间，

进而在传统绘画中挖掘出精心写意的蕴味缠绵，以驳

斥商宣图像的视觉惊魂。 

特别是在《被一条蛇杀死的一个人的风景》中，

当奔跑男子匆匆一瞥，死神的脚步即刻凝固，被咬的

男人似要与蛇融为一体，而奔跑男子在万分恐惧中依

然为死亡吸引，此时此刻的不可接近性，此地此境的

原真性，使这一暗示瞬间充满了无限的回味空间。T. J.
克拉克引述维特根斯坦的“面向闪现”及德语中的“闪

亮”，强调瞬间感如同上帝显灵，“图像呈现给我们的

这个瞬间，暗含了好几种不同的节奏与时间转     
轴”[13](180)。可以说，“瞥见死神”在奔跑男子与死神

眼界交汇的瞬间所完成的“遭遇”取景，堪称绝笔，

作为一种最初的震惊场景，却在古典绘画的诗意融汇

中韵味无穷，只是匆匆一瞥却被赋予难以阐尽的风情

万种。当拉奥孔微启小口的哀叹，固结为攫取灾难盘

缠极点前的最富包孕性的顷刻，其被凝神的是大难前

的含蓄，并预示着一场血腥受难的死亡来临。奔跑男

子虽身在灾难来临的至高点，却披挂观者的外衣，排

险了亲临绝境的挣扎与哀嚎，呈现出受难与旁观的死

亡界限中的无穷意蕴。值得注意的是，瓦岱将现代性

时间中的“回归”模式划归为非连续性的时间，我们

在此回归传统图像的灵韵时，却发现了充盈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对应于伽达默尔的“同时性”，即呈现为

主体对客体的“逗留”，在读者与作品交织、沉浸中，

实现共同伦理与本真时间。 
从震惊到韵味，情境主义者以艺术震惊回击景观

震惊，克拉克则借助韵味瞬间复义的神性之光反观震

惊短促单调的乏善可陈。后者将文字世界的语言含蓄

与图像世界语言匮乏相对立的考察，正是就绘画艺术

作品的“遭遇”灵韵与景观中介的社会关系相对立的

审思，并且均表达出对于图像的距离保持和灵韵之消

散的关切，进而试图在绘画艺术、文字世界中寻回视

图与讲述、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距离感与灵韵感。

绘画图景的灵韵书写对于消费景观的震惊乏陈的抗

拒，在“瞥见死神”神来之笔的“遭遇”映衬下，暗

含着对于消费图像的讽喻。或者说，尽管静观、延宕

的灵韵与快速、短暂的震惊作为一组二元对立的体验

层次，但“瞥见死神”意在表明灵韵的绵延之味同样

源自匆匆一瞥的震惊。这种相似的短促与惊诧，无疑

使得这种由惊诧顷刻转化而来的灵韵，在更深层次上

对冲了消费图像的震惊瞬间。总之，情境主义和 T. J.
克拉克在不同层面展开的诗学实践，使生活与艺术的

短暂性相遇在震惊或韵味的诗意效果中，同样角力于

修复或反观“分离”“断裂”的时代震惊之弊。或者说，

两者在瞬间相遇中发动的针对景观“分离”或现代性

“断裂”的激进色彩的诗学建构，实际通往了“瞬间”

的乌托邦。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波对于克拉克的组织

“开除”，无以妨碍他对德波及其情境思想衣钵的   
传承。 

总之，景观与现代性的时间体验直接相关，但景

观具备更强的观感性与体验性，显现出更为强烈的瞬

间诗学：传统社会图像的稳固连续的灵韵叙事，在资

本社会的虚假循环时间的催动下，映现为城市化的消

费景观，从而断裂生成为媚俗艺术的非连续性震惊瞬

间的泛滥成灾，于是，现代主义在对景观现实、媚俗

艺术的揭示或否定中，进一步与审美现代性的瞬间震

惊结盟，并在古典审美的灵韵陈述中反观消费景观的

震惊现实。然而，在景观美学五层次的张力延展中，

反媚俗景观无疑占据了量的优势，却难以抵制消费景

观质的流动压制，消费景观表面的幸福许诺和深层的

奴役压迫，远远攀胜于诗意瞬间的乌托邦颓势。与此

同时，在景观全球化的今天，景观化同样成为当今中

国社会的重要命题。文艺理论界就此问题的关注，多

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宗旨，但景观作为城市表层的审

美化的同时，印证出深刻的日常生活殖民化内涵，这

就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盲目乐观不攻自破。问题还在

于，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待提高的当今中国，

并不需要过分的景观化，而是切实地满足人民的物质

生活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积极地开展瞬间美学以抵

制虚浮的景观化，仍具有的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注释： 
 

① 瓦岱在《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一书中提出

的现代性时间分类，将累积型的现代性和空洞的现时归属于连

续性的时间形式，断裂、重复、瞬时划归非连续的时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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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瞬间体验五层次，虽与瓦岱的五分法存在逻辑对应关

系，却为非连续性的现时或瞬间所主导。感官的震惊，在无数

非连续性的景观瞬间中，点射与堆砌为绵延不绝的貌似流动的

伪连续性的景观长河。于是，从消费景观崛起伊始中生发出的

断裂的、过渡的艺术瞬间，加之逆反式震惊，不得不以诗意的

非连续性震惊对抗消费景观的伪连续性震惊，至于真正的连续

性则只能回溯到传统绘画的灵韵中去寻觅。 
② 从“境遇”到“遭遇”，克拉克继承情境主义政治与美学交互

阐释的内在品格，并将其建构生活“境遇”的诗意实践发展为

聚焦文本“遭遇”的艺术社会学。更重要的是，景观概念梳理

与反景观的“瞬间”诗意实践，是两者共同的命题。景观理论

在情境主义和T.J.克拉克的体系建构中均举足轻重。受德波《景

观社会》(1967)、《景观社会评论》(1988)的影响，克拉克在《现

代生活的画像》和《瞥见死神》中强化了社会艺术史建构中的

景观维度。 
③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书馆，2002)一

书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时间、审美主义的私人主观

时间，以及后现代之后出现的媚俗艺术。唐文明在《何谓现代

性》(《哲学研究》，2000 年第 8 期)一文中，将现代性时间模

式划分为理性主义现代性、审美主义现代性和传统的现代性，

其中传统的现代性正是基于哈贝马斯所谓现代性的未完成状

态，特别是传统框架下的现代性审视。 
④ 从古典到现代的断裂弧上兴起的景观，确实在后现代社会愈演

愈烈，甚至进阶为鲍德里亚所言的拟象、阿甘本的语言形式、

凯尔纳的奇观化，但一以贯之的景观意识形态，并无本质变化。

故在此就景观的时间意识探究，并不单列后现代时期，而主要

立足于传统、传统到现代的断裂与过渡、现代的时间维度。 
⑤ 列斐伏尔与德波、情境主义的复杂交往史，使他们不可避免地

产生思想的交互影响。其中在《列斐伏尔谈情境主义国际》

(Kristin Ross,Henri Lefebvre.lefebvre on situationists ： An 
Interview.October,1997,Vol.79.)这篇万言的访谈中，列斐伏尔可

谓一言难尽地谈论了他与德波、情境主义国际在 1957 年到

1961 或 1962 的五年时间中的关系纠葛、思想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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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s: As an experience of modern spectacle 
 

QIN Hongli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For long,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devoted much more to the time consciousness of modernity but much less 
to the spectacle time. Thus, moment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rather than that of modern 
spectacle. In fact, spectacle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and occupies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modernity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the present era of visual culture, shock experience of consumptive spectacle, in company with 
aestheticism shock and aura of classical painting, conduce to five kinds of moment experience in spectacle aesthetic, 
including sensory shock with flows, budding shock in break time, negative shock in transition period, instant and 
reverse shock, and reversible traditional aura with fixed attention. It is thus clear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modernity, 
spectacle experiences convey more visual moments and more excellent moment poetics. 
Key Words: spectacle; moments; shock; aura; Debord; T. J.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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