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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的关怀序言:

军郭

尤金·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

或拯救的批判~ (见本集)一文中，把瓦尔特·本雅明的理论关

怀与法兰克福的经典批判做了第一次明确的区分，他称前者为

拯救性批判，后者为意识形态批判。根据这种区分，两者的最

大差异在于目标的不同，对于实施意识形态批判的批评家们来

说，其目的是要揭穿虚假意识，在他们看来，这种虚假意识笼

罩着资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表现为对科

学主义、进步、发展和启蒙理性的盲目信仰，在文化、

文学层面上则表现为对现实的认同与肯定，并构造了虚幻的和

解来掩盖真正的矛盾。这一批判模式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认为

这种大一统的思维范式产生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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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了单向

度的社会成员，人的意识在这样的社会中已经被体制化、结构

化，甚至已经意识不到自己被造就、被结构、被同化、被压

抑 , 他他，们

和批判的能力。马尔库塞意欲对此进行揭秘，揭露出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麻痹作用和它的文化产品的虚幻本质，以此未激发

第二个向度，即将现实与哲学原则相对比而产生的批判意识，

目的是使人们借助这样的批判意识达到对单向度社会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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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所

借助的方法是阿多诺式的否定辩证法或非同一性思维，即在正

题中否定，在反题中肯定，没有合题，其实也就是将全部的理

论能量放在否定与批判上，或用哈贝马斯的话说，

走向真正自由解放的生活。基于这样的理论指归，论
瓦
尔
特
·
不
挂
明

放在对文化

的扬弃上。

全在于它从现存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法，

以便引入革命统治入手，试图打破一个平面，摧毁一种结构，

带来超越的希望。而本稚明则是从现在这个平面维度的非几制，

与传统这一纵向维度的对比入手.对比之下他所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文化本l'lfJ;见千戈 'f:生。已经不击自败的支离破碎的废墟文化，

身虽含有自我否定和灾难的成分.但仅仅对此进行捣毁和清理

毁掉、并即对被废墟所埋没、更为需要的是拯救，是不够的，

因此而被现代性中的人们忘却的传统的拯救。这是一个什么样

后来又接受的传统呢?对于本雅明这样一个有着犹太教意识，

这个传统是一个弥赛亚主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洗礼的人来说，

这一传统的源头可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回归总体的传统，

溯到人类尚未堕落的天堂时代，甚至更早的没有主客体之分、

目标则是在现代性中对已经破碎天地浑然一体的前天堂时代，

所以他喜回归，的总体完整性加以挖掘、拯救、再现、整和、

"本原就是目标"。①这样一种关怀决定了他的整欢的名言是:

阐释、体验、批判，阿多诺所说的，l'lf , 个理论面貌的特征，

因 t匕建构他那由许多辩证法意象构成、他以批判为脚手架，

"散发着一种概念的光谱中所没有的光芒咱的思想星丛。 从 50

合作者和研究先驱于一年代起由"集本雅明的思想继承人、

这个星丛不身"③的阿多诺掀起第一次"本雅明热"到现在，

受到了来自不同走

同时也把他的碎片似的著作贯穿为

一个整体，使他的忠想光挥通过星丛的连线而更加清晰。

而且不断生发新的意晕，

向的理论阵营的共同关注，

仅仍然充满魅力，



本雅明的一生都在执著地阐释一种传统，对传统的阐释可

以说贯穿在他的全部著述中，从最早的《青年形而上学》时期

直到最后的《历史哲学论纲).从《讲故事的人). {论模仿能

力}. {论卡夫卡).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单向街》等

文章中的正面论述，到《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从反面、从"历

史的死亡面容"④角度所做的阐释，从充满神学色彩的语言论

到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转向的"拱廊计划 元一不是把世俗

的历史还原为寓言、索引，以此来阐释传统何以还能够穿越现

代性的废墟而复归，并把这种复归叫做救赎。

对传统之原状以及对传统破碎的起阁的的最完整阐绎表达

在他的《论本体语言与人的语言》中，其次是在《翻译者的任

务》中。正如本书的书名所暗示的，本雅明的语言论是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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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原发种子，蕴涵着他对世界、对传统、对现代性的基本

态度。正如本文集作者之一欧文·沃尔法忠所注意到的，早在

本雅明的语言论中，他，就通过对《旧约·创世记》的独到阐释

而建构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创世记在这个版本的创世

记中，人类的堕落并不是由于他者一一一女人或欲望一一-所诱导

的原罪而导效，而是产生于一种"篡位"、一次交乱，是由于

"生命之树"的主导地位被"知识之树"取而代之，因此原初

的的宇宙秩序被打乱了，因为"生命之树"的统治"代表着上

帝的纯粹、完整的权威性，上帝的生命弥散在世界万物中，一

切生灵与作为其本原的上帝息息相通。世界中没有邪恶的杂质

没有阻塞和窒息生命的‘空壳\没有死亡、没有禁

3 d磊础幽彻电F户相喝彩幽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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锢"⑤，而"知识之树"的统治则意味着判断与抽象的产生，

导致了一个以善与恶的对立为原型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以此，打

d磊功倒很花移

破了天人合一的本原状态O

本原、世界的完整与合一就在于它是上帝完成他的创造之后

"看到一切都很好(善)，并给予祝福"⑥的世界，在他的"一

切都很好(善)"的造物中不存在"恶善恶对立"是知识

之采所教导出来的虚构，是与上帝用以创造世界的"道"

(鄂、时)和真理相对立的判断和知识，它标志着人"道"

man word) 的诞生。这是本雅明从犹太教的卡巴拉阐释学中继

承下来的奥义，但是却把它转变成一种隐喻，用于对启蒙辩证

法的批判。在本雅明看来，人"道

则、主体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与自然、与世界分裂开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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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理性的进化和征服自然的文明进程的发展，人与万物血脉

相连的生命纽带被斩断，人外在于自然，自然变成了他者、材

料、资源，被指涉、利用、操作，自然不再有自己的质量、

己的语言，而只是数量和物质。由此产生了人在对待自然时的

种种"蠢行本雅明把这些"蠢行"叫做"堕落"。⑦"堕落"

在此被注入了文化哲学的含义，按照这一含义:人类被逐出天

堂，进入历史，因此"他命中注定要用自己的血汗从土地中获

得生计⑧自然从此后被人类主体对象化、物化，成为被征服

和改造的客体。启蒙理性才祀巳这一切叫f做故"进步

"飞i逆皇延i历史潮流而动"，P⑨不承认这是"进步

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原罪"就是打破了卡巴拉传统意义上

的"完整器皿⑩而开启了以波德莱尔所说的"破碎性、瞬间

性、偶然性"@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历史的所谓不断进

步必然只是一场不断堆积"废墟"的风暴，朝着与天堂相反的

方向吹去，使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用卢卡奇的话说，

说，现代性在其源头上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罪过的语境，

自

可以

一个开



始了物化或对象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于人与自然异

化过程中的主观片面的知识遮挡了客观总体的真理。

本雅明在他的语言论中把这种"历史的自由落体"⑩叫做

语言的堕落。在此，语言是一个神学或哲学概念，代表着一种

世界观。在本雅明看来，堕落以后的语言状态表现为索绪尔所

界定的那个封闭、共时、平面的符号体系，一种"资产阶级的

语言观"。@在这种体系制约下的语言与世界是分裂的，两者只

有任意、人为的关系，语言并不能传达事物的本质，而只是任

意地指 i步事物，语言作为一种人类主体之间约定俗成的规则，

被用来抽象、统括、归化和收编世界。起支配作用的是体系和

规则本身，其他都被当做元生命的东西，被演绎和操作;言说

的也只有体系和规则，世界则被消声:体系和法则把一个多维

度、多样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式派生出来的抽象

对象。语言的这种操作性同时意味着它的工具性， f!r语言用于

交流关于物的有用信息，而不是传达物的本质、在场和生命，

这在本雅明看来不啻一种缩影，正反映了世界整体性的破碎，

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性的胜利和对物的独

断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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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立，原初的语言则是一个大宇宙观意义上的语

言，即万物都有语言或都是语言、都自我表达。因此语言被分

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上帝的语言，即单数大写的道 (Wo时) , 

它浓缩着世界的整体性，从这一整体中生发出世界万物，因此

万物都是道的载体，都是以生命和质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道，

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传达着、述说着道的精神实质，因此它们都

( revelation) 意义上的语言，本雅明称这种表现为自然

万物的语言为本体语言;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人的语言，在人类

未堕落之前，人的语言也就是亚当的命名语言 O 根据本雅明所

阐释的创世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来替他管理这个

是神启

5 场 ~ω伪d卢仰伽 A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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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界，他在完成了创造世界的任务以后，就把他创造世界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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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给了人类，但是免去了这种语言的创造性，只留下了它的

认知性和接受性。这种语言角色的分派内涵一种伦理的戒律，

它规定了人类的本分就是参悟和领会宇宙真理、万物之道，借

此来调整自我在世界中的定位，而不是充当上帝，染指生命、

天地、生物种类的创造与毁灭等非本分的事务。在伊甸园中，

上帝示意每种动物走上前来，由亚当命名，受到了命名的动物

各个表现出元比的幸福，表明名毫无遗漏地再现了物的本质，

因此亚当的命名也就是纯认知、纯接受、纯称谓，他不仅能从

万物中认识和接受宇宙之道，并能加以表征，所以本雅明说

"亚当不仅是人类之父，也是哲学之父"。⑩

在这种语言秩序中，自然语言向人传达自我，人的语言则

通过传达自然语言而向上帝传达自我，表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

分所在O 人在这个传达的总体中充当着一个传令兵或信使的角

色，而自然语言就是那个"每一个哨兵用自己的语言传给下一

个哨兵的口令，口令的意义就是哨兵的语言本身。"ilìJ也就是

说，语言直接连着本质，语言一旦命名，就有意义的在场，简

单地说，语言就是一种介质，显现真理，因此也就是昭示或神

启。这种内在统一的传达，本雅明又称之为翻译。在巳别计划

之前，翻译不是徒劳的横向转换而是有效的纵向传达每一

种较高层次的语言都是对较低层次的语言的翻译，直到在最终

的清晰中，上帝的道得以展示出来，这就是这个由语言所构成

的运动的统一性"。⑩这种语言的统一性实际上也就是世界的统

一性。只有在人与世界保持着一种模仿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中，这种完整性才能自然而和谐地存在，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关

系中，人与自然才是平等的，万物对人类才保有一种"光晕"。

所谓"光晕即:他者回眸的目光，平等对视的能力生命

权利"的表达那个被我们观看的人，或那个认为自己被观



看的人，也同时看我们。"如果把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关系

中"的伦理反应转换到对元，生命的或自然的客体上来，就会产

生对万物的光晕的体验，因此能够看到一种现象的光晕意味

着赋予它回眸看我们的能力。"⑩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即只有当人

类把自然看做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把自然视作鲜活的、言说

的生命，而不是被动、沉默的物质，人类才能倾听和接受自然

的语言，才能避免凝视和被凝视、主体和他者的关系，而建立

平等、模仿、对话的关系。这是一种无论离得多近总是有距离

的敬畏感，但是有悖论意味的却是，这种距离和敬畏却带来真

正的亲近，带来人与世界和睦共处的生存状态， 因为这是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大伦理关系 O

在本雅明版本的创世记中，人类堕落的标志就是这种关系

的破裂，原初的和谐被打破，在这以后，人类语言不再内在于

1亭、初那个纵向的总体中，而是自我为营，从专有名词，即命名

的语言，变成了一个符号体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结构中构造

空中楼阁，因此，不再具有传达性、不再能够命名，而只能交流

关于世界的信息。语言一旦与世界丧失了直接沟通的能力， 必

然变成任意指涉，话语不再直接与意义相关联，而是与主体性

同义，指涉就是同化、归化、统括、收编，是绝对的权力，而

被指涉就是被对象化、物化、非质量化、成为被操作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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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堕落所带来的是人与世界的分裂和异化，人的模仿能力衰

退，诗性消失，而世界则在人类如此改变的视野中失去了光

晕、失去了神圣，变成可被占有、掠夺、利用的纯粹的材料。

结果，自然丧失了其生动与活跃，表现为沉默与悲哀，因为已

经与本质失去了联系的人类，再也看不到自然本真的面貌，

不到自然元，声的语言，那个内在的传达链已经断掉。人一旦不

而只能指涉，那么在人的视野中，就一切都变成

听

再能够命名，

而总是在寻找等价物末实

7 

了符号，其意义永远不会立即在场，

d磊 dω切移卢咽拗 M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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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我，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也就是事物的价值完全被其

交换价值所替代。人的堕落也将自然一起拖着走了下坡路，而

人类本身则从此后在一种无止境的追求效用性的劳作中命运般

地循环，本雅明不仅把这种状态叫做神话，即一种走不出来的

魔幻般的束缚，也把它叫做灾难，因为"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

这本身就是灾难"，@而现代性，在他看来，

d后~

论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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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8 

正是以这地发生，

种灾难为标志的地狱。

救赎的或拯救性的批评因此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从现

代性中拯救被打碎的传统，本雅明认为这一传统的碎片散落在

诗的语言、文学的意象、哲学以及资本主义前史时期过时的商

品中，在《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中他把尚未破碎的传统叫

做"可传达性在《翻译者的任务》中则把成碎片状存在于

文学、艺术、文化中的传统称做"可译性这"可译性"从

本质上是一种"难忘的生活或时刻这不是"一种虚设，而

只是人们没有履行的一个主张因此即使所有人都忘却了它，

也无伤大雅，因为有"上帝对它的记忆"。@在本雅明看来，批

评就是寻找这"可译性因此所谓"翻译者的任务"也就是

史学家、批评家、哲学家的任务，他们不应该仅仅许注表象，

而应该"损毁"表象，以便获得表象内里的坚核，这是历史的

大浪淘沙所滤出的金子，是沧海变迁而结晶的珊湖和珍珠，批

评或认知就是阿伦特所说的深海采珠，哈贝马斯则称此为持守

显现回归

之路。

救赎的第二层意思便指的是对传统的修复。在这第二层意

思上本雅明把就太教的弥赛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奇特地融合在

一起，产生了他所独创的神学马克思主义。其神学的维度在于

它是建立在犹太教的回归传统的范式中。在犹太教意识中犹太

这样才能清除废墟，寻找真理，加革命的双管齐下，

这分别天堂的、流亡的和救赎的，人有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



指的是犹太人在大卫王时代的鼎盛生活，灭国以后允沦为奴

隶、后四处流浪的生活以及最后弥赛亚来拯救犹太人、复归昔

日辉煌后的乌托邦美景。在本雅明的好友、犹太教神学家朔勒

姆版本的卡已拉阐释学中，第一种存在状态就是原初的完整状

态，人与自然、上帝、真理同在;第二种是人被逐出天堂而进

入历史的异化阶段，但是真理并没有泯灭，而是以碎片的方式

昭示着，人类必须不被历史的表象所蒙蔽，从碎片中参悟神

启，并J照此去做，才会最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与上帝的

和解，因此而进入第二种状态， Ilr 弥赛亚的时代。这种阐释已

经与以宗教实践为目的传统卡已拉相去甚远，而成为一种关于

历史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内在于这个叙事中的思路与其说是玄

妙的宗教感悟，不如说更是清晰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逻辑L也

不过是用人与上帝的关系重新言说了黑格尔的绝对却帽Ì'~主

题、反题、合题的三个阶段。本雅明深受这一模式喝喝喃γ 位
是又进一步将其演化为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批判，并求

他，读了卢卡奇的黑格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顾史与阶级意

识》以后，把弥赛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Qt.景结合起来，因此

他不仅谈回归，同时谈革命、暴力、摧毁。本雅明意丈尘的革

命是"发生在历史的旷野中"的向着过去的"辩证跳跃" ,@Ilr 
跳向历史中那个始终没有实现的转折时刻，那个"永恒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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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即人类从一开始就为之奋斗的真正解放的理想;他所说

的暴力则是"纯"暴力，不是为了护法，即不是为了维护已然

的秩序，而是为了立法，因此具有维柯意义上的"惊雷"的力

量，它能够截止一种生存找态，而开始一个新纪元"对于本雅

明来说，它所要截止的是"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发生"的灾

难性历史，从而打开空洞、同质的时间窄门，引进一个差异力

量，因此而开始弥赛亚的新纪元。这个乌托邦的远景与异化的

现代性景观形成巨大的反差，是傅立叶所描绘的人与自然的重

9 场 d刷伽电F卢咽移æ 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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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新和解，人类将在世俗中恢复失落的天堂，届时，人类的劳动

剧将是"一种不同于掠夺自然，而是能够把在自然的腹中沉睡的
特| 潜在事物催生出来咱的活动;因此本雅明式的摧毁"不是为

主| 了得到废墟，而是找到穿越废墟的道路 '飞目标正是回
归 l 归 O

本雅明之所以称上述为传统，就是因为他认为"在过去的

一代人和现在的一代人之间，都有一种秘密协定，我们来到世

上都是如期而至。如同先于我们的每一代人一样，我们都被赋

予了些许弥赛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过去赋予我们的，因而

对我们是有所要求的。咱也就是说，尽管人与自然的那样一种

体验模式在启蒙运动一开始就不再延续，但这是人类永恒的记

忆与向往，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意义所在，人类如果还能够"充

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全在于这"诗"

意的留存，这对本真的安居的向往，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意义，

"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地发生所谓科技与文明所带来的只能是

废墟的堆积，那时将会出现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可能有朝一

日，一个被解放了的人类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扩大了的随心

所欲的话语构型空间中，然而却失去了指导，没有能力解释什

么是好生活了 O 一个上千年来为了统治的合法性而被利用的文

化，它所采取的报复就是这种形式:就在克服世世代代的压迫

的同时，它也再没有了力量，也没有了内容。如果没有了本雅

明的拯救性批判所关注的那些话语潜能的注入，实践话语的结

构-一最后完全建立起来了一一必然会成为一个空壳。咱在

此，哈贝马斯实际上是在区别了本雅明与马尔库塞的批评模式

后又把他们拉入一个星丛f!J' ，要想真正超越羊向度的社会，

批判或解构必须以建构为最终视界。当然建构 ":ì主要求是不可

能轻易满足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清楚这一点。"@所以本雅明才

把这种要求看做"翻译者"的"任务( "Die Aufgabe des 



Obersetzers") , "任务" ( Aufg.油e) 一词在德文原文中同时含有

正如，保罗·德曼所解释的那样， "如果你加入

但又放弃了，那就是 Aufgabe-一一一‘ er hal 

他没有继续比赛。"@但是保罗·德、曼因此而认为翻

"失败"的意思，

了环法自行车比赛，

aufgegeben , 

译者的任务就是失败、放弃， 所以这个文本的名称 "Die Auf-

这则是一种美国版本不过是同义反复，gabe des Obeffietzers" , 

的解构主义的误读， 他只能如本雅明思想

的研究者朱里安·罗伯慈所说，

涩的死鱼@本雅明用 Aufgabe 一词表明他深知完成这一任务之

用这种误读做诱饵，

从本雅明的文本中钓起几条晦

一次救赎的一种哲学探险，它可能将是一个夭路历程，艰辛，

执行这样的任务才是批坪的意义所在。正因为如此，奋战，

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的第一句话中也曾经表达

过一种 J悲观哲学之所以还健在，

过了。"<lli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哲学或批评或理论才更有必要

"健在在今日世界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科学主义正在取

就是因为实现的机会全错

当然，

但是充斥我们视代人文伦理，被拥戴为包治百病的济世良方，

野的却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各种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企图

也同样嚣张，霸权的演绎和流血的冲突此起彼落，在这样的语

境中本雅明式的救赎批判再次彰显出其合适性来:他在一个历

与救赎。我们能说当今世界已经不再面临同样的危机时刻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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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危机，时~IJ-叫法西斯主义与科学技术和现代性联手的时代

一一一"像一个在沉船中爬上摇摇欲坠的拢杆的人，在那里……

发出求救信号"，@这个信号首先是一种批判，然后才是一种诉

因为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看来并不存在沉船， 而只有历求，

而本雅明却通过把历史变成一幅寓言画，史航船的稳步前进。

在拆解历史的同时侠之指向一种迫切的需要和终极视域:回归

必 dω例扫杉卢~æ Jr/但其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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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历史与终极以上传统之所以需要阐释，

阐绎必意义的关系被现代性的废墟、科学主义的噪声所掩埋，

用肉体的接触须如阿多诺所说的，像摇鼠打洞一般深钻进去，

用妹妹网般

"好像真理是个什么从外面飞进来的

这意味着认识不是通过现存概念来编织、

的知识体系去捕获真理，

来寻找，

因东西"，@而是用体验和感悟进入智性世界，探究形而之上，

i!. 此本雅明的认(失口)

种经验论是对康德禁止探究形而之土这一戒律的突破，

是对康德的经验模式的颠倒，即不是从上到下，以先验的概念

同时也

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经验论或体验论，

模式去收编非概念的物质世界，而是自下而上，是通过对现象

的凝忠参悟而把握内在的意义，用一位批许家的话来总结， llr 
用歌德、替代了康德，也就是用诗性、感悟、体验替代了以先验

的主体性和概念模式去同化世界的范式。所以本雅明的知识论

得以建立的第一步就是拆解康德的经验论。在本雅明看来，康

德的经验论有两个致命缺陷 O 第一，尽管康德哲学如同所有对

意欲建立一个不受时间性限

制，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体系，但是他却选择了"低层次，也

许是最低层次的现实"@即主体的感性经验作为产生他的具

认识论领域所做的伟大探索一样，

"康德由于其时代的局限性，只认有永恒价值的知识的基础，

自明的经验，认为只有这才是经验。然而这

种经验不具永恒性和普遍性。这是启蒙主义世界观，是最低等

的世界观。康德以此最无意义的经验为基础来从事著述。他著

述的伟大性前提却是这种无内在价值的经验" o~而这在本雅明

原始的、赤裸的、



看来正是他失败的原因。康德的第二个缺陷是极端的主观性。

正因为康德对主体意识第一性的信仰，使他很少对真理加以探

讨，而把真理等同于知识的成立，本雅明认为如果把真理概念

局限在康德所理解的主观建构上，这个概念就完全是干枯贫痹

的。"这种情况，是启蒙运动的宗教，是历史的盲点 "00。在本雅

明看来，与其说应该从资产阶级个体来推导出世界，不如说应

该正相反，正是世界本身在本体上先于理性主义的认知主体。

本雅明把建立在主体性上的哲学一概视作神话我们知道原

始民族在前有灵论之前，把自己与神圣的动物、植物相等同，

并给自己取上这种动植物的名字。我们也知道疯子有时把自己

等同于他看到的物体，于是物体就不是客体了。我们知道病人

把身体的感受说成是外在于自己的……还有占卡者，说自己能

感受他人......咱。康德的哲学在本雅明看来不过是神话认识

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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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一个案例，因此远远无法完成哲学表征真理的任务。

在批判康德的基础上，本雅明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未来哲

学:即"把认识论的基础建立在更高的经验概念上啼，也就

是宗教与哲学的联合，把哲学变成教义，表征真理。本雅明所

理解的真理不是体系化的东西，他，把后者叫做知识O 知识在本

雅明的认识论中可以指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是语言堕落以

后，与物的内在联系断裂，因而是外在于物、对物所做的指涉

和判断，这种知识被归类为" 1. 非真实的断裂:知识要么在

一个认知的主体的意识中，妥么在于客体(或者与客体等同)

(移情); 2. 一个认知的人的出现(如莱布尼兹或康德)"。另

一种知识则正是对这种知识的克服，同样需要采取两个步骤:

"1. 在辩识性@的当下建构事物 2. 把知识限定在象征中。 "IID

也就是说，前者属于以主体椎知世界的主观主义;后者则是命

名，命名也就是对上帝的语言的辩识，且毫无延宏，在命名的

那一刻，就能毫无遗留地表征造物的旨意。与上述在主体中定

13 d品~卢略必移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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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住的知识相反，这种知识是内在的，也就是来自于本体语言，

京| 因此，第二种知识是真理或本质。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
特| 源》中将第一种知识与堕落后的语言相类比，认为它们并不具

在| 备真理(与本质)的统一性，只具备开放的多元，性，它所谓的
明| 整一元非是把自己编成一个网状体系，使意义在体系内互相指

涉，并使这种循环本身成为本质，所以正如堕落后的语言，这

种指涉和被指涉之间的任意性使得意义只是指涉链上所留下的

未完成的踪迹.因而是开放而无终极归属的，因为作为判断，

知识也永远无法从事物的外部与本质达到统一，在知识与本质

之间永远隔着意识，正如拉康的公式 S/s 所示一一"真实界"

永远从横线下面悄悄溜走了。这种悲哀是堕落后的人类语言，

也就是其知识体系的必然命运。

在本雅明看来，上述非真理意义上的知识是与语言的工具

性共生的现象，两者都是对对象的操纵一一一支配一一占有关

系:即把对方纳入自己的体系。所以本雅明说:知识是意识编

织的产物，是意识的猎取物，知识意味着占有，因为"它的对

象本身就已被它必须被意识--一尽管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一一一

所占有这一事实所决定……，对于知识来说，方法是获取其对

象的手段一一-甚至以在意识中对其进行创造为手段知识出

自在意识中建立起来的自圆其说。……如果知识有整一性，也

是以个别洞见为基础，由这些个别洞见互相修正和在一定范围

内的那种逻辑连贯，而并不具有直接关涉事物本质的内在整

一。"0正因为如此，这种纳入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在历史

的知识系谱中，充满了一种"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取

代，使自然与人类均厄运般地轮回在各种话语权力的控制下，

因此本雅明意欲用"纯暴力"结束这种元，休止的循环，即用真

理来介入，以便带来救赎的契机。

在本雅明看来，真理与知识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本质



存在，是客观的"道所以不是主观意图性质的知识的认知

对象一一即它不可以被占有和收编，而只能被表征、思考或再

现。"如采真理本质中的内在整体性是可被质疑的，那么所提

的问题只能是:在真理所给予问题的可理解的答复中， 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解答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还是这个问题

本身。咱也就是说，我们提给真理的问题只能是，我们在多大

程度上认识了真理，而不是真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所以

"真理的整体性否定任何质疑。作为一种本

质而不是概念整体，真理不可质疑……而是供反思的客体。

..是先于存在的 O 真理与知识所提供的连贯性之间的差别决

本雅明反复强调:

定了理念(真理)是一种本质。……作为本质，真理和理念具

有在柏拉图的体系中明确赋予它们的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意

义。..íl)

事实上，本雅明所强调的知识与真理的区别在本质上类似

于卢卡奇所强调的资产阶级科学与马克忠主义的辩证总体性思

想之间的区别 O 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认

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性实际上是一种主观性和片面性，其

主观性在于，所谓的客观数据、事实等，不管进行多么简单的

它们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释"

一种方法所把握， 已经被从它了，

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

列举，即使丝毫不加说明，

因为事实已经被一种理论、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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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了一个体系中去。@也

已成为他

4也没L

就是说纯"事实实际上已经是被主体占有的、对象化的形

式，它是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产物，这种观念是主体所生活在

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造就的一种认知方式，

的一种下意识，只是对于一个目光短浅的经验论者来说，

有认识到这点而已。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由于经

济的拜物教性质使人的一切关系物化，被还原为价值的交换等

式关系，归结为纯粹数量，并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出来这

15 d豆t:d;;α例d移卢'IZl绍加拍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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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

东| 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拙的专门
特| 学科(经济学、法律等) ，它们的出现本身看来就为这样一种

在| 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倾
明| 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但

是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之处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

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即历史发展的总体性，其结果是把

现象和本质核心相混淆，把暂时的、局部的现象看做永恒和普

遍的存在O

卢卡奇所说的总体，即资本主义物质关系掩盖下的阶级关

系这一系统总体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历史使命必将导致资

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这一历史总体的辩证统一O 在认知

方法上，卢卡奇认为这种本质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隐蔽

的，以现象表现出来的，因此是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所无法反

映的。因此他诉诸元，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认识这样的真理，因

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代表的辩证总体的方法才能够把

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表现形式和总体性的本质核心区别开来，

它既承认以直接表现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性，又把它作为

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归结在总体下，以此来达到对事实的现

实认识，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因此这种认识不是再现各

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而是从直接、简单的规定出发前

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

这种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材料。"@那种"把这些规定

简单地拿来，既不把它们做进一步分析，也不溶为一个具体的

总体"的做法只是貌似"精确实际上是用抽象的、与具体

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马克思

认为那是一种"粗率和元知"，@因为如果仅仅"精确"再现

"现实"而不进行一番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处理，便只能看



到农象，而无，法抓住事实的本真核心，并且会把这种表象看成

第二自然或一种超历史的本质和命运，因而消解了任何变革的

意愿。

正如本雅明在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所惊讶地

发现的那样卢卡奇从政治思考的角度出发，也许不是像我

最初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至少部分地在认识论上得出了我所熟

知的理论或与我的思路相符。":lll但由于出发点不同，他们的侧

重点是不同的。相比之下，卢卡奇在阐释总体的同时弘扬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而本雅明则更强调总体的形而上的客观性，因

为他们所针对的历史背景是不一样的 c 卢卡奇所针对的是第二

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因此重点在

于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而本雅明针对的是一次世界

大战以后的资产阶级理论界，尤其是盖奥尔格集团的象征主

义。这种象征主义的精神实质用其创始人盖奥尔格的一句名言

来概括，即"神化身体，体现神圣" (deifying the body and em

bocIying the deity ) • @按照这种精神，他们拒绝任何超验的真理，

采取一种激进的内在论立场，认为真理和意义就在这个世俗的

世界之内。在时间问题上，他们采取单轴的时闭，只承认现在

和过去，不承认将来，认为那是超越时空范围的。本雅明早期

曾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但是一战以后，尤其是纳粹上台以

后，他对现存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持怀疑态度，内在论主义在他

看来是一种宿命论和神话，使人没有超越的自由，所以他寻求

接续一种被现代性所忘却的传统，借此来超越这个单向度的社

会，最终带来对历史的救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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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上所述，对这种意义上的真理的把握无法以现存的体系 1 1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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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去收编或囊括，而只能以重新建立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来体验
瓦
m 
特

本
推
日月

和参悟，对此，本雅明用充满诗意与玄妙的语言做了如下描

述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可以说，我们把成长着的作品看

做燃烧的葬礼柴堆，评论者就像站在旁边的化学家，而批4乎者

则如同一个炼金术士，对于前者来说，木头和灰烬是他的主要

的分析对象，而对于后者来说，只有火焰本身才保有秘密:即

那活着的东西。因此，批许家探索真理，真理那生生不息的火

焰在已成为过去的木头上和已被体验过的灰烬上熊熊燃烧下

去。咱也就是说，构造知识体系的人目光停留在对现存、平

面、废墟的描绘上，而体验真理者则正相反，他拆解这一切，

为的是抵达一种永恒的境界。由此来看，本雅明的真理观的确

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O 如何将这样的感悟表征出来

是本雅明白 20 年代后期直到《拱廊计划D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期间他经历了走出"私自的领域"而进入元产阶级的"玻璃房

子"，@即从晦涩玄妙到具有可交流性，从神学到马克思主义的

转变过程。早在《翻译者的任务》时期，本雅明还有一种神秘

主义和精英论的态度，认为真理是一种无须交流的体验，因

此任何一首诗都不是有意为读者而写的，任何一幅画都不

是为观者而画的，任何一首交响乐都不是有意为听众而作

的。..@一个语言作品如果有可译性，即真理性，即使元人可以

翻译它，也丝毫无损它的价值。因为这种可译性是客观存在

的，无论是否有人能译都毫不影响它的必然性，它与上帝的道

直接关联，所以有"上帝对它的记忆咱为证。

在《德国悲剧的起源》的"认识论一批判序言中他开

始用"理念"来表征他的玄妙的真理观，以便使这种体验获得

一种可交流的外在形式。本雅明的理念论正如他的其他著述，

同样来自他的语言论中所阐释的世界的三个秩序@真理是

道，自然或现象是身体，中介是人的命名语言，命名语言在悲



剧研究的认识论一批判序言中就是所谓的"理念" (id出) ，真

理通过理念而显现出来(陀veal/ emerge) ，用本雅明的经典性

比喻来说，即真理与理念的关系就如同形象与马赛克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真理是由理念组成的 O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本雅明

认为只有那些"从理念的秩序的角度看世界"或"描述理念的

秩序"的哲学才是伟大的哲学，诸如柏拉图的理念论，莱布尼，

兹的羊子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

是作为信徒，而是认为马克思才是这种哲学遗产的继承人。这

与教条主义对马克思的态度大相径庭，在本雅明看来，科学社

会主义的信徒们所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原初的意图并不是庸

俗地取消唯心主义哲学，而是要把它的理想变成现实，即哲学

的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扬弃而不是

全盘否定a;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教条，

教信仰而非科学的态度。

那才是一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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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理念是一幅关于现实的本质的表征，本雅明所

说的表征，用他在《德国悲剧的起源》的认识论→批判序言中

的话来说，是综合了科学和艺术，因此是一种既有内里又有外

表的具象的思维形式，@而本雅明尤其强调的是哲学的形象维

度，因为他的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建构思辩的体系而是如同

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是一种对生活的哲学化(救赎) • 

需要不断把现象变成意象，通过并置与重组来昭示和再现一种

生动的本质，而不是说理式的叙述。在他看来如果伟大的

哲学家的任务是去描绘自动包括并融合了经验世界的理念世

界，那么他，将占据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并高于两者的地位，后

者勾勒的是一个具体的理念世界的形象，因为是用隐喻，因此

目的是通过从内部把它

因此.1-也

总是确定的。科学家把世界进行排列，

们分解成概念，散发到理念的领域中去。他与哲学家的兴趣的

相同之处是放除纯粹经验的成分;而艺术家与哲学家的共同之

19 必备均ω伽电~~加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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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于都承担着表征的任务。"哲学与农征的关系意味着哲学

不是认知体系，在本雅明看来，认知与表征是两种不同的秩

序，前者只能给予关于现象的知识，使现象"落在概念的庇护

下并且原封不动:一种个体性因此认知产生关于现象的片

面、抽象的科学论述，而哲学表征则使现象"进入理念，变成

一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总体，这就是对它的柏拉图意义上的

‘革之赎⑨因为农征也就是命名或翻译。

现象如何进入理念而得到这样的救赎?必须先借助概念，

a二 dω伽移却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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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象并不能以其原始的经验形式直接成为或完整地进入理

念，必须先去掉其虚假的表象外壳，以被拯救出来的基本成分

进入理念。也就是说，在了解事物时，要先进行一番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的清理工作。如此，被分解以后， 现象被桂除了与

语境的虚假的统一性，而加入到新的构型中来。因此，概念在

帮助建构理念和用于获取知识时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后

者概念的分解"是一种"毁灭性的诡辩术在前者概念仅

仅是被派入现象中的"密探"或"使者只起中介作用. f!p 

从现象中收集理念的构成要素，再把这些要素组成新的聚合，

形成一个星丛。如此建构的理念与现象的关系不是临近性的，

即理念并不像属对种一样包括现象，而是对现象的一种批判

性、历史性、隐喻性和建构性的并置，正如同超现实主义的蒙

太奇手法把日常的事物拉出固有语境而重新并豆、因此而揭示

出一种"非同一性"的意义一样，理念则从总体的角度重新定

位现象，因而揭示其本质意义。所以本雅明说理念相对于

物质对象正如星丛相对于星星 f!p理念是对现象世界的现有

秩序的一种归化和重构，但不是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而是构

成了现象的一种尚未实现的救赎后的形象，因此完全属于一个

理念不仅揭露了现

同时也起到了一种

不同的维度，从这种超越现实的远景地位，

凸显改变现实的迫切性，实被歪曲的本质，



先导的作用，它预示了一个受必然性统治的世界即将解体，真

正自由的世界必将到来的远景。因此理念"是一种永恒的星

丛，被分解出来的要素就是这个星丛上的点，借此在被分解的

同时也得到了救赎。，，~当然这一远景的实现不会产生于技术政

治和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信条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只会产生在

这个社会的解体之后，因此理念同时内含一种历史批判的寓

意。这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 ~救赎美学》的作者里查德·沃

林因此把它称做"否定的认识论"。@

四

对理念概念的进一步具体化是"羊子"的概念，每一个理

念都构型为一个羊子，这是本雅明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借来的

术语。在莱布尼兹的哲学中羊子"是真正的统一体，

是惟一真正的实体。每一个"羊子"都是自足的，正如两架时

钟无须互相发生联系而能够在同一时间报时，这是因为每架时

钟都是构造好的报时器一样，而每一个"羊子"则自身都浓缩

着总体的图景，它与另一个羊子的和谐统一则在于它们都是对

总体的表征。在本雅明的思想中，把现象提炼成一个个羊子，

也就是将它们纳入总体秩序，从总体的角度来阐释其意义，因

而是一种救赎的批评与事物的联系方式O

因而

-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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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义上的羊子因此又连接着本原。本雅明意义上的本

原在德文中是 Ursprung. 与起源~一一即某种东西在某一特定时

间产生一一一没有关系，而是一种本质，一种永恒的现在，即本

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放在引号中的"Jetztzeit" 当下) • 

它的意思不等同于"Gegenwart " 而意味着 "nmc

21 

(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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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stans" 永恒的现在 )060本雅明是这样界定本原的本原，虽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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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却与起源 ( Entstehung) 没有关系。这个

词的目的不是去描绘现实产生的过程，而是描绘那个从生成

(成型)和逝去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东西

心特征是它的本真性，它是在历史的衍变中形成的结晶:阿伦

特所说的"珊湖和珍珠本雅明心目中的"传统"。所以本原

不是指那种以物质实在性的、未救赎的状态存在的非本质的现

象，而是指房、初那完整的整体，因此也就是从弥赛亚时代已实

现的那天所显现的存在状态，因此这种状态是本原和目标的辩

证统一C

与羊子的形象所描绘的真理的静态、永恒的维度相比，本

原则描绘了真理的生成、历史的维度。但历史在本雅明的哲学

中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是"空洞，匀质的"时间连续体，

而是被分为自然历史和本质历史，前者指的是世界的自然存在

形式， Ifp生生死死、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者则是一种生生

不息的变化，而那"在生成和逝去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东西"

便是本质、是意义、是不叉的价值。如果把历史比做变化的潮

流，本原就是潮流中的璇涡在它的水流中，它吞并了起源

过程中所涉及的物质。"所以本原是一种构型力量，决定着潮

流变化的方向，水流的变化以它为核心而构成一个整体，这就

是对本质历史的写照。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无形态、元意义的

存在状态。自然状态与本质变化的区别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

本雅明又分别把它们叫做自然历史与世界历史，后者的意义就

在于"把变化定位在存在中" (to establish the becomi晤。f phe

nomena in their being 严，这个"存在" (being) 就是"是"或

"在场也就是本质或本原，而不是表象，而以本原为核心的

整体，用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总体，历史分期的意义全

在于这个总体。



这种意义上的本原在本雅明的体系中是一个多元决定的概

首先它来自于卡巴拉阐释学，因此带有神学维度，如上所

述，它指原初的和谐和完善一一一伊甸园中的秩序，卡已拉主义

者认为，这种秩序在人类堕落后被扰乱，但最终还会重新恢

复，只是不是一种静态的回归，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释放

Aι 
'也， , 

本原中更高的潜能而使之现实化，最终达到对历史的扬弃或救

赎。第二，它来自于歌德在自然形态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原初

现象"论 (U甲hanomen) ，歌德观察到，在物理和化学中，认

知的目标是由主体所构建的认知抽象，但是在生物科学中， 1主L

生命有个目标却是在"不可还原的观察"行为中的直观对象。

机体的客观法则和规律在它们的构造形态中就具有视觉形象，

昭示了生歌德认为这些结构的原型性质的本原形式( urlonn) 

而且它们是作为许多中的一个而经验性地存在着，物的本质，

因此是对柏拉图的理念的具体化、物质化。本雅明认为歌德的

1序、初现象是"理想的象征，在这种象征中，柏拉国所说的理想

本质以感性的形式出现"。@所以本雅明声称在他的悲剧认识论

中，他把这个概念从异教的自然观点、中转换到了犹太教神学的

历史领域中来: "在研究西麦尔所转达的歌德的真理观时，尤

其是在研究他对‘原初现象'的精彩评述时，我清楚地认识

到，我在悲剧研究中所提出的本原论是对这一重妥的歌德概念

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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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格而必要的转换，即从自然领域转换到历史领域。

尿这就是‘原初现象'的概念，但是在神学和历史意义上

有所区别，在神学和历史意义上生生不息的存在，被从异教的

自然语境中转换到就太教的历史语境中。‘本尿这就是神学

意义上的‘原初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本真性。"@本雅

明从这个概念中找到了超越主观唯心主义本原论的答案，把本

原定位在客观存在中，且又不是无常的经验现象，而是"本

真本真性"是现象中的本原的标志。借此他要说明的是每

‘本

23 a二 ai.ja俨WÒ&卢~移幽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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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经验现象，它不会听任自然个本原现象都是独特的，

历史的变化中脱颖而

出，标显历史不可逆转的总体趋势。

但在历史领域中，不同在自然领域中，再现本原、不是靠直

而是靠辩证的洞见，妥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达到1见，

论
瓦
尔
特
·
本
桂
明

而是在(本质)(或官方)历史的摆布，

"并不是说每一个原始正如本雅明所说:对现实的客观阐释，

实际上这是研究直接就被认为是构型的决定因素。‘事实'的

者的起点，只有当这个事实的最内在的结构以如此本质的方式

他才能认为这个事实是确定

的。"l&所以本雅明意义上的本原概念在方法论上又呼应了卢卡

奇从不同的视角所阐述的辩证法观念。@本雅明说本原的东

显现以至于揭示它就是本原时，

它的节奏只对西从来都不以赤裸显在的实际存在形式而出现，

需要将它作为一个回归和重建一方面，一种双重的洞见显现:

又需要把它作为正因为如此，的过程来辨识，但是另一方面，

不完整的事物来认识O 在每一个本原的现象中都产生不完善、

一个理念要不断抗争历史的一种固定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

因此本原不是通直至充满揭示，在总体的历史中显现。世界，

而是与它们的前后历史相

哲学思考的原则被记录在辩证法中，而辩证法就内在于

本原。这个辩证法表明在一切本质中单一性和循环性是互为条

件的。因此本原不是柯亨所说的逻辑，而是历史的范畴。咱也

就是说，本原、不是从实证主义和"纯事实"的角度而建立的概

念，从那样的角度只能看到自然力量的静态的永久复归，只能

把时间空间化，把暂时与过渡看成永恒不变的法则。正如本雅

过对实际调查结采的研究而被发现，

关联，

"对于一个只考虑平

面的、因采律的历史的观点来说，本原的现象是不可能的。本

原现象属于这样一种历史观，它的中心是通过分析历史时间

明在悲剧研究的一则附录中曾经指出的:

而形成，并且它将时代的发展不是看做主观认(发展与变化)



而是看做客观和目的论步骤的一部分。 "(jJ)知方式的建构，

i乏，占、如此强调本原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逻辑概念，

已经内涵了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思考。本雅明的真理观、理念

论、羊子论的宗教神学色彩都从这种关于本原的辩证思辩角度

玄妙的外衣。这种从神学的角度所到达的史哲学

高度已经为他转向辩证唯物主义铺平了道路，说明他的马克思

主义转向不仅只是一种伦理选择和政治立场，也是一种认知方

脱掉了晦涩、

法论上的"亲和力无论是把他的体系称作神学马克思主义，

还是马克思主义神学已经无关紧要，卢卡奇在阐述什么是"正

"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统"马克思主义时曾经说过:

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

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

而元，须片刻放弃他的马

克思主义的正统。所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

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

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新结论，

‘ f言

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

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仰，即辩

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

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

任何想要克服它和改善

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

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才把本雅明的

弥赛亚主义哲学叫做"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变体"@。

而且，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厚
古
巴
.. 

本
雅
明
的
关
怀

五

从本原的角度来读历史就是将历史的连续体解构为一个个

E d后 $;ω彻电F卢咽~M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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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单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雅明的解构同时也是建构，如前
瓦
m 
特

本
雅
明

所述，他的建构方法不再是康德式的自上而下， flr不再是用先

验的模式去统括，而是歌德式的自下而上，即从现象入手，去

感悟、体验、关怀，因此似乎更接近审美体验。他对自己的

"羊子论"方法如此解释思维突然停滞在一种充满张力的聚

合上。思想给这聚合一个震荡，借此它(聚合)结晶具有昭示

为一个羊子。咱这与《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用神学思想论

述审美感悟的一刹那所用的词汇和思路几乎如出一辙。乔伊斯

认为美的一刹那是审美主体处于"静止"情绪，即凝神参悟的

状态，因此也是思想驻足的一刻。这一刻以主体的一个突然顿

悟而产生主客契合，从而使对象"问烁这一"问烁"使客

体的物质或实用属性隐去，而昭示出它所承载的真与美的意

韵。在乔伊斯的美学中，美就是具，真就是美，真是美的理性

内核。但是这个"真"也不是实证主义的真理，而是托马斯·

阿奎那意义上的真理:上帝的道，这也正是本雅明的否定神学

妥找回的真理。而乔伊斯的"实用阿奎那"用以感悟真理的方

式也是三个层次:首先，看到浑然一体的物质存在，第二，却

不停留在物体的表面，而是参悟这个物质存在的各部分关系，

第三，从各部分关系的和谐中读出昭示意义，感悟上帝的创造

旨意，认识到万物的美妙之处就在于那些体现着造物精神的问

光点。这正如本雅明在对万物精神意义的辩识和读解时所分出

的三个语言层次。当然本雅明并不是从阿奎那的神学著述中获

得灵感，而是从卡巳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找到了哲学的指

归，本雅明在羊子结构中所看到的是"一切事件的弥赛亚式的

截止一一-换句话说，他看出了为受压迫的过去而斗争的革命机

会"。③

他称"看出"的那一刻为"世俗的启迪这是把宗教启

i皂、乔伊斯式的审美"顿悟"和超现实主义的梦幻意识加以改



世俗的启适而得到的独特的感悟方式。如里查德·沃林所说，

也是"利用精神陶醉所产生的能量以便制边正如同宗教启迪，

‘启示. ( revelation) , J'!p制造一种超越经验现实的平淡元，奇:üt 
的方式产

元，须述 t者来世性质的教

然而这种洞见却是以内在( irrunanent) 

生的，即还是在可能的经验之内，

条"。③所以本雅明在他的《超现实主义》中称这种启迪是"唯

物主义、人类学的灵感启迪"的"秘仓"在于超现实主义

状态的洞见O

意义上的"将醉的能量用于革命

进入现实的世界，为的是"在日常的世界中发现神秘，借助一

种辩证的眼光，把日常的看做神秘的，把神秘的看做日常

的"。@用阿多诺的话说即为的是看到一个"非同一性"的现

"陶醉"或梦的状态flp ,,;J, 

为的是看到一个"超现实

为此，必须"损毁" "物质内容"

"真理内容.. (tru由 content) o@从卢卡奇的角度来阐释，这就必

须透过历史表象，而揭示总体性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是本雅明

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实践方式或哲学行动，即从形而上学的思

辩和玄妙体验中走出来，进入对生活的哲学化和诗化，

教或审美陶醉对于本雅明来说正如唯美主义对于超现实主义一

而揭示

因此宗

(material content) , 

实，或用超现实主义者的话来说，

只是一个旗号而已，下面也行驶着载有"秘仓"的船只，

即政治建构或从历史中建构哲学，正是从这种意义上，

政治和宗教没有区别，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激进立场，时多诺把

这种立场概括为"否定的神学并由此产生了他自己的"否

定的辩证法"或"非同一性批判飞但必须指出的是，本雅明

他的目的在于借助否定和"非同一

他认为

样，

一
呈
一
口

.. 
本
挂
明
的
关
怀

并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性"思维而揭示历史的弥赛亚主义趋势，因为"世俗在本

雅明看来，原本是堕落以后的"本体语言一旦被读解或救

即纳入理念或本原，必然"启边"历史的总体性。

"启迪"所呈现的思想形象必然走羊子，

赎，

J'!p真理或总体的

27 d豆 ~jω州花移卢~幽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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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影。在他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阶段，他就是以这种方法来解

读历史的。对于本雅明来说用史学的方法述说过去并不意

味着去辨识它‘本来的模样而是当记忆中的某种东西在危

急时刻问现的时候去抓住它"，@因此他不承认"从前有一

次……"这类的历史宏大叙事或历史连续体，而是认为历史是

呈片段状的，是由元，数个羊子组成的，仅在本雅明当时写作

《拱廊计划》的巴黎就有 1789 年. 1830 年. 1848 年. 1870 年，

1936 年，用本雅明的研究者吕贝卡·寇眉的话来说，这全是革

命失败的时刻，全是没有实现的转折点@但是它们都浓缩着

一种救赎的理想，因此解读历史便是炸开官方历史的连续体，

把这些被记忆留存下来的羊子爆破出来，将它们与"永但当

下" (Jetztzeit) 构成一个星丛，一个"辩证的意象在思想凝

通过"对一个太近的过去那反复受挫的意识"的

必多功ω伽杉n 

论
瓦
尔
特
·
不
挂
明

忍的那一刻，

体验而认识到"现时革命的迫切性

本雅明来说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在一个历史问题以羊子的

形式出现时才去研究它。咱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历史

总是将历史与总体相关联，寻找"哲学的实现"。

.i... 
/\ 

综上所述，无论本雅明的关怀被表述为什么，无论是传

统、可传达性、可译性，还是真理、理念、单子、本原，都是

由两部分组成. /!p拆解与重组、或损毁与救赎的双重运作，本

雅明在就悲剧研究一事而写给克里斯青·朗格的信中已明确把

这视为他的批评的全部内容……批评(等于阐释并与作为

艺术欣赏的所有流行的批评方法相对立)是再现理念。理念的



内向的元 F民使之成为羊子 O 请允许我来解释:批评是对艺术作

(浪漫主( motification) ，但并不是高扬主体意识

(真理意义上的)。哲学的目的，正如亚

(指出或拯救)理念，以使战胜那些回到

的事物。"③本雅明后期把这种方

品的才员毁

义! ) ，而是产生知识

当命名自然，是命名

了自然状态(元，总体方向的)

法称作"形象化的辩证法" (Dialectic Images) 或"定格的辩证

(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 0 并在作为他的《拱廊计划》理

论前言的 {N 档案:知识论/进步论》和以此为基础写出的最

法"

后论文《历史哲学论纲》中把这一方法论叫做他自己的知识论

《拱廊计划》是他倾注了整个后并给予详尽阐述。或认识论，

他不仅研半生的心血而未能完成的一部巨作，在这部巨作中，

史意欲用犹太传统一-一即回归的传究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

因此这部巨作的思想方法论与他的语言论、统一一一来改造它。

翻译论、超现实主义研究和悲剧研究的认识论一批判序言遥相

互应，共同构成了本雅明的尽管没有理论论述的严格体系性却

有理论导向的严格统一性的思想整体。

(to establish 这个整体就在于妥"把变化定住在存在中"

(das Weroen der the becoming of phenomena in their being) 

这一执著的追求。"定位"

-
呈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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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文坷为 feststellen，其指涉意义为"观察"、"确定但在

本雅明所提供的语境中，这个概念被用来处理变化与永恒(本

的关系，本雅明意欲用永怪的那一刻照亮全部

的变化生成过程，把整个过程定住在总体中，使之不再是一种

受制于神话或命运力量支配的盲目存在，也不再是无所附着而

漂浮的表象与"空壳"。因此本稚明的哲学正如他的一位生前

崇拜者所说，具有一种"约书亚的姿态 (Joshua's gestu陀汗，

即他意欲截止被资产阶级史学和意识形态所"自然化"的历史

Phanomene festzustellen in ihrem Sein) 

原/羊子/理念)

从马克思与就太教相结合的视点把人类社会的

场均倒似电F户'即喝彩~白 29 

与现实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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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总体目标彰显出来，使之如同一座标灯，立于历史的航运中，

原|任凭潮流交换，它却巍哦挺立，使历史以此为中心而构型。这
特| 一方法把他的早期思想与后期关怀带入一个聚合，凸现了他的

在|极其个性化的弥赛亚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思想体
明| 系既然以"是" (being) 来定位"生成" (beco咀ing) ，而不是描

给现状，这就意味着他首先要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

历史观进行一番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先摧毁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所造就的文化和思维定势，以摧枯拉朽来铺设救赎之路，

所以吕贝卡·寇眉在《拯救复仇:尼采，本雅明，海德格尔和

记忆的政治》说，本雅明救赎的方式就是复仇。@而本雅明自

己则明确表示建构的前提是拆毁。 "61，.所以本雅明的救赎批

判比马尔库塞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更充满虚无主义的悲愤，

他要解构整个所谓"文明与进步"的历史神话，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开始一个新纪元。

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史学的所谓科学性只不过是以"拔出

来"与"连续体"相结合的方法而制造的幻象，所谓"拔出

来"即用孤立而非辩证的方法收集一大堆资料，将之标榜为.

"纯事实然后用这些事实把历史建构为一个"从前有一次"

的宏大叙事，似乎这就是客观的历史了 O 而在本雅明看来，

首先，所谓的"纯事实"其实早已被某种方法论的视角所限

定，其次，收集"事实"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资产阶级史学的

"第一个动机就是重新把这个对象放回到那个用移情手法发明

的连续体"中去。②这个"移情"来自于"胜利者内容就是

"不断进步"。本雅明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是以无数的"被压

迫者"的生命为代价而建立的，他称这是"胜利者"的历史，

一种"劫后余生者的历史" ( afterlife) ，或"后史也就是说

只有胜利者、现在活着的人才有机会写历史，于是他们在已逝

去的人们的尸骨堆上建构了一部所谓不断进步的"史诗"。本



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职责是要使这种文明历史露出"前

的本来面目，即，所谓的文明进步其实是真

(人性化的)历史的史前状态，充满了野蛮、镇压与

杀戮。真正的进步应该是社会进步，即人本身的全面解放，而

"科学进步，正如历史进步，仅仅只是第一步，决不是第二、

二步或 n+l 步，因为后面的进步不属于科学的操作，而是其

身体，但这在事实上却没有实施。"@也就是说，而这还是远远

未能实现的理想。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用物与物的关系

史" (pre-hist。可)

正的人类

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导致一种假象，似乎科技进步就是人类

进步，甚至似乎"人类历史性的进步与人类穿越匀质的、空洞

的时闯的进程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本雅明认为这种观念

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于 19 世纪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庸俗化以后，进步的概念被推广到整个人

的进化行为，(自动)类的社会活动中，似乎进步走一种自然

而对这种观念的信仰则导

致投降、妥协和革命意志的消沉。

本雅明从神学总体的观念认为真正的解放只能在弥赛亚主

义的意义上才有可能。按照本雅明在《神学-政治断章》中的

并由此形成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说法，历史与弥赛亚时代是两个方向相反的箭头，世俗的历史

只是《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新天使"所看到的那股从天堂中

吹出来的风暴，它以进步的名义把堕落后的人类带向离天堂越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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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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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越远的去处，风暴所经之地留下的是一片废墟一一~现代性的

废墟，所以在本雅明看来，进步的概念在历史的线性进程中使

用是一种误用因为无论用什么运动，历史都无法达到一个

不在自己范周内的目标"。@实现解放的第一步是打断这种"事

情没完没了发生"的盲目进程，实施"弥赛亚式的截止"。因

此，在历史中，真正的进步观念首先是一种批判的意识，其批

判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使现实的扭曲和贫乏更加暴露无遗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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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差性。至于线性进步的概念则应该被放在灾难的概念之

列，因为"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的发生，这本身就是灾难"，@

这意味着无法打断历史的连续性、使革命发生、带来对现状的

飞跃性跨越，这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正是"新天使即任

何有时代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

"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

无法把它们收拢。大风势不可挡，推着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

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堆废墟直堆向天空。 这大风是我们称之

为进步的力量。"@而这不仅是灾难，甚至就是地狱，

就是事态的自我演化非人所能控制。所以本雅明如此界定"最

根本的历史概念灾难一一丧失了

因为土也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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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一一现状牢不可破;

命步骤。"@

革命的哲学版本就是"爆破即拆解历史被物化和神化

的虚假连续性和史诗性，把本原作为一个羊子从这种空洞的连

(革命的)机会;危机时

(真正的)进步一一所采取的第一个革

这种"爆破"的方法就是本雅明所理解出来，续体中"爆破"

这是"唯物主义的解构的一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f!r对"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冲动是"对危险聚合的反应

的发生"这一牢不可破的现状的批判与否定，另一方面，是一

所借助的是"世俗启迪"的感种建构本原意象的迫切需要，

悟，其结果必然产生激发革命意识的"辩证意象" (或"形象

化辩证法")。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版本的"单子论它出现在

辩证两极张力最大时。"@这两极也就是历史与救赎，

并置在一种蒙太奇中形成巨大的昭示意义时真理被时间装

满到要炸开的程度，这个崩裂点不是别的，正是主体之死，这

与真正的历史时间正相吻合。"@此时必然产生总体的意象。

如果说本雅明在单子论阶段，思想还仅仅满足于在辩证的

意象中把对象整合在一个本质的总体中而进行反思，在后期的

当两者的



历史唯物主义思维中，思想在此驻足则不仅仅只是为了得到一

种充满乌托邦理想的陶醉，同时意味着下一步便是行动的问

题，这时他所认识到的是对于唯物主义史学家来说，每个

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都是他真正关注的时代的史前史。"@因此

史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实现"。所以他赞同科尔什对黑格尔的

改造科尔什对黑格尔的‘三件套'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

造，黑格尔的‘矛盾'被阶级斗争所替代 '4制正否定'被无

产阶级所替代，‘合题'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替代"。@

在这种独特的语境中，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革， 而是

"革命阶级在行动时的特征是这

样一种意识，即认识到他们行将让连续统一的历史进程土崩瓦

解。咱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约书亚的姿态是将"定格的

辩证法"付诸于行动，革命"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历史的

急刹车"，@革命者是"众多的现代约书亚， /仿佛被时间所激

怒，站在钟楼下， /向日磊射击，来使白昼停步。"@伟大的革

命运要遏制历史的自然轮回、因采报应、等价交换的命运，打

被注入了弥赛亚主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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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一种新的日

而能否革命全取决于如何看待历史，如采按照资产阶级史

学"事实求实"的观点来理解，历史便是一个已经被物化的

"从前有一次……本雅明把这贬低为"历史主义窑子里的妓

女认为历史主义者或任何信仰进步的概念、与现实认同而

无法行动的人都是被她"折腾得精损神耗"的人，而"历史唯

物主义者不会着迷于她的色相。他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力量，始

终精力十足，足以承担爆破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任务。"@也

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并不被历史的既成性所束缚，对

他们来说"从前"不是"有一次而是有"许多次每次都

是对本原的记忆。在 30 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一苏德签

破"事'请就这样没完没了发生"的持续性，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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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互不进犯条约，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社会持续进步的进

化论观念麻痹着人们的斗志、新左派运动失败一一一，

d磊~34 

这样一种

t记己忆的政治所回忆的是那些试试.图冲破资产阶级统治的"许多

次

指明其意义在于救赎卢@因此都是"辨识性的当下" ( "永恒的

即辩证意象闪现出来的那一刻@。本雅明所要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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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正是建构在这充满

当下的时间里，这是一种用"磨碗锐利的理性的刀斧清理出来

的迄今为止满是虚幻的假象的场地"，@而回忆本身则是向着本

本质历史不是建立在空洞的时间连续体中，

1系的"跳跃" (飞跃)， "这个跳跃……是一种辩证的跳跃，这

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⑩也就是说，本雅明所要建构的本

质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历史是同构的，都是要推翻现存统

向着总体的最终目标迈进。
、，

P言，

激活上i主记忆的不是作为胜利者的"劫后史"的"史诗

"历史知识的的人(阿多诺语)而是那些为文明"付账"

即卢卡奇所理解的 (无产阶级的) "阶级意识掌握历史知

识的不是别人，而是奋斗着的被压迫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这

一阶级似乎是最后一个被奴役的阶级，它是以历代被蹂躏者的

名义完成解放任务的复仇者。"⑩在本雅明看来， 这些"被奴役

而不是获得解放的后代子孙的形象"⑩才代表

着历史的终结和弥赛亚时代或救赎的辩证统一趋势。然而德国

的先辈的形象，

社会民主党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中打着抽象的人类不断进步与

麻痹他们的斗争意不断模糊工人阶级的仇恨，解放的旗号，

志，本雅明认为这种虚假意识形态成为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麻醉

正是这种虚假意识形态造就了一个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

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使得没有可能超越现状。因此本

雅明认为清醒是革命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从这种意义上再次

改造黑格尔的"三件套醒来是以梦为正题， 意识为反题的

剂。



合题吗?如采走，那么醒来正对应于‘辩识性的当下'时刻，

在这一刻，事物带上了它们真正的超现实主义的面貌{咐即只

有在这种意义上的清醒时刻，事物才以辩证的蒙太奇意象或理

"世俗的启迪"在这里哲学家与历史唯物

主义史学家承担着同样的任务，即"释梦者的任务某一时

刻的过去性总是‘一直就那样的事物\……它只在极其特定

念的星座形式产生

即人类擦亮眼睛突然认出如此这般的梦幻

意象的时代，正是在这一刻，历史学家才担当起了释梦者的任

务"。⑩"辛辛梦者的任务"其实也就是批判或解构或革命的具体

的时代才进入视野，

任务。

就是因为本雅明所要回归的那个存这一任务之所以必要，

"非存

前者在

因此是被囚采轮回和等

更超越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的

它不是自在的身体、也不是物自休，

后者只有自然生命、

在是一个既超越尼采，

在也就是说，

他看来只是尸体，

价交换的命运魔法所笼罩的存在。这两者的悖论都在于，在一

决定了它们都不可能是它们个异化的社会，它们的

自己，而只能是作为他者载体而存在 (being for other ), "因为

物失去了实用价值，它们在异化中被掏空了，作为符号，

"自在性"

它们

主体通过赋予它们欲望和恐惧的主观意思而控制它

后者

吸纳意义c

们，因为死，物(本身无意义之物)

把自己呈现为原初和永恒。"⑩因而静态的复归只是对现实的肯

可用来表征主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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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实际上是对回归的拒绝。本雅明所要回归的"非存

在"就在于它没有这样的"自在性"或"现实性

"不在场"的存在，一种否定的差异力量，然而，正因为如此，

它才是白为的存在 (being for itself) ，即它抗拒历史潮流的侵

蚀，在历史的生成变化中结晶为一个羊子，并对"自在的"存

在进行救赎，把它们的自然历史纳入本质历史的"远景意

象"一一辩证意象"中来。

它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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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本雅明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是对醒来那一刻

的构型，既不是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也不是现象学的意

图，而是以解构为前提的建构。如果说在这种种学与马克思主

义相结合的论述中还有形而上学色彩，那也已经不是局限在

"私自领域"中的纯粹思辩或玄想，而是进入了形象领域的

"后形而上学

传统而采取的一 J次欠反叛性质的哲学行动 O 最后，借用本雅明自

己的总结来归纳他独具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重申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1.一个历史研究对象是认识所要拯救的东

西。 2. 历史解体为形象而不是故事。 3. 只要有一个辩证过程，

我们所处理的就是一个羊子。 4. 对历史的表征与对进步观念

的内在批判携手并行。 5. 历史唯物主义的程序是建立在经验、

常识、清醒和辩证法的基础上的。"⑩

七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形象化的哲学，其可交流性只是本

雅明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不了解其语言论、理念论、实践论，

尤其是不了解其卡已拉哲学思维模式的人，这是不可能达到

的，所以毫不奇怪，他在《历史哲学论纲》的第一节中用一个

神学小罗锅操纵历史唯物主义的小木偶的形象来比喻他的哲

学，在 {N: 知识论/进步论》中用吸墨纸和墨水的关系来比

喻唯物主义和神学在他的哲学中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有一点

是再清楚不过了:形象化辩证法彻底瓦解了资产阶级史诗性历

史的内在连贯性，在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结构上凿出了许许多

多可实施批判的立足点。



由于他思想独到、风格晦涩、拒绝体系，使4旦元，1:仓女口f可，

虽然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法兰克得他，在生前并没有多少读者:

但在他的有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哲学思辩框架一一否定辩证法，

他所提交

的谋职论文，著名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被两个系同时拒绝，

拒绝他的人中就包括后来为批判理论提出最初宗旨的霍克海

生之年他却没有机会在法兰克福大学谋得一个教职，

默。所以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本雅明的声望不是在生前，

而是在死后，@尤其是在他辞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这是因为，

当世界沉浸在工业与科技文明的辉煌成就中，津津乐道进步、

自由时，却发现其实野蛮与压制仍然以各种更令发展、民主、

以人和技术对自然环境的掠夺人麻痹的意识形态形式存在着，

文化、话语的霸权以各种经济、政治、军事、式开发存在着，

以白人中心主义对他者文化的歧视和偏见存在方式存在着，

以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以同化和统治的野心存在着，

垃圾输出、军事打击、

肴，

经济制裁和文化入侵的方式

存在着，总之以各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和社会人文状况衰败的巨

大反差形式存在着、以全球化竞争中的"公正"的游戏规则的

资源、掠夺、

方式存在肴。这时，再来读本雅明的哲学寓言，人们才从这个

已黎 19 世纪，拱廊街中悲观而孤独的"倘样者"身上看到一个

伟大先哲的深邃和洞见，而他把共产主义政治作为一种的激进

批判立场，在对现状采取大拒绝的同时，执著于人类社会的最

终回归和救赎的思想路线，则使他在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今

天成为解构和建构哲学的共同话题，他提供了理解文化批判理
信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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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更大的关联空间，而他作为先哲的价值，其思想的地形图

也在这种关联中更显清晰。

本雅明的思想洞见就在于，他自现代性进程刚刚起步那天

起就已看到纯粹技术操作的盲目性以及这种盲目所带来的灾

难，对进步观念的批判和对价值意义的呼唤构成了他整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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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想的内在动力 3 他给世人留下的理论遗嘱一一一《历史哲

学论纲，;中那幅"新天使"的隐喻似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越

发耐人寻味:

克利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表现一个仿佛要从

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

膀.张着嘴，目光凝视C 历史天使就可以描绘成这个

才羊子 3 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

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

的废墟堆到 l目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到他的脚

下 c 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碎片，但一阵

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它的翅膀上，他再

也无法把它们合龙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

他背朝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断壁残垣则拔地

而起，挺立参天。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

量。@

本雅明体现了一种悖论式的思想风格，这是一种绝望的希

望，一种悲观的革命主义，在他的悲观中所表现的不是被动，

而是对行动、对主动出去、对革命的声嘶力竭的呼唤。本雅明

辞世 20 多年以后，当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统治似乎发展成为

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i洼的单向度的社会时，马尔库塞正是从

本雅明式的绝望中看到希望所在，他在《单向度的人》中用最

后的结束语说批判理论既不提供希望，也不展示成功，而

是始终如一地否定。因此它要始终忠实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

已经和正在为大拒绝贡献终生的人们。在法西斯主义初露端倪

的时代，本雅明就写道: ‘正因为那些不抱有任何希望的人，

才有希望存在，，，。⑩因为只有激进的否定才能振聋发较，打破



定势，激发批判意识，带来超越的希望 O

这种绝望和希望的悖论，正是解构与建构双向运作的机

制，本雅明式的绝望是一种摧枯拉朽的解构，而他的建构则是

一种信念，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信

念。对于批判理论阵营中的思想家们来说，这是一个在历史地

平线的终极视阅处永不消失的"幽灵它使他们保持思想的

活力，履行哲学的义务，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归， l!r 
以改变世界，而不是描绘世界为己任。实际上，在批评理论家

们看来，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描绘世界是思想的病态和理性的异

化。因此本雅明所接续的并由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所发扬

光大的正是马克思所开启的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

义发展新阶段的理论介入。虽然正如马尔库塞所承认的，历史

两极的最终汇合目前也许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乌托邦的理

想，但是它提供了文化批判与解构的最终归属，因为正如霍克

海默在《批判理论》中所说思想并没有编造这种可能性，

不如说它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正当功能。"⑩这正是批判理论超越

传统理论和启蒙理性的认识飞跃，这种飞跃就在于"批判理论

得自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历史分析，尤其是得自将满足整个共

同体需要的合理社会组织的观念。这是内在于劳动之中但又没

有被个人和一般精神正确把握的道理。"⑩也就是说，尽管这个

道理内在于卢卡奇所界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元，产阶级阶级意

识中，但是在现代资产阶级技术理性统领的意识形态作用下，

思想趋用于实证，批判的功能在退化，哲学的义务被忘却。因

此本雅明的否定神学，并由此所启发的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大拒绝，目的会在于恢复思

想的批判能力，为走向完善的人类生存状态摇旗呐喊。他们的

共识是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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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⑩但是"必须在炸药包爆炸之前切断燃烧的导线。"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辩证的把握、双向的关怀在今天

已经不仅仅是各种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许家的理论导向，

也是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以不同姿态所采取的批判立场的

论
瓦
尔
特
·
不
挂
明 内在含义。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写于 1993 年的《马

克思主义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也终于

在对这个话题沉默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自己的立场，在德里达看

来，尽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秩序宣布马克思主义的结束，但

是无论这个新秩序进步发展到何处，都时刻受到这个徘徊的幽

《哈姆雷特》中的亡灵，是一种权威

和正统，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

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马克

思主义作为经典的批判哲学，作为揭示了人类历史走向的宏大

这个幽灵如同灵的制约，

永远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对其盲目发展的遏蓝图，

用更加人道与合理的社会模式取而

正如德里达所说，无论我们如何看

制，并寻求最终对之扬弃，

代之，作为人文知识分子，

待它，我们都是它的秉嗣O 而瓦尔特·本雅明以他的生命为代

价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2(股年 11 月于武昌桂子山

向本雅明致敬!

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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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这种总体的概念更加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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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满足于在历史的不同时间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但是任何事情都并不是

仅仅因为构成原因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可以这样说，这一时间是在事

后、跨越了与它相距千百年的诸多事件之后才具有了历史的意义的。一

个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便不再把一系列的事件当做成串的念珠去

讲述，相反，他把握的是他自己的时代和一个明确的、早先的时代所形

成的结合体。这样，他所建立的关于现在的概念是→个把现在看做浸透

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的当下。门 llluminω脚， p.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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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邸， p. 257) 

@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则给予了更充分的描述历史主义导致

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史学与它在方法上有着鲜明的区别，一般历史没有

理论武器，其方法只是简单累计;它收集一堆资料，填注到同质的、空

洞的时间中。而唯物主义史学则以建构(构型)为原则。思维不仅包括

思想的流动，而且也包括它的停顿。每当思维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构型中

突然停止，它就会给这构型一个震荡(顿悟)，借此，构型就会结晶为

一个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把一个历史问题当做单子时才去研究

它。他从这一结构中看到了对事件的弥赛亚式的遏止的迹象一一换句话

说，他看到了为受压迫的过去而斗争的革命的机会。他对之加以识别，

是为了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一一即把

一个具体的生命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把一部具体的作品从毕生的作

品中爆破出来，这一方法的结果是，毕生的作品既被保存在这一部作品

中，又被扬弃，一个时代则既被保存在毕生的作品中，同时又被扬弃。

站在历史的高度而理解的东西是富有营养的果实，把时间作为宝贵但淡

然无昧的种子包藏在其中。.. (llluminotio邸， pp. 刷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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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一次'式经典历史叙事中的巨大的历史能量，一一方法是分解原

子。那种所谓如实展示事实的历史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麻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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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视角与差异问题:对瓦尔

特·本雅明的语言论的思考

土
皇
视
角
与
差
异
问
题

鲁道夫·盖希

由本雅明的著作所掀起的批评史是一部记录了许多友情的

故事。无论是将他与黑格尔的思想相关联，还是与犹太教启示

录神学相提并论，抑或与浪漫主义语言哲学相关联，与历史唯

物主义相结合，甚或与路德教神学相关联，批评家们的酋要目

的都是试图为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挪用本雅明的思想，①然而，

众所周知，本雅明并不容易亲近，一个像他一样矜持的人，怎

么可能持所有那些观点?或如同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批评家

们所指出的本雅明的各种哲学情素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

个复杂的思想家的理解，如果本雅明真如格雄·朔勒姆所一再

坚持的那样的确是一个哲学家一一一个玄学家一一那么在原则

上就应该有可能在哲学思想史上给他的著作一个确切的地

位，②但是对于朔勒姆将本雅明描绘为一个哲学家(并因此可

能确定他的从属关系)这点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吗?人们应该

如何解释在本雅明的著述中几乎缺少通常与哲学工程相关联的

一切:具有一贯性的概念体系、规范化的立论原则以及对传统

哲学议题的涉入?有鉴于此，贝尔恩德·维特令人信服地指出，

本雅明根本不是哲学家。③本雅明的著述完全漠视任何形式的

3 d磊 dω响M产物后移幽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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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论证的一贯性，且至少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具有精英主

义和即使算不上个人独特但至少也是只有内行才理解的本质特

征一-一维特迄今为止是惟一一个系统研究过这一面的人一一，

所有这一切都与哲学对阐述论点时须清晰系统这一要求相背

离。此外，维特所说的本雅明的专制的、过度膨胀的主观主义

顽固地抗拒哲学对普遍性的要求。从这点来看，完全没有可能

将本雅明与任何具有他的时代特征的哲学潮流相关联，然而他

叉的确与哲学有关联，在他的求职论文彻底失败之前，他甚至

动过念头想在大学做哲学老师。此外，在那之前，他的大多数

著作都具有明显的哲学动机。鉴于这样一种悖论似的情形，与

其在朔勒姆和维特关于本雅明问题的立场之间进行选择，不如

首先探索本雅明与广义的哲学的关系。也许合适的做法是首先

研究本雅明对哲学的重视以及如此评价的方式，而不是试图去

多发现一个哲学上的受惠者以便把这个作者与一种已经建立起

来的哲学思想品牌相关联，因此我将考察本雅明的那些通常被

说成形而上学或历史哲学类的著作:总之即那些写于 1915-

1926 年间的作品。由于在这段时间里，本雅明的思想正处于

日臻成熟的过程中，因此很难把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

究，然而很多具有哲学意味的主题构成了这一阶段他的著述的

特征，清楚地证明了他坚持不懈的哲学关怀。本雅明本人在写

给朔勒姆的信中也暗示了这种观点和情趣上的连续性，他说:

《德国悲剧的起源》的"认识论一批判序言"不仅取代了他早

期的《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而且将其原本的意义表达得

更清楚了。@

在着手从细节上更进一步分析这些坚持不懈的主题之前，

我想强调的是，尽管本雅明的著作常常极其艰深、独特，但是

就所提到的这段时间中的论文和更大部头的著作来说，也显现

出了相当程度的哲学精到。然而这种精妙却不在于技术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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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是它不仅涉及最基本的哲学特性，而更重要的是，涉及

了哲学特性所首先制造的差异。我的论点是，当本雅明涉及哲

学问题时，他所主要考虑的就是哲学所制造的这种差异。《命

运与个'性》就是如此。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建立

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水火不相容性一一"有个性之处就将肯定没

有命运，在命运的酒围内，就找不到个性一一本雅明表明自

己完全意识到了这种操作的哲学意义。⑤他解释道，命运是一

种连续 (zωamrne础。咱) ;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意义的节

点在此，人的自然生活毫无区别地"如同对应于星座一样

对应于纸牌"以使用缠绕在一起的线绳( Verlættung ) 织成一张

网，在这个网中，差异的可能性被彻底消解了( Reflectio邸，

pp. 305 , 308)。这种在罗网→般的内在关联中的元差异"对应

于生存的自然状态或换言之，对应于"人类存在的魔鬼阶

段" (R，协ctio邸， pp. 307 , 308)。无论什么样的网，因为它们

使差异无法产生，在本质上就是神话性质的。在论歌德的《亲

和力》一文中，本雅明注意到，如果没有差异，一切存在均屈

服于自然的力量，且这种概念→旦摆脱了疆界限制便极度蔓

延。没有一个权威的原则或极限神话的生活……就会使自

己变成生存领域中惟一的权威。"⑤按照惯例，个性可被理解为

"一个网，可由知识任意抽缩成一团由更密更紧的连结所构成

的榈密纤维，直至一-块网样的东西紧缩成一块布然后，正

如本雅明所说，它就稀里糊揉地与命运关联在一起了 (Re，庐b

tio邸， p. 3(9)。把个性变成为一团纠缠不开的织物的一种功能

就是使之有种神话的演然，而这早已是命运的特征。对于本雅

明来说，个'性如果要与命运截然划清界限，就不能由一块密织

布料般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界定，而是正相反，应完全由个性气

质来界定，借此，才能打开命运之结。如果以"其独特气质的

光芒"来突出个性，个性就会与命运编织物的内在缠绕截然相

5 场 dω伽侈卢惚码移幽仰



反，就会(以其所有的形式)获得"解放" (R，与flections ， p. 

31 1)。在本雅明的全部著述中他对悲剧英雄的重视是以同样的

原则为基础的。这个英雄高傲地认识到他远远优于他被迫与之

拴在一起的神丰氏，通过这种认识他教唆一种能够动摇神话的差

异，借此他从所谓的"罪过的迷雾"中走出来，或换言之，从

神话和自然的内在纠缠的领域中走出来。借助这种打开眼界

的、能看到人与神抵特征的洞见，就制造了→种可用来限定神

话与自然的疆界的差异。所以，本雅明会认为，悲剧英雄就是

哲学家的原型，他以更开阔的视野使自己卓越不群，在这个行

动中他驱散了自然与神话的默然。卓越与差异根植于划界这一

行为中，借此，神话的交织在一种激进的异质性←→真理一一

的名义下被拆解。本雅明在其歌德论中写到真正的艺术、

真正的哲学一一与非本真、法术阶段的艺术正相反一一一随着神

话的结束而始于希腊，因为两者都同样、毫无差异地以真理为

~~ Jø?ØJ-a二 d~伽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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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我将说明差异的概念一一即不断打破神话链条之延

续的差异概念一一自始至终都是本雅明的思想所关注的。而在

分析这一独特的哲学主题时一-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哲学才

得以问世一一，我还会从本雅明所采用的真理的视角来思考哲

学的种种局限。首先，我得强调:悲剧英雄借以超越了罪恶的

神话交织的行动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抽象活动。他所开创的差

异、他所划定的界限都远远不只是纯粹认知、思考或冥想的结

果，而是一种自傲的反思，最终结果是让他自信地意识到他自

己优于他的神抵。悲剧英雄引人世界的差异根植于反叛行为，

而这是一种务实的认知行为。他成就差异的方式不是哲学的抽

象与还原，而是摧毁编织神话网罗的千丝万缕，猛烈地打破纯

粹表象领域的神话之网 O 总之，差异是基于如反叛一样具体的

行为上，一种本雅明后来称之为"破坏者人格" (ηle De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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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Character) 所表现的狂暴的耗光 ( Az如hw啄)或燃尽 O 于

是，这种差异就不单属哲学植畴了。正如悲剧英雄的傲慢行为

所表现的，它也具有艺术与宗教的性质。

为 r更清楚地表明本雅明对哲学差异的阐述，我将大致考

察他的《论本体语言与人的语言》、《翻译者的任务》以及《认

识论一批判序言》的有关方面。首先有必要强调的是，本雅明

在《论本体语言与人的语言》中的论述与任何对这一议题的传

统讨论方式都截然不同。始终贯穿于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本雅明

著述的时期里，他为未来哲学所构建的导航科学就是一门语言

论。他对语言的所有阐述都具有双重动向，它们既要解除对语

言的工具主义理解一-即他所说的资产阶级的语言论一-也要

瓦解一种把词视作物之本质的语言论，或简单地说，即他所说

的神秘主义语言论 ( Rejlectio邸， pp. 318 , 324) 。大致说来，

本雅明把他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研究与柏拉图的《克提拉斯篇》

中的两种语言观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与两种迄今为止作为所有

语言哲学特点的语言论相对立。批评家们，诸如温弗里德·门

宁豪斯，认为，由于坚持语言的使用功能无关紧要，并由于研

究语言的非指涉功能，本雅明成了一个结构主义还未问世时代

的结构主义者。⑦相比之下，里查德·沃林认为本雅明对语言接

受和认知方面的评价是由于"一个经久不衰的卡巴拉主义语言

观，视语言为现实的神'性内容"。⑧正如我将要说的，本雅明的

语言论既不是建立在对语言再现结构的洞见上，也不是建立在

对一种可界定的神4性语言内容的假设上。本雅明把这两种选择

都弃置身后。

本雅明坚持认为，任何语言都首先传达一种精神意义

(geistige Inhalte)。但是语言并不是作为这种内容的代理人来对

其加以传达，而是这种内容以一种非中介的形式在 (in) 语言

介质中，而不是用 ( through) 语言，而得以传达。尽管这种内

7 ~rd;;ω彻移产销必移 M何具



容在语言中得以传达，它却并不与它借以表达的语言媒体相吻

合，它与媒体是极其不同的。本雅明指出精神实体与精神

实体借以传达的语言实体之间的区别是任何语言理论的第一

步" (Rejlectio邸， p. 315)。那么语言具体要传达的对象是什么?

本雅明写道作为传达，语言传达一个精神实体，即，可传

达之物 (eine Mitteilbarkeit schlechthin)" ( R，矿lections ， p. 320 )。

精神内容与精神内容借以传达的语言实体的差异因此就在于传

达性本身。作为语言本身，即作为表意媒介，语言传达可传达

性，这是语言的首要内容，而对于本雅明来说，是一门语言哲

学理论的真正和惟一的研究对象。然而除了德里达简略地提到

了本雅明著作中的传达性问题以外，还没有一个著名的本雅明

批评家愿意就这个颇具魅力的观念做些阐明。⑤在没有得到澄

清的情况下，本雅明的语言论必然一直晦涩难懂，本雅明在翻

译论中通篇所说的可译性概念也同样如此，据我所知，迄今为

rd.ëe Je/Ù>> 场。台ω彻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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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这还未引起本雅明研究者的注意。

首先，我们可以将可传达性简单理解为传达的可能性(或

条件) ，然而因为本雅明又指出"语言……没有言说者可传

达性不是用语言而是在语言中得以传达，显然可传达性不是康

德的形式可能性条件 (R，φctions ， p . 316) ，其特征不是主观

的。因此如果可传达性真的可以与传统的可能性概念相关联，

它大约是语言中力量的真正可能性。正如我们至此之后将要看

到的，它的确是作为语言之语言的一个客观特性。但是与其考

察可译性的地位，不如让我们先回到《论本体语言》来澄清这

个概念的意思。

本雅明在确定了以语言自我传达的精神存在在外表上与它

借以自我传达的语言存在并不等同以后，随即评价道精神

(geistige Wesen) 与语言存在的等同是仅就其传达( mitteibar ) 

能力而言。精神实体中可传达的内容也就是它的语言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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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传达的内容也就是具有语言性的那部分精神存在，这

一部分以一种非中介(直接)的形式在精神存在的传达中得以

表达，这种说法的含义是，被传达的内容首先是其语言本身，

语言 (Sprache) 从严格的词义上在此被理解为完全与作为行为

的语言相关联，因此，可传达的(内容)本身就是语言的语

言，或可传达性，这就是直截了当(缸'exQ.蜘n) 在语言中的

精神内容。当本雅明写下对‘语言传达什.么'这一问题的

回答因此就是，‘一切语言都传达自身他并没有推翻前面

关于作为语言存在的语言和作为语言它所表达的内容是不同的

这一论断。本身，的确指出了一种"实在与传达得以发生

的具体语言不相同。这个实在就是语言之传达本身，是这样一

种行为和事实，即它言说。除了《克提拉斯篇》所提供的两种

选择，即将词要么理解为指涉与自身不同的物的手段，要么理

解为直接表达物本身的实质，可传达性指的是以词的方式存在

的言语行为。这种可传达性，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语言的

传达行为，对于本雅明来说是一切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它就

是传达。

至此，我所说的传达性即语言论的独特对象也许昕上去琐

碎不堪。但是当进一步考察时，这个印象就会消解，传达性的

微不足道就会自我显现为等同于那些伟大的哲学所关注的基本

问题。尽管可传达性看上去如同一种哲学的可能性条件，但它

指涉的仅仅是语言的传达行为本身，但是为什么本雅明还是从

可能性的角度来阐述语言的传达行为本身呢?为了从一开始就

暗示可传达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范畴，在《论本体语言》

的开头，本雅明就提出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东西不是在表达

中传达其精神本性" (战命'Ctio邸， p. 314) ，一门以可传达性为

独特对象的语言论的确如他所声称的与宗教哲学密切相关"

( Re.flectio邸， p. 320) ，被理解为语言即传达的传达本身，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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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性体现在物上则是"上帝的创始语言的残留物" ( Re.flec

tio时. p. 331).因此它所朝向的视野终极是这一神性摞头。

可传达性不是一个可能性的范畴，而是由物意欲与道 (Won:l)

中万物之创造本原相结合的渴望所构成。在语言中，在其表达

的字面意义上，物所传达的是:它们的本原是神性的。这个本

原表明它们处在一个想要传达、渴望被昕到、渴望被救赎的过

程中。那么正是这点使得我们可能理解可传达性的具体性。这

标志着它所制造的差异可以言说一---种表明任何创造物的真

理性都在于其神性之道的差异。但是这种渴望，这种在语言中

的意愿并不是主观的。并不是所有的物都渴望被倾听，而只是

它们身上精神的、已经是语言的那部分一一创始之道的残留

物-一-才具有这种渴望。因此，可传达性是→个客观的(形而

上学的)范畴，它指涉由表达或语言所制造的差异，其所达到

的程度使得作为表达或语言，它全靠自己而传达它的差异。但

是语言制造这样的差异全靠使自己与其他形成鲜明对立。因

此，可传达性意味着脱离或分裂。仅就它是那种与既定状况逆

向的潮流的一部分而言，它代表着一种倾向或意愿。这种既定

状况就是世界表象(Schein) 的状况。对于本雅明来说，语言

的深度特征就在于与那个领域逆向的倾向，因而就制造了差

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可传达性这个制造差异的功能，并因此而

更好的理解这个范畴本身的地位，现在再来看《翻译者的任

务》。开宗明义，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本雅明在这篇论文中制

定的翻译法则具有与我们已经看到的、决定着语言表达功能的

法则所具有的同样的客观性。

正如可传达性所表明的，语言渴望被听到它独立于语言的

任何象征和实用功能，它在表达传达本身，同样，可译性，作

为艺术作品的一个客观范畴，指向原作以外。可译性并不追求

d磊功倒很花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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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作的完成，而是指出艺术作品在原作以外追寻一种完满。

可译性作为艺术作品中的一种召唤，召唤将作品从其自身中解

放出来。本雅明评论道任何翻译，无论译得多么好，对原

作都毫无意义"。⑩相反，一部译作意味着置换甚至忽略原作的

意思，这点我们马上将会看到。翻译的客观可能性，这也是呼

唤翻译的-种可能性，因此可以被最恰当地描绘为艺术作品的

内在局限，或者简言之，可被描绘为一种在艺术作品之内指向

其自身之外的一种结构特征。可译性是艺术借以超越自我、超

越自我的语言羁绊的手段。它可算是一个差异的操作者，而不

是通常所说的一种本质。

在本雅明看来，艺术作品的语言与普通语言的不同在于它

不再是指涉和主观意愿的。正如本雅明对意愿性的强烈批评所

揭示的，对于他来说，意愿属于表面和现象的世界。⑩它们是

使语言与事物的外表系在一起的自然和主观目的的功能，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普通语言完全是自然语言，因为它被神话的交

织所制约。虽然艺术语言与语言的这些自然、因此就是神话的

特征相决裂，但是艺术并没有因此而超越语言中所有的神话交

织，其语言特征仍然是一种与内容和自身的自然关系，本雅明

将这种关系描绘为在原作中形成了-种统→，就像水果与

果皮" (llluminatio邸， p. 75)。本雅明让我们记住个诗人

的努力，其目标必然"主要并直接指向具体的语言语境的方面

(sprachliche Gehaltszusammenhange. ) "。所以文学作品或诗歌还

是在"语言森林的中心 (innerer Be咆wald der Sprachel)" 

minatio邸， p. 76) 。正如《起源)) (或歌德论)中同样的意象所

显示的，每当本雅明提到象征的"长满树木的内部一这大

概指的是波德莱尔的诗《呼应》时，语言森林的意象都是用来

强调文学作品的象征一面，这也就是说，强调它是由建立在符

号与内容基础上的自然统一所构成( Origin , p . 165 )。那么可

( ll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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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性在艺术作品中代表着克服这种仍然根植于神话语言关系中

的自然统→性的客观需求。可译性，在艺术作品中，就是冲破

象征关系的迷雾的渴望，正是这种关系把它构成了一个神话的

罗网一一或简言之，构成了一个文本。如果翻译想要取得成

功，它的确必须达到这一目的。正如本雅明在强调直译或逐字

对译时清楚表明的那样，一部满足艺术作品对翻译的要求的译

作，不仅放弃内容和意思，它同时也破坏原作的指涉和意义传

达结构，相比之下，原作的语言破坏语言被经验意愿所牵制的

d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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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翻译则破坏艺术作品"与根与枝" (mit Stumpf und Stiel) 

( llluminatio时， p. 75) 的纯天然的语言联盟。它"从外部面对

森林茂密的山梁 ( Illuminatio邸， p. 76) ，本雅明这样说道。

因为翻译的语言瓦解了语言传达意义的功能和结构，并因此而

瓦解了一切纯天然的语言关系，那么翻译的语言与内容的关系

是断裂的(Geb眈henheit) (Illuminatio邸， p. 75) ，其特征是打

破了天然或象征的关系，或参照本雅明的另→个意象来说，其

特征是一种矛盾的关系。的确相比之下，内容和语言在原

作中形成了某种统一，如同果与果皮，而翻译的语言在包裹其

内容时则如同一件打了许多裙子的皇袍，因为它预示着一种比

自身更显赫的语言，因此与其内容始终不配，而是高高在上和

完全异类的。"正如皇袍，翻译中的语言代表的是语言权力，

实在的语言，独立于它可能传达的一切内容，独立于使这种传

达成为可能的各种结构。

在艺术作品中，可译性就是这样一种结构，它与本身纯天

然的语言统一性和网状特'性方向相反，而指向语言本身。在艺

术作品的语言以内，它是那超越自身的象征语言以及这种语言

的羁绊而指向"完整的本体语言"的结构，这种结构按照德文

文本的话来说就是 "lntention auf Sprache als solche" 。意图(in

tention) 在此被以一种绝对非主观、非经验的方式来理解。这



个结构内在于原作的语言@它要求脱离原作的语言而趋向纯

语言一一超越实用和象征功能，超越言外意义的负担以及这种

意义得以建立的结构，也就是说，趋向语言作为语言'所制造的

差异。由于这个结构，艺术作品使自己超越了文本的、网状

的、因此是神话的交织而传达内在于此的内容，语言在言说，

或者说，在这种语言之内，一种差异被释放出来。

鉴于这种趋向(Richtung) ，一种翻译被艺术作品原作所召

唤并不是为了作品本身，而是为了纯语言或神性语言的利益。

可译性所制造的差异是这样一种差异，它是由这种客观意愿所

决定，这种意愿所向往的是本雅明所说的作品的"死后灵魂的

生活" (afterlife) ，或，简言之，是完全在自然生活及其羁绊的

彼岸的事物。

然而，这种艺术对翻译的要求所意欲达到的、非现象的和

纯粹的语言状态究竟代表什么?其最终与原作的关系是什么?

本雅明写道翻译最终服务于表达不同语言之间重要的相互

关系的目的" (lllumination.s, p . 72 )。他继续说各种语言之

间并不是互相陌生的，而是先验地、并独立于一切历史关系

地、在它们意欲表达的内容上内在相联"。但是就词汇、句法、

结构来说，各种语言并不相同，它们也不是通过各自所传达的

具体内容而互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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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各种语言的一切超历史的亲缘关系是以作

为整体的每种语言最深层的意愿为基础的一一但这不

是每一种语言靠自身可达到的意愿，而是由它们意愿

之间的互补所构成的总体来实现的意愿:即纯语言。

相比之下，一切外语的个别成分一一如词汇、句子、

结构一一都是互不相容的，但是这些语言在意愿上却

是互补的 ( llluminatio时， p. 74) 。

13 áe rd:Jωφ仰产物蜘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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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在此作为"一种哲学语言的基本法则即所有个

别语言都渴望同一个事物 (eines und zw缸 dasse也剖，而确立的

内容，已经在早期的《论本体语言》中以可传达性的名义而作

为主题讨论过。后者规定，语言，作为语言，作为语言媒体，

它所传达的仅仅只是对自身传达行为的非中介(直接)的传

达。正如这种与媒介相关联的品质在前提中就假设了与语言的

工具功能的距离，语言趋向纯语言的意愿同样只有在语言被彻

底非自然化的前提下才能昭然若揭。这种对自然语言的非自然

化一一翻译的独特任务一一是由翻译来完成的，方法是，不注

重语言意欲的对象，而是注重其意愿的模式，或经院哲学家

(神学家)所说的 rrwdus 咆n~庐candi-一意义的模式或意愿 (Art

des Meinens) 0 @ 

借助在他自己的语言中找到那些超越了自身自然状况的、

趋向纯语言的倾向或意愿，翻译者"在语言中制造了原作的回

声" ( Illumìnatio邸. p. 73)。在这点上，他的事业就如同《论

本体语言》中所描绘的亚当的命名语言。正如本雅明在这篇论

文中所确立的，人之所以能够命名(确认)事物，全在于事物

将它们的表达、它们的语言存在传达给人。它们所表达的就是

它们的可传达性、它们的每一次独特的意欲传达的意愿:在人

对物注目(Anschauen) 并命名(确认)它们表达方式的独特

"细才它们的语言传递给人" (Illuminatio邸. p. 329)。可以

说，一个名称就是一个事物的意愿的专有名称，或指意模式。

换言之，如此这般地叫出事物每一次独特的意欲言说的模式之

名称，人通过命名语言而完成了作为传达行为的语言。名命名

了(确认了)语言的每次独特的传达模式、表达模式。于是本

雅明得以宣称名是"语言最内在的本性。命名就是借此它决不

传达在它以外的内容，在名中自身绝对地传达自我。在命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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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那个表达自我的精神实体就是语言。但凡表达中的精神存

在就是以绝对完整形式存在的语言自身，那么这里就只有名，

且只有名在此" (R，过flections ， p. 318)。因此他可以做出结论:

"我们可以称名为语言之语言(如果所属格指的是一种媒介的

关系而不是一种手段的关系)" (R，快'Ctions ， p. 319)。值得注

意的是，本雅明在《论本体语言》中又把人的命名语言一一既

是接受性的又是出白天然的一一叫做翻译:它是.. sprachemp

fangend" (语言接受) ，因为它倾听"物的语言它是独立的，

因为在命名中，它所命名的是作为语言的自身(战烈地ctio邸，

p. 325) 。总之，在翻译中正如在命名中，传达的意愿及其每

次具体的指意模式得以被命名，因此得以被提升到一种自治。

论翻译一文复制了这同样一种语言运动，一种命名语言渴

望传达的事物的运动，而传达的方式是使自己与语言的自然和

神话的品性区别开来。我巳说过，一个翻译，其着眼点在于原

作中趋向神性和制造差异的道 (Wo时)的意向(独立于作者的

内容) ，或更确切地说，着眼于作为语言的语言的整体模式。

它用自己的语言确立了与原作言说模式的呼应，方式是激活那

个用自己的语言与原作的自然状态相脱离的因素。因此，可以

说，翻译"指向本体语言"。用哲学的术语来说，翻译似乎是

建立在经院哲学家所说的第二意图( intentio seczu由)上的，

翻译一一命名也同样如此一一不把重点放在原作意图所意欲的

目标上，而是以认知来思考作为意欲本身的首要行为的理性实

体 (ens rationis) (actus intellectus reflectus , id est 甲oali甲id per 

reflexionem cogn阳imlι)。的确，在对事物自我表达的独特方

式命名时，物逐渐为人所知只有通过物的语言存在，他才

能从他自身获得关于物的知识一一以名的方式" (R，听ectio邸，

p. 319)。通过在原作中翻译趋向纯语言的意愿，这个意愿也

因此而被思考和揭示。在命名中和在翻译中，可传达性和可译

15 d后 dω伽移卢物瑞移幽但其



性一一-或那些语言中渴望从其自然和神话的交织以及网状品行

中解放出来的结构一一被认知性地占用。名称和翻译都思考差

异，思考那个在语言中允许语言克服其自身神话羁绊的差异。

以上对第二意愿这一哲学议题的指涉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哲

学问题，而是指哲学本身。哲学作为一种理性存在，它在一种

制造距离的行为中构造自我，它不同于直接、不同于存在，等

等，它所关注的是探索和评定它自身的差异，以便在自我奠定

基础的条件下获得自治。命名与翻译，由于它们以认知来思考

差异，因此它们大约可算是一种哲学。至少就翻译而言，本雅

明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关联，他写道:对纯语言或神性语言的

"预言和描述是哲学所能期待的惟一完善"。然而这种纯语言，

即真理的语言在翻译中却以浓缩的方式隐藏着"。因此翻译

不仅内在具有哲学性，而且" (甚至)有→种哲学天才，其特

征是对那种在翻译中显现自己的语言的渴望( Illumination.s , 

ndå! ,;enéð 必~伽电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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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7) 。

但是在这种诸如亚当式的命名行为中、在翻译中、在哲学

家的任务中对差异的认知性思考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的确，

对于本雅明来说，它并没有逃离全部的神话困境。首先，我想

说，翻译在原则上并不能够"有可能揭示或建立"艺术语言的

非自然倾向所意欲的纯语言( Rluminatio邸， p. 72) 0 尽管翻译

者的任务是由"将许多语言统一为一门真正的语言这一伟大主

题"所激励，他的意愿始终是"理念上的即，是由康德意

义上的这一理念所制约的(Rluminatio时， p. 77)。翻译所能希

望的一切仅仅是"以雏形或浓缩的形式对之加以表征

(da:r百tellen ， indem sie es keimhaft oder intensiv veIWÏeklicht)"。这

种表征的模式，一种"本质如此独特、以至于在非语言的领域

极少遇见的模式"一一附带说一句，这是一种缘出化学的模

式一一它只能允许各种语言之间隐秘的关系以"浓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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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预言的、秘密的一一形式来实现 ( llllUTÚnatio时， p. 72)0 翻

译所处的状况，即"它只是与语言的外语性相妥协的一个权宜

之计因为"一个即刻的、最终的、而不是临时和权宜的对

语言之外语性的解决方案还是人类所无法企及的也是亚当

的命名语言、同时也是哲学所处的状况 ( llllUTÚ/ULtio邸 p.

75) 。尽管在《论本体语言》中，人被表现为"语言的言说

者"飞，\，因为他"用名言说

存在这样-个事实，却没有为一个在命名中认识到本体语言的

人保证神性之道( Reflections , pp . 318一19)。能够回应物的语

言的亚当的命名语言尽管重要，但只是"那不间断的、贯穿整

个自然、从存在的最低形式、从人到上帝 ( R，件ctio邸，

p. 331)的传达之流中的一个片刻，哲学以及哲学关于差异的

思想也只是那个导向本雅明所说的与上苍相关的教义(Lehre)

或纯差异的天梯的一个梯级。⑩

正如本雅明所熟知的，物以其表达而向人传达自我，翻译

则清晰表达原作语言所暗示的不同语言之间隐秘的亲缘关系，

翻译借差异之名义建立了两个需要在更高领域找到最终落脚点

的领域之间的联合。然而无论不尽完善的语言被翻译成了多么

完善的语言这种翻译的客观性"只能"由上帝来衡量他

让我们记住这点(战命ct阳时， p. 325)。的确，正如本雅明在

《论本体语言》中所认为的，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事物，首先是

因为神圣的道创造了万物，作为残存物，万物因此而带有"认

知之名的种子" (R明ectio时， p. 325)。本雅明宣称如果人

的命名语言和万物的无名的语言不是统→于上帝，从上帝创造

万物的道中生发出来，在万物身上体现为神奇融洽中物的传

达，在人身上体现为心满意足中知识和名的语言，那么人类命

名万物的任务就是无法(解决)解释的 ( Reflectio邸，

p. 325)。这点体现了本雅明细致的哲学敏感性。命名和翻译

17 场~卢'即蜘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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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可能，其先决条件必须是"创始之道与上帝的认知之名

的同一性"。因此神圣之道，其既创造又认知之间的同一性

一一终极的融合一一是一切表达、命名、或翻译之可能性的先

决条件。

在其《未来哲学纲要》中，本雅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处

理终极立场问题，对康德分裂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或简言之，

分裂批评和教条主义哲学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在此，他已

经严厉批判了康德关于经验与认知的观念，然而，这篇论文所

企求的形而上学还预测有可能达到完全哲学认知和体验的更高

形式，在此绝对的存在即上帝，还可以直接被看到。@

尽管这种关于经验与认知的概念已经将哲学变成了直接绝对肯

定终极存在的宗教教义，但是本雅明坚持认为后者在系统的统

一中还是可被认知所领会。但是到了他的后期作品《起源》的

阶段，本雅明就已经放弃了关于纯粹用思想就能思索和从观念

上把握终极立场的根本面目和统一的希望。在论歌德的论文

中，本雅明就已经确认，哲学之统一以及其体系都不是哲学反

思力所能及的事 (GS ， 1. 1 , 172-73)。真理，他在《认识

论一批判序言》中声称是不带任何主观意图的，当然更不

可能自身作为主观意图而出现。真理不介入关系，尤其是不介

入主观意图性质的关系。"真理的存在模式是一种"存在的无

意图状态"的模式。正如所见，一个翻译过程两极背后的先在

同一性就再不可能从哲学上来处理，因为，正如他所说真

理是意图之死.. (。尊仇， pp. 35-36)。一切试图将真理网入

思想的"蜘蛛网"、"好像真理是个什么从外面飞进来的东西"、

以便从认知上把握真理的尝试，都表明哲学还掌握在神话手中

(仿榕仇， p. 28)。认知还是主观意愿和关联性质的，因此还是

由自然欲望和目的所中介的。本雅明写道知识就是占有，

其对象就已经被下列事实所决定，即它必须在意识中被占

a三 dω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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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即便是在超验的意义上" (0咆切. p. 29)。正因为知识

是思考性质的，所以它还是自然主观性的一个功能。它所编织

的体系使体系内的一切均挂靠于主体，这些体系还是不允许差

异性产生的神话罗网。

亚当的命名举动、以及翻译者和哲学家的任务因此只是一

个更高模式中的一些片段，因为命名、翻译或思索差异性的前

提条件是必须具有一个作为基础的先在统一，而这是它们本身

无法带来的，但是这种元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只是一些片

段，因此具有局限性，相反，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们还

是认知性的，因而从根本上来说，不具备真正释放差异的能

力。

真理，或先在的同不仅是认知占用所无法捕获的，它

也不以主观意愿的方式与它所包涵的内容发生联系，它本身包

括在内。它不以关联的方式与自己关联，因为，在本雅明看

来，凡是这样的关联都是神话性的。由于同样原因，真理也不

是那种合理意图 ( inteTúio recω) .或意图之意图，因此也不是

语言之语言。作为合理意图特征的反射性仅仅只突出了人的命

名语言，以及翻译和哲学的地位，这三者中的任何一者都只是

对差异进行传达这一不间断的序列中的一些片刻，而差异贯穿

于趋向上帝的创造之中。

尽管命名、翻译、哲学化都是由创始之道和不同语言之间

隐秘的亲缘关系这些目的(tel臼)所构成，但是它们自身却不

能带来或识别这一统一性。尽管可传达性和可译性都背离语言

的神话之网而趋向非现象的"他者性"差异，然而对这些制造

差异的趋向的命名与思考这一哲学活动还是被它所渴望超越的

事物所束缚。换言之，内在于语言的实现超越的结构，通过诸

如可传达性和可译性背离语言神话和经验内容的羁绊而能够产

生差异的结构，均不能取得其目标与前提中所设想的纯差异。

19 a二 d主彻悟化移/也咽d出~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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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内在于语言的差异结构的超越力量多么具有决定性，它们

还是有限的。它们还不是足够的差异，还没有达到与终极立场

同样激进的差异程度。它们超越和制造差异的力量，以及这样

一些结构的客观性，其本身都还有待于由真理这个绝对他者来

证明和认可，但是它们却不可能期待靠自己的条件来实现这种

认可。这是只有真理，在它自己的时代、以自己的条件，才能

给予的认可。因为真理不是关系性的、主观的、或建立在反思

上的，因此对于本雅明来说，这样的认可不可能是那种哲学现

有的立场的模式，如合法和证实。由于本雅明认为真理即激进

的差异，与那模棱两可的真理完全不相关联，那么这种对由差

异结构，即可传达性和可译性来定位的要求就只能通过对它们

的彻底解救 ( Erlosl.lnj雪) ，或从语言之牢笼中的释放，来实现。

可传达性和可译性，如所见，最接近关于差异的哲学概

念。但是对于本雅明来说，这种近似性也构成了它们的局限

性。它们还是关于差异的认知论概念，有待于与真理建立救赎

的关系，而这是思想本身所无法提供的。它们所取得的与自然

和神话的交织与缠绕的差异，无论多么具有决定性，也还没达

到激进程度。这些结构制造差异的劲头，就其潜能与效果而

言，取决于一种如此激进以至于逃脱了思想的蜘蛛网的差异。

因此哲学差异对于本雅明来说是一种逃脱了捕获的差异的功

能，但是又是一个必须事先假设的差异，尽管它靠自己并无法

确保这个差异的合法化功能。由于哲学的这些局限性(或者

说，由于哲学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即内在地、独特地获得具

有超越势态的、由哲学差异针对神话、经验、审美，并在这些

层面上所制造的差异)，因此如果想借助建立一种摆脱了经验

性和主观性因而完全具有客观性的差异来真正拆解构织了神话

密网的千丝万缕，哲学本身就必须由更高的哲学，即真理的教

义，来认可，然而哲学本身还没有力量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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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誓言的承诺。

哲学的差异概念在为自己获得认可方面的无能是否如本雅

明所暗示的那样，真正意味着哲学总体与神学概念无法忽略的

关联，或者这样的问题是否还不能算是本雅明缺乏探测哲学的

思想潜能的能力、用一个过于狭窄的康德哲学概念作为批评而

导致的后果，这些都是我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我

能够表明的只是哲学上关于差异概念的缺陷对于本雅明来说并

不仅仅是缺点而已，的确，它们局限性的本质悖论似地所包含

的不是对它们可能真正开创一种差异的担保，而是一种机会的

可能性。为了证实这点，我将再次回到我讨论过的差异结构的

内在局限性上来。

无论这些结构可能已经多么客观了，它们都没有力量一下

就摆脱语言的经验与审美之网而趋向神性语言，它们所能成就

的只是在神话交织的领域中的一次断开( caesura) 0 →次断开，

本雅明告诉我们，并不能导致它所断开的事物之间永久的分

裂 z 作为批判力的一个案例，一次断开只是阻止了所涉部分与

层面的互相梅合 (ω. 1. 1 , 181-82)。一个断开使它们同

时既在→起又互相分开。本雅明在探讨翻译与原文意思的关系

时，用一个比喻说明了这种断开式的差异正如一条切线轻

轻地(flüchtig) 、只在→个点上与圆相切，用这轻轻的一触而

不是用这个点建立了法则，根据这一法则，它将延续它的直线

运行直到无限，一个译作只轻轻触动→下原作，而且在无限小

的意义点上，然后就在语言连续体的自由中、按照忠实的原

则、沿自己的航线前进了" (Illustrations. p. 80 )。为了使-部

译作能够对应于原作对翻译的要求，它必须忽略原作的意义或

只以这样→种方式轻轻触动原作的意义，然后就引人→个与原

作意义相反的运动。对意义的忽略不可绝对，译作中的这种差

异将是抽象、虚假和错误的差异。真正的哲学差异应该来自对

21 场a2;;翻倒比够产咽~ rJe，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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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忽略之物的轻轻一触中，来自于对所弃之之物的忠实中。因

此，一个断开似乎尤其服从哲学的要求一一那正如普遍与特殊

一样不同的种类，经验与超验不应混为一谈一一本雅明在批判

弗里德里克·施莱格尔将艺术的统一〔最早是被作为柏拉图先

于具体 (proteron te physei) 意义上一个理念〕视作本身就是具

体的艺术的思想时就表明自己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 (GS ， 1. 

1 , 90)。但是在那个哲学法则与本雅明对这一法则的运用之间

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在本雅明看来，普遍与超验，正如所

见，并不是既定或可以从统一性上加以思考并因此可以被清楚

明了地与经验或具体相对立的。本雅明的差异概念是建立在这

样一个推论上的，即哲学差异或对立的激进的差异一极并不是

随手可得，由于缺乏激进或非表象的他者，思想所能做的一切

就是接触即将远离它而去的事物。只有在这个行动中，在→种

积极意义上的差异中，他者、真理或原创性的差异才可被预

言。诸如以可传达性和可译性这样的概念构型的本雅明式的差

异因此是这样一种差异，它以一种也许是根本的方式实现了哲

学禁止混淆文类的要求。通过在一个脱离禁止差异的语言之网

的瓦解性运动中飞逝般的一触，差异首先产生出来，同时，产

生了神话之他者的空旷空间。尽管如此创造的差异并不能清楚

地表明被划分开来的领域(或一个被构造的他者)，却预示了

有可能产生其思考不落入人的权力之中、具有激进他者性的真

a二af;;ωφd电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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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神话和自然把握中的语言交织的参照下产生的差

异-一这是本雅明寻求界定的一一并不是一个在已构成的极端

或领域之间的差异。哲学禁止混同的要求还只是一个禁令而

已，或更好一点，变得更加紧迫了，因为在神话存在而差异缺

失的情况下，禁止混同的要求变成了首先是对差异的根本要

求。本雅明的差异概念自身就携刻着一种不可能性，即不能在



语言的世俗之网和它的完全他者之间内在地区别开来，但是在

这个完全他者一-一个达到了如此程度的"他者即如果他

要真正制造差异就必须不在语言的神话性网络中一一一个完全

超越了人的局限和自然状况，只能用神性来称呼的他者一-缺

失的情况下，随碰即离的瞬间一触挑动差异的主要手段。但这

个有限的差异也指向那个激进的差异，只有后者才能使之具有

意义，只有后者才能给予禁止混同这一根本的哲学法则以分

量。

如前所述，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可传达性和可译性都是有

限的超越和差异概念，因此它们似乎可能将普遍与具体这两个

无共同尺度的维度提为一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本雅明的

语言概念一一-正如康德的崇高概念一样只是以否定形式表征理

念的领域一一指涉同一个领域，手段是摧枯拉朽地捣毁语言的

审美和结构特征。以这种方式，可传达性和可译性严格避免将

不同领域相提合。同样，在美学问题上对神学概念的参照也不

仅只是，如他在《起源》中所说，意味着缺乏 metabωis eis allo 

genos ， 而是具有分界的作用，首先划分了层次，以便使突出了

这些问题的神学悖论可以得到解决，有限的差异概念，并不意

味着对不同思想层面的非法泪合，而是在捣毁语言罗网的行动

中，一-这种捣毁，如前所述，制造差异-一，通过表征那个

归属"更高的神学领域"的内容而使自己脱颖而出 (Origin ，

工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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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16) 。

因此这样一个差异的概念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概念。本

雅明与康德的共识是.把终极立场作为终极的他者来参照，这

是必然的。与这位哲学家的另一个共识是，这样一个立场以其

与自然对象的差异形式而言，是不可知的，思想无法企望用概

念来把握它或在意识中来实现宫。但是不仅在《未来哲学纲

要}，而且在他全部的著述中，本雅明都拒绝奉行康德将批评

23 场 dω吨;.仰卢咽~~



与形而上学分裂开来的指令。在本雅明看来，将这两个领域合

并不是沉溺于经验主义，或与此类似地，沉溺于压制一切的恶

魔般的神话力量中，相反，这样的合并反倒首先起到实现差异

的作用。本雅明的前提是， (批评〉哲学对更高立场领域的参

照赋予了哲学卓越不群的气质。尽管它无法思索这一立场，但

是却在存在中实际预示了这种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认

为批评哲学已经就是神学了，当然不是实证意义上的神学。由

于本雅明的差异概念意味着对"更高神学领域的"实际参照，

因此它不是纯粹的哲学概念，不仅如此，它也不是纯粹的神学

概念，因为它所确立的立场不仅合适于作为认知事业的哲学，

也适合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的神学。

对本雅明关于差异的思想不能从任何一门特定的哲学的角

度来叙述，因此不能为任何特定品牌的思想而被滥用。尽管对

本雅明有多种理解，本雅明思想事业的悖论性本质还是来自于

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他似乎无条件地接受康德的哲学概念，

同时又拒绝服从康德将批判与信条区别开来的要求，另一方

面，他也不选择对差异的黑格尔式的解决(在这点上本雅明非

常像克尔凯郭尔)。本雅明似乎特别关注哲学在总体上如何制

造差异这一根本性问题。哲学中对"更高的神学领域"的参照

对于本雅明来说似乎正是使这种差异成为可能，但是同时，这

种具有构造力的、对有别于神话和语言交织的终极他者的参照

又以其不可忽略的有限性打击了哲学意欲超越语言之网的努

力，或者说，它使这种努力变成一种完全只有个人才理解的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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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经句勒出来的这样一种立场，→种建立在哲学与神

学张力上的立场，在我看来似乎可从本雅明的作品中找到→个

名称，这在《起源》中被叫做"土星眼光" (或乖庚眼光)

(倒tunlÌne vision) (。咆仇， p. 179)。这种眼光或神学扫视实现



了对终极存在(。喀切， p. 216) 一--那个不是以认知抽象，

而是以与存在"相切即将其结构疯狂捣成碎片的方式彻底

与神话的缠绕和语言的交织相分离的终极存在一-的参照。这

种眼光超验的扫视如此超越了互相交织的领域，直至处于它寻

求克服的自然力量和它们的神话缠绕的星座下。土星是本雅明

出生时的星座，⑩这个星座所象征的恶魔力量在于它们将任何

种类的存在都限定在世俗和现世的范围内，然而，这样一种产

生于最具泥土昧的星座下的眼光在由命运的恶魔力量密织的罗

网上所制造的最小的裂缝、最不起眼的瓦解，正因为它是/存

在 (is) (与纯粹现象和认知的非差异相对立) ，都预示了理念

的存在 (bei吨)一一或用本雅明的另一个术语来说，都预示了

"隐秘的统一"的存在，或正如德文原文所说，是"真理的完

整无损 (sprunglo配)的统一" (白屯in ， p. 33) 。

(郭军译)

注释:

①关于与路德教的联系，见 Julian Roberts , Walter 晶归min (l.ondon: 

Ma臼nillan ， 1982) , pp. 126筐。

②见本集朔勒姆《本雅明与他的天使》。

(Bemd Witte , Walter Benjamin--Der Intellekhtelle al.s航t如T. Un如

suc/uo可gen zu seinem Fru阳Jerk ( Stu忧伊且: Metzler, 1976). 

④伽Wal毗t怡恤e衍r巾坠h问n均~ami叩n， Bri由帆t

( Frankfurt: Sul由amp，刚刚， Vol. 1, p. 372. 

( Walter Benjamin，岛作划归阳，国ns. E. Jeph∞忧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缸lOvich ， Inc. , 1叨9) ， p. 306. 

@Walter Be时amin ， Gesammelte Sclu诉en (Frankfurt : Sul此amp ， 1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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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49. 

( Winfried Menninghat毡 ， Walter Benjamiru Theorie der Sprachmagie (Frank

furt: Suhrkamp 1980) , p. 16. 

(Richanl Wolin , Walter Benjamin , An Aesthetic of Rede呻tion (New York: 

Colwn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2) , p. 40. 

@见本集德里达《巴别塔}，收录在 Dil加nce 仇升。rulation , ed . J. 

F. Graham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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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er Be可amin ， mwninntio邸，位四15. Harη Zohn (New York: Schock-

en , 1969) , p. 71. 

。如 the .. Epistemo-Critical Prol鸣ue ，" of The α培in ofGemwn 1问ic Dra

ma ， 回ns. John Osborne (London: NLB , 1977). 

@ lllwninntio邸， p. 75. 德文原著见 GS ， 凹， 1, 16。

⑩h町Zohn 将Art des Meinens 译为 mode of intention，并不像保罗·德

曼在"结论:论本雅明的《翻译者的任务}" (本集) (原文见 Yale French 

Studies, No. 69 (1985) , pp. 39-40) 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完全错，因为正

是以语言意欲表意的方式，语言认识到它趋向纯语言或神性语言的意

愿。

⑩关于Lehre 或教义(doctrine) 的宗教含义，参见Gershom Scholem , 

Walter Be明rmn-曲曲schichte einer Frew由CIWji (Fra此furt: Suhrkarnp , 1叨5) ，

QSi Walter Benjamin , ..阶咱百m of the Comi略目ùlo回'phy ，"田ns. M. 阳tter ，

The Philosophical Forwn , 15 , 1-2 (Fall-Winter 1983-84) , 51. 

⑩见朔勒姆: {本雅明与他的天使}，关于本雅明抑郁、乖庚的土星

pp. 73-74。

性格，另见 Susan Sontag , Un如山 Sψl if Satum (New York: F arrar Straus 

Giroux , 1972) , pp. 109-34。



"创世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欧文·沃尔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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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初有道

在本雅明看来，堕落( Fall)首先是)种语言的堕落，是

从以上帝为灵感的命名语言上的堕落，同时标志着"人的语言

的诞生" (GS , 11 , 153; 0 , 119) 。①由于语言从原初的是 (be

i吨)堕落为有( havì吨) ，因此就与"抽象"、"判断"和"含

义"成为同义词，语言不再是一种"介质" (medium) ，而是一

种"手段 (m侃ns) ，用于主体间的"交流"。本雅明写道:

"词必须得交流点什么(外在于自身的)意思。这的确是语言

精神的堕落" (GS , 1 , 153; 0 , 119)。因此堕落就是物化的

本原，就是作为"什么东西"的"物( Sache) 的诞生，并

且，也就是主体和法律的缘起。人类命名了世界，而主体则使

之物化。在这个过程中，创世被简约为简单的量化事件种

主体所控制的客体，一种受制于自我中心的主格支配的宾格，

而这个主格对物再也不是一次性命名便一劳永逸，而是永远折

腾它们。如果说由名所构成的天堂是一个没有外部的自我封闭

的内里，而堕落现在则打开了，或者说发明了一个由外表构成

的深渊。它对于真正的"认识" ( Erkenntnis) 来说只是其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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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sen) 的外表，是"名"的"符号"外表，而

在符号中，这又标志着能指的所指外表，正对立于未堕落之前

的语言那"固有的神奇.. (GS , 11 , 153; 0 , 119)。人在偷吃

了知识树之果时②就抛弃了这种神奇循环、抛弃了完满和纯话

语。这种罪过招保对自己的惩罚，把自己从纯语言中放逐已经

就是被逐出天堂了。

堕落就是专有名称堕落为任意的符号。并不是但凡符号都

是任意的，本雅明说，在伊甸园中，上帝用符号示意给每种动

物，看到这符号，动物便一一来到人的面前等待被命名。因此

上帝的语言的一致性带着其无言的创造都以一种几乎崇高的方

式展现在符号的形象中(臼， 11 , 152; 0 , 118)0 

如果说人的符号背叛了名称，上帝的符号则激发了名称。

万物之主在"把自己的呼吸吹人 (GS ， 11 , 147; 0 , 114) 

人类体内后，就将全体集合，在此，全体造物都在他的面前见

证他更伟大的光荣。看到一切都很好，他对自己所扮演的推动

者的角色心满意足，第七天便休息了。他先示意让动物走到人

面前，再召唤人给它们授名。③人似乎是上帝的被指派的助理

官员:他不需要被命名，而是被指派代表哑然的造物来发言。

通过给物命名，他将物来再现，通过再现，他给物以公正一

-种先于来自于知识之树的善恶判断的公正。人所赋予造物的

每个名字，都是它的惟一、真正的名字:恰如其分的名字 (le

mnt严时，因为这名字正与神圣的逻各斯相对应、相→致，而

名与物原本同时产生于逻各斯。名与上帝之道 (Wo时)元所不

在的气息属于同体。名称所带有的"固有神奇"使得它在作为

某人的名字时也分享它所表征的在场，即内在于造物中并通过

造物所体现出来的上帝。名称大致相当于现代语言学所说的标

志或象征。波德莱尔在其诗歌《感应》中描绘出了这样→种

"象征的森林"中"深沉而神秘的统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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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堕薄的符号是波德莱尔在他的组诗《忧郁》

(牛的n) 的第三、四节中所刻画的专断的独裁者的语言。伴随

着堕落所到来的是"主体性的胜利和对物的独断统治" (GS , 

1 , 407; OGTD , 233)。任意的符号只是以-种漠然和单边的

方式指涉事物，后者已经没有发言权，尽管过去它们曾经有过

这种权利。但是在堕落之前，它们并不传达"什么意思它

们传达自身。因此，为 r给物命名，堕落前的人类只消倾昕物

的声音即可。这种自我反射的交流环道具有自言自语的道

(鄂、副所具有的总体循环特征。按照本雅明在他的博士论文

中所阐述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类似的认识论观点来看，没有

客体，只有主体，主体都是→种共同的"反射的媒介"。借助

这种自我反射，它们产生自我认识，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使我

们认识它们(臼， 1 , 53-61) 0 在此德国浪漫主义与犹太教神

学合二为一。

本雅明在关于语言的早期神学论文中写道人给予物的

名称"取决于后者是如何传达给他的。在名称中，上帝之道不

再具有创造能力，因为它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变为接受性的了，

当然是对语言的接受性，这种接受性面向物自身的语言， i二帝

之道正是从这种语言中，以-种无言的自然之神奇静悄悄地放

射出来 (GS ， 11 , 150; 0 , 117) 。

因此，命名是主动的自发性和被动的接受性。亚当的语言

还没有使女性一自然受制于)个专断的独裁主义统治，当它还

孕育着她的语言时，它还没有丧失原初的双极性。但是亚当的

双性语言的惟一本原就是上帝那全靠自己而派生出世界的创世

之道。因此(正如力比多对于弗洛伊德)这完全是一个男性的

事务，是一个一神论的上帝对自己而不对任何人所做的一场独

白。⑤"要有" (Let there be) (GS , 11 , 148; 0 , 115): 这一开

场白的语言行为"以-种绝对无限和无尽的方式" (GS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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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0 , 116) 如同致病般产生了造物。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

题是，这样一种开天辟地的"自主创造"的操作行为按其定义

完全不能包含任何接受性，它难道不是已经内涵任意的成分了

吗?同样的问题也适合于授名这一完全建立在神圣之道的绝对

自主性模式上的人类语言的主宰性活动。在给自然命名时，是

否可能就已经对她有了→种内在的不公正?即便上帝之道"在

自然无言的神奇中静悄悄地放射出来也许她已经开始试图

让我们听到她对无法自我表达的悲哀的暗示。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名称部分是有动机的，部分是无动

机的，人类随意把名字安在动物身上，应该承认，他被上帝

"召来"这样做，而上帝之道已经"命名"了造物 (GS ， 11 , 

148; 0 , 115) ， 只是上帝并没有口授实际的名称。然而人也

只是把天地万物元声的"口令" (GS , 11 , 157; 0 , 123) 翻

译成言语，因此又传回⑤到它们的奠基之父手中。在这种翻译

或呼应中，我们所得到的是本雅明在二十多年后称做"光晕"

的神学模式，他写道体验现象的光晕意味着给它以抬起头

来对视的能力 " (GS , 1 , 164; IU , 188)0 (人不再"授予"

(verleihen) ，而是"给予" ( belehnen) ，而且他这样做不是借助

命名而是靠一种诗意的遐想。〕一件事物原初的神学光晕因此

原本是其名称的光芒，这样看来，本雅明后来与机械复制的到

来相关联的"光晕的丧失"可一直追溯到堕落。

人由于脱离了命名的纯语言，就把语言变成了一种手段

(即变成了一种对他来说不合适的知识形式) ，因此至少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变成了单纯的符号，这导致了后来语言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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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 11 , 157; 0 ， 120) 。

那么，堕落一一…→种"掉进一切交流的间接性之深渊"中

( GS , 11 , 154; 0 , 120) 的堕落-一是否引进了"机械复制

的时代"?!作为手段的符号就是结局的技术开端吗?提供"外



部知识"和"对创世之道非创造性的模仿" (ω ， 11 , 153; 

0 , 119) 的符号和语言的增生仅仅只是墙上的书写，尚未到

来的事物的符号吗?

语言的堕落直接与劳动的灾祸相关联。由于人被从天堂逐

出，他命中注定要用自己的血汗从土地中获得生计，自然此时

变成了技术操作的对象、受折磨的东西，不再是光晕性质的沉

思默想的对象，不再是被倾听的哑然的语言，专有名称堕落为

巴别塔后的不合适的胡言乱语。由堕落所带来的这后一种后

果，本雅明指出，只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了。然而在他对

创世记的读解中，这样的后果与堕落即便不是同义，也是同时

共生，因此很难区分谁是因，谁是果。由此看来，本雅明版本

的创世记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是一种"起源的"叙事，它所讲

述的故事事实上是历史本身的缘起:被视为堕入了主体性深渊

的意义的原初历史 (Urgeschichte des Bedeutens) (GS , 1 , 342; 

OGTD , 166)。这一原初景象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同时既

是完全的"邪恶

2刀33引) ，它标志着-切基础的丧失、一切形而上的现实主义的丧

失，因此它预示了所有即将到来的令人精神焕散的"幻象"

(GS , 1 , 406 and V , 45ff; OGTD , 232 and R , 159) ， 没有了

最后的底线，这个深渊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无底洞。从这一

角度来看，救赎要么近在咫尺，要么远在天边，仅仅一点姿态 l 个

也许就足以消解循环中的非现实性了;但这似乎也会同时成就

-种几乎非凡的奇迹。

把自己树立为主体已经就是堕落。本雅明的早期神学论若

不仅像波德莱尔)样把堕落与大笑的本质划等号，而是更为普

遍地与"主观性的神学本质"划等号。"诸如此类的邪恶被暴

露为就是一种主观性现象" (GS , 1 ， 4侃一7; OGTD , 233) , 

且由于邪恶同时被揭露也是一种空洞的"虚无因此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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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专断独裁，最终是一种无能为力的体现。它是完全的

虚名:无意义的胡言乱语，极端的自恋，一个叫做巴别塔的流

产的计划。其他人所称的"个体解放"或"资产阶级的兴起

则被本雅明一概平静地归到堕落名下。

人类的堕落因此与主体的缘起是同义词，堕落同时也是一

切错误知识、异化、认识论上的二元论的根源。现在一个深渊

横垣在人与自然之间，横垣在人类劳动的主客体之间 O 一场全

面的征服随之而来。使造物受制于自己独断的统治并不仅仅是

把自然简化为一个客体对象，同时也如同魔法师的徒弟一样，

使自己受制于自己的法术的奴役、受制于那没有目的的手段机

制的奴役。但是这种新生的奴仆辩证法关系转瞬即逝，对主子

的奴役并不同时带来对奴隶的解放，人类似乎拖着造物走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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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堕落已经就是现代性的地狱般

的机器了，而现代性则是历史的自由落体。堕落的确可用准历

史的术语被描绘为从自足的"封建"经济向似乎可被确认为

"资产阶级"的永无停息的动态状态的野蛮转换。从历史哲学

的角度来看，从名称向符号的变动大致对应于从现实主义向唯

名论的过搜:从有根底的理念向空谈的概念的过渡。⑦但是与

其说堕落是一种历史的灾变，不如说更是一种堕入历史的失

足。这意味着，一方面，并不是它本身可用历史的术语来描

述;另一方面，对堕落的遗忘将证明是其最为有害的历史后果

之一。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恶魔的最恶毒的把戏之一就是使我

们相信它不存在。事实上，堕落并不在现代历史学家所不懈地

收集的客观事实之列，然而这些事实却合成了一个他不知道他

正在讲述的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尽管盲目、但却真实的对

"不断堆积的→堆废墟.. (GS , 1 , 698; 1U, 258 )一一-历史的

垃圾堆一一的反映。本雅明认为"历史主义"即有条理的遗忘



训练，命中注定永远系于它天真地不予理睬的堕落，这→定论

与尼采视历史主义为记忆的无限膨胀的分析判断毫不矛盾。

"一场风暴本雅明写道正从天堂中吹来这场风暴"正

是我们所说的进步"。在"我们"只看到"一连串事件"的地

方，历史的天使却只看到"整整一场灾变" (GS , 1 , 697-8; 

/U, 257-8) "我们事实上，己与进步相结合，我们每个人

都是历史主义者，都被囚禁在 A个对历史进行"客观"、内在

的阐释的牢笼中，认为历史即事件的有序进展。而本雅明则不

然，他从字面上来理解经验主义关于历史就是"一件糟糕之事

接另一件糟糕之事"的嘲弄。对天堂的不断模糊的记忆将构成

一个参照点，使得有可能来衡量堕落的递增速度。

总之，堕藩是一个自我延续的忘却行为，它最初所采取的

形式是对"沉思默想"的"注意力分散而"物的语言进入

人类" (GS , 11 , 154; 0 ， 12 1) 靠的正是那种沉思默想。语

言丧失了为之在物中奠定基础的被动性成分，就变成了→种敌

对、混乱和膨胀的主动性，它再无法为物命名，而只能对物

"重复指涉" (GS , 11 , 155; 0 , 122) ，因此从"高贵性"上

堕落到"役使"中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着一种符号的

政治经济学。堕落的故事对应于魔术师的徒弟的故事，而马克

思又把他比做资产阶级。符号的原始积累已经全面预示了无政

府状态的生产过剩。本雅明说"当物交错?昆乱时，符号必然变 l 个

得混乱了 (GS ， 11 , 154; 0 , 121)。伊甸园变成了→座迷

宫，似乎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标志着又滑回了神话的世

界。卡夫卡和波德莱尔与许多人一样都对这个过程提供了"辩

证法的形象"。

正如历史主义，被本雅明批驳为"资产阶级语言论"

(GS , 11 , 144; 0 , 111) 的关于符号的任意性的理论也对堕

落置若罔闻。它不追究符号实际上究竟有多么任意。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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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正如它所反对的历史主义一样，并不理解语言堕落为符

号，相反却在不经意之间有助于认可堕落的效果。符号不啻资

产阶级的超验的商品，商品流通的先验条件。在此，本雅明早

期的神学语言论与他后期的唯物主义不乏等同之处，因为现代

符号学，从这种角度来看，占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马克思或

现代艺术-一"→个扭曲的世界的扭曲"一一对于后来的卢卡

奇的同等地位。在这三个案例中都有→种双重物化在运作:一

种对人们必须努力去理解的堕落的模仿性的加强。从神学的角

度来说，不应该说语言是任意的，而是语言变成了这样。因

此，语言的任意性，这一所有索绪尔语言学的公理性的基础，

就不是一个清白无害的范畴，不是→个语言的客观的、结构的

事实，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羞耻，等同于一个堕落的语言所实

施的专断的独裁。现代符号学对这一根本性真理置若罔闻，因

此也就等同于"日常语言"哲学。它只不过反映了语言当前的

危险状况，因此加剧了一种疾病，对于这种病来说，它并不是

一种诊断，而是又一症候。它的"科学"伪装只不过是一种堕

落的、"不正确的"、"主观性质的" "知识"。

因为在本雅明看来，符号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指涉并不是如

同索绪尔及其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切语言的差异③条

件，而是语言原初的灾难。德里达所说的延异，在本雅明眼中

就是堕落、迷路的符号"游牧性质"⑨的飘零。手段，通过对

目的的延者而迷失了通往语言"目标"之路，而这个目标也就

是语言之本源 (GS ， 1 , 701; IU , 261)。作为手段的符号元

休止的进/退正对应于"同质、空洞的时间"粘性的流动

(GS , 1 , 701; IU , 262): →种"进步"的流逝的年历，这种

进步不断地使自己远离天堂。但是符号从来都没有完全抹杀原

韧的名称，⑩只是在一个关于符号的堕落的理论中，原韧的语

言才会不留痕迹地消失。正如"科学"的编史学有系统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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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删除了任何‘哀痛'的痕迹" (GS , 11 , 231)，而现代

语言学则将对符号的非任意性的信仰驱逐到诗意遐想的领域

中。

在本雅明的叙事中，符号的霸权是一个建立在深渊上的大

厦，如果说符号的增生释放了技术手段的元限能量，这种增生

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极端的无能为力。巳别塔并没有到达天空，

而是作为一幢被毁的摩天大厦留存下来，它就是这种无能为力

的寓言画。"在这种与物的分离中一-也就是对物的役使一一

产生了巳别塔计划，随之而来的是多种语言的混乱11 (GS , 

11 , 154; 0 , 121)。这种混乱内在于原初的计划。巴别从一开

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罪过随后又一次招致对自己的惩

罚。此外，策划时的繁忙预示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混

乱。如果说巳别这一元窗单子们的集体"蠢行"提前预示了资

本主义市场的非理性，却没有"无形的子"来引导它的运气，

正相反，官命中注定要被神明捣毁。巳别废墟就是写在墙上的

寓言书写。借"历史天使"那凝视的眼光来看，这些废墟被

"进步"的旋风卷起，以"一堆废墟"的形式继续"向天空"

堆积 (ω ， 1 , 697; IU , 257--8)。这就是一个"向后看的预

言家呻所看到的现在的"真相" (GS , 1 , 695; /U, 255 )。这

堆瓦砾使人想起爱略特的"一堆破碎的意象"和卡巴拉神秘主

义的"器皿破碎可以更确切地被确认为一堆支离破碎的名

称或废弃的符号。本雅明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反对唯名论者将观

念还原为它所谴责的夸夸其谈的符号。相比之下，上帝的具有

创造力的气息曾经赋予所有的造物以生命，而堕落的语言鹦鹉

学舌般的空谈现在却变成了一股大风，吹过之处只留废墟，这

股风暴自诩为进步，但是正如波德莱尔在-则著名的散文片段

中所说，它"没有任何新意"，@与本雅明早期的语言神学对照

来读解，历史的风暴所制造的噪音也就是一种上帝所遗弃的、

35 ~~卢伽拗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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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着穿过空谈的深渊的语言 (GS ， 11 , 154; 0 , 120) ， 一个

白痴所讲的故事，它的一切"意指"最终没有任何意思，因此

堕落就是终结的开端。巴别废墟预示着耶稣受难地，这是巴罗

克寓言的意象，而这"阴森的藏骸所中的混乱 (GS ， 1 , 

405; OGTD , 232) 反过来又是一个现代性的"辩证法形象

而由新天使所见证的现代进步则是一场悲剧，始于堕藩，又一

a三~劫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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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向着堕落倒退回去。

但是耶稣受难地并不仅仅只是现代性的最本质的特征，它

也代表着"复活的寓言寓言空子而去。纯粹的邪恶只存在

于寓言，纯属寓言，它意味着与自身不同的另外事物，即它所

展现的事物的非存在状态" (GS , 1 , 406; OG凹， 233) 。寓

言，正如梦境自身包含着终结" (GS , V , 59 ; R , 162 ) 

并摸索着走向清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成了自己的寓言，

寓言之寓言，并因此消解在自己本质的乌有中。从自己的幻象

中醒来，它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整个扭转了堕落的

方向，借此，它将意义之意义，即意指之乌有，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深刻的奥义 (De profundis) ，在现代性的废墟中，在

"完全罪过的时代"。的中心，启示录的间歇性光晕预示着天堂

失而复得。

从这种对创世记的重新阐释中所生发的是一种走向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前史，青年本雅明(在《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

言》和《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沿着语言神学的思路重讲了这

个故事，青年卢卡奇则(在《小说理论》中)把这作为→种文

类历史来讲述。这两种互补的千禧年主题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

都将堕落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划等号。现在危机的起源内在

于历史的起摞。只有借助回顾这些起源才有可能责问历史，因

为历史的起源就伴随着对其本原的忘却，换言之，资产阶级社

会就是一个没有认识到自己就是地狱的地狱，不仅天堂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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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这一损失的意识也丧失了，堕落的人类已经忘却了他已

忘却，正如斯宾诺沙的石头.宫不知道它正在下落。着于复归

失去的天堂，我们就必须首先记起我们已经忘却。危机从根本

上来说是一个形而上的危机;→切其他的危机都是这一危机的

后果;走出深渊之路似乎就在于一种信念的飞跃，这就是关于

异化、关于从异化中异化出来、关于救赎即对于一个被忘却的

堕落的记忆的神学范式。

如果说这种范式为本雅明后来的唯物主义提供了支撑的框

架，它也将被它所预见的事物彻底改变，⑩困难在于要确定这

两者之间哪一者是另一者的"基础"。本雅明就此所给予的结

束语中所包含的闪烁其辞的答案似乎是:两者互为基础和任何

一者都不是另一者的基础。根据《历史哲学论纲》第→节来

看，历史唯物主义的"装置"利用着一个机器中的上帝( deus 

in machina) ，伪装成为-个小罗锅的上帝的确只是他原初自我

的-个影子，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己经死了并被埋葬了，历史唯

物主义也不一定能在他之后存活下来，在-种或多或少世俗化

的伪装下，他的幽灵将无论如何在至少一个学派的西方马克思

主义中徘徊。卢卡奇关于"资产阶级意识的二律相悖以及

与之相关的对→个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镜像般对立的"主

-客"体的追寻;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或"交流"

即对没有目的的手段的一种拜物教(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即现代性向神话前史的倒退，以及意识形态即一个无法渗透

的、但又虚无缭绕步的面纱，是对一个已经幻灭的世界的"神秘

化" (班恩) ;对革命所下的"赌注" (哥尔德曼) :即"革命即

对历史的(非)辩证的扭转，它要么加速历史的进程，要么是

"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弥赛亚式的截止" (ω ， 1 ， 703; lU, 

263) -一一尽管一个近乎神秘主义的语言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实践相距甚远。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内在地包含在一种版本的创

37 d品 dω伽移~伽栩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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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记中，这个版本认为堕落源自于一次致命的语言差错。

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们都谴责马克思主义是

"一个不成功的神然而本雅明却决不予以放弃。或许，一种

真正神学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好的武装可对付所谓的"危

机这一方面是由于危机已经是神学范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即它的关键的、失乐园后的阶段;但主要是由于神学，不同于

其代用品，无须崇拜虚假偶像。它的确是以对世界的某种神学

阐释为基础，这种阐释认为世俗的现实可以有效地摆脱宗教禁

忌并因此而全靠自身世俗的措施解决问题，但这指的不是全靠

培养了资本主义帐目管理和巴罗克忧郁的"新教伦理而是

靠狂热地肯定世界的弥赛亚主义的完满意志。虽然这样一种对

世俗世界的自我肯定是以一种关于世俗的深刻的神学观念为基

础，然而这样一种神学最终将会证明在→定的范围内有能力代

表其自身世俗的必要性而削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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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注

①以下臼指 Gesammelte Werke , ed. R. Tiedemenn and H. Schweppen-

hauser (Frankfurt 1974.); B 指 Brü沪， ed. G. Scholem and T. W. Adomo , 2 

vols. (Frankfurt 1966); IU 指 IllurninnJions ， 回归. H. 20hn (London 1919); 

。ωT 指The α宅in 01 仇e German rragic Dran邸，回ns. J. Osbom (London 

197η o 指 αte-Way Street and 。如T Writings ， 国ßS. E. Jephcott and K. 

Shorter (London 1979); R 指战如tio邵阳ßS. E. Jephcott (New York 1986) 。

②"知识之树"在德文中是 " Baum der Erke1lJÚnis" ， 但是 Erke1lJÚnis

作为与 W阳阻的对立，在本雅明的术语中是一个实证词，因此本雅明有

一次在这个词上加了引号 (GS ， 1 ， 础7)。知识树所承诺的是 Erke1lJÚnis , 



但所产生的却是 Wωen o

①然而，人在为物命名时，不过是在师法上帝:

(在创世记中)自然得以被创造的节奏是:要有一一他造

一一他命名……〔创造的行为〕和语言的创造性万能同出一

源，且最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合并了被造之物并为之

命名，语言因此既是创造者又是最高准则，它既是道又是名。

在上帝那里，名具有创造性，因为它同时就是道，而上帝之道

又是可认知的，因为它同时又是名他感到这很好

借助名而知道了道O 只在上帝那里才有名与知识的绝对关联，

只有在他那里，名才是知识的纯介质，因为名从根本上来说就

是创造之道。这意味着:上帝使物通过名而可被认知，人类根

据知识来为物命名 (GS ， 11 , 148; 0 , 115) 。

因此，即便人的命名是秉承于神的人类语言，也只是神圣之道的

"反射而已正如知识与造物之间有着距离，名与道之间也有着距离"

(GS , 11 , 144 , 149; 0 , 111 , 116) 。

④波德莱尔的 OeU1Jres Co.呻仰自(以下注释中简称 OC) ， Pleiade edi

tioß ，时. by Y. G. le Dantec , Paris 1968 , 1 1.语言不仅只是对"可传达之

物的传达，同时也是不可传达之物的象征。语言的象征一面是与语言的

符号关系密切相关的，但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延伸到名和判断 (GS ， 11 , 

悦。，则。一种延伸到名的"符号理论"在前提上就有别于任意的 l 去

符号，因为任意的符号是名的堕落。无论如何，它都是与象征相关联的 |思

名，而任意的符号却与寓言相关联。寓言和任意的符号都与邪恶、虚 |支

元、抽象这类范畴相关联，因此都属于堕落(臼 1，相 oωT， I 喜
剧)。然而，本雅明对浪漫主义代表象征而贬低寓言的看法与他对依据 |自

符号的任意性而建立的"资产阶级"符号学同样严厉的谴责毫不矛盾 |吕
(GS , 11 , 150; 0 , 116)。与表象正相反，他所攻击的这两个目标是同 I b., 

场 d倒似电F产物瑞移描惚J- 139 



→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正如浪漫主义的矫情和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其

中一面做出似乎天堂的语言还可得到的姿态，另一面则把眼 F的、完全

平俗的语言状态当做语言的标准来对待，因此，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掩

盖了堕落所带来的后效。针对浪漫的象征主义所傲的"庸俗"神秘化，

本雅明对之以寓言的"理念

学的象征观念 (G.ωS ， 1, 337伍。臼V ， 159tf) 。因此正确理解下的寓言与

象征是互补的，前者提出了语言的堕落，后者暗示了语言的神圣本原。

象征一一字面意思是具有整体特征器皿上的一块(臼，凹，

18; 1U, 78) 一一指向一种超越了交际维度(Mi阳山尊的字画意思是

"分裂分享")的语言统一，这种统一也许先于名与神的判决之间的

分裂 (Uneü 的字面意思是"原初的分裂")，等同于隐而不露的犹太教上

帝的名。从前提上来说，没有任何符号学能够接近这个独白的道所具有

的绝对的自我在场。

⑤见仿I "monol咿sm" ， Mikhail Bahtin , The Dinlogic 1m咱翩翩， Univer

sity of Texas Press, 1981.另，参照以下段落，出自Cerard de Nerval 的 Voy

age en 仙ienl，转引自句rah Ko缸皿 ， The En酬。0/Women , Comel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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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 1985 , p. 225: 

回到最早的一神教斗争中去，这些宗教由于痛恨叙利亚的

多神教而宣告妇女堕落，因为在叙利亚的多神教中女性原则在

他国te ， Derc地10 or Mylitta 的名义下占主导地位。最早的邪恶和

罪孽之源可追溯到比夏娃更早的时间，那些拒绝想象有一个永

恒的、独一的、具有创造力的上帝的人们被告之一种由古老的

神抵妇人所犯下的罪过，罪恶如此深重，以至于在一场使整个

宇宙为之颤动的惩戒之后，所有的天使和地球上的生灵都被禁

止再提她的名字(……)永恒之主的愤怒毁灭了对世界之母的

记忆!

(压制女性名字的)道(甚至不是)在大初。



⑤德里达用而leve 一词翻译黑格尔的 Aufheb叫(扬弃)概念， releve 

有"接力"的意思。德里达关于扬弃的论述，见"The Pit and the 岛ya

mid: Introduction to Hegel's Semiology" ，收录在 Jacques De由缸 ， Margins 0/ 

PhiWsophy , University of Clúcago Press , 1982 , 19-20 , 43 , esp. 88ffo 

⑦本雅明对唯名论的批判详见《德国悲剧》的"认识论一批判序言"

(GS , 1, 220ff; OGTD , 39的，序言持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在 Erlæn

ntniskritiso伦比厅-eck( 即"认识论一批判序言")这种提法中就内在包含了

对产生于所谓知识之树的所谓知识的批判。

③差异在名称有限的多元性中的确已经存在，但是堕落以后才迅速

加剧天堂中的人类的语言一定是-种完美元缺的知识;而后来所有

的知识都再次在语言的增生中无限地自我标新立异，的确知识被迫如同

以名存在的造物一样在一个较低层次上使自己不同" (GS , 1, 152; 0 , 

119) 。

@8 , 329. 

@如果失去了恩宠的语言"部分变成了单纯的符号 (GS ，lI，

153; 0 , 120) ，剩余的部分则确保"语言决不仅仅只给予符号" (GS , 

11 , 150; 0 , 117) 。

@本雅明将施莱格尔的这一理论阐释如下历史学家背叛自己的

时代，而他作为见证者的凝视被越来越远去的先辈们的山巅所燃起"

( GS , 1, 1237) 。历史的天使就是这样一个预言家。

@OC , 1262-5。巴别塔作为对"进步"的一个寓言，还可以与波

德莱尔对一份"进步的"报纸一一《世纪报》的描述，波德莱尔把这份 马
克

报纸描述为~个巨大的愚蠢的里程碑，像比萨斜塔一样向着未来倾 l 雪

斜， (OC , 1070)。在上述所提到的波氏散文中，他把"普遍进步"与 |义
|誓

"普遍毁败"相等同 (OC ， 1263)0 的

⑩这是费希特的说法，卢卡奇在大约同→时间在他的《小说理论~ I 司

(阳Arma 80st时， MIT pr脯， 1971) 中引用过，在这本书中，僵死的 |吉
"第二自然"的世界几乎被用同样的术语描绘为"早已死去的内在世界 I~ 

砾。4切切移户'即加JeÆ<tv-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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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尸所" (第 64 页)。

⑩在此，我们与朔勒姆分道扬镶，他只看到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的

神秘一神学的一面。

d磊~仙d42 

@α. Be叼amin's "Theologicc• Political Fragment , "臼， 11 , 203一句 0 ，

155-6. 正是从这个角度，本雅明把《共产党宣言》看做超现实主义的

宣言，它号召现实 不是"扬弃"或"克服而是 "战胜"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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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我 (GS ， 11 , 310; 0 ， 239) 。



巴别塔

雅克·德里达

"巴别首先承认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但当我们今天说

"巴别"时，我们知道指的是什么吗?我们知道指的是谁吗?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遗留文本的生存的话，即关于巴别塔的叙事

或神话，那它就不仅仅构成许多比喻中的一个。在讲述一种语

言对另一种语言的不充分性、百科全书中一个地方对另一个地

方的不充分性、语言对自身、对意义等的不充分性时，它同时

还讲述比喻、神话、转义、曲折变化、不足以补偿使我们束手

无策的多元性翻译的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将是关于神话

根源的神话，关于隐喻的隐喻，关于叙事的叙事，关于翻译的

翻译，等等。它不可能是像那样掏空自身的惟一结构，但可能

会以自己的方式(本身就像专有名词一样几乎是不可译的)掏

空自身，而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习语。

"巴别塔"不纯粹是形容语言之不可简约之多样性的;它

展示一种不完整性，对建筑体系、建筑说明、系统和建筑学等

加以完成、总体化、渗透、完善的不可能性。众多习语所实际

限制的不仅是"真正的"翻译，一种透明的、充分的相互表|巴
达，还有一种结构秩序，一种连贯的建构。那么(让我们翻译|到

吧) ，就存有一种形式化的内在极限，结构的一种不完整性。 I t苔

必 dω仰移产销拗幽仍具 143



441 d? d;;ω伽ψ~却仍i

i仓|看到对一个被解构的系统的翻译并不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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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明了的。

人们决不能沉默地越过语言问题，在关于语言的问题中提

出了语言问题，一种关于翻译的话语也被译入了语言问题。

首先:巴别塔是用什么语言建构和解构的?在一种语言

中，巴别的专有名词也可以由于变乱而被"变乱"地翻译。作

为一个专有名词，专有名词"巴别"应该是不可译的，但是，

通过一种独特语言翻译过来的一种联想式的变乱，人们以为它

就是被那种语言翻译成一个普通名词的，意指我们译作"变

乱"的东西。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对"巴别"一词表示困

惑: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创世记》中"巴别"意味着

变乱。在东方语言中， Ba 的意思是"父亲

意思是"上帝"气巴别"指上帝之城，即圣城。古人

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首都的 O 但无可置疑的是，巴别

的意思是变乱，可能是因为建筑师们在看到他们的杰

作竟然高达八万一千尺时而瞠目结舌，要么就确实是

找不到适当的语言了:显然，从那时起，德国人就不

再懂中文了:显然，据学者博沙德所说，中文与正宗

德文原本是同一种语言 O

伏尔泰冷静的反讽道出了巴别的意思:它不仅是一个专有

名词，一个纯粹能指对一个独特存在的指涉一→因此是不可译

的一一一而且是与→个普通意思相关的一个普通名词。这个普通

名词是有意思的，而且不仅是变乱的意思，即便"变乱"至少

有两个意思，如伏尔泰所说，不仅指语言的变乱，而且指建筑

师们发现他们的建筑被遮断了而造成的泪乱状态，因此，一种



混乱已经开始影响了"变乱"一词的两个意思。"变乱"的意

义被混淆了，至少具有了双重意义。但伏尔泰还暗示着别的什

么:巳别不仅指变乱一词的双重含义.也指父名，更准确更普

遍地说，是作为父名的上帝之名。这座城市将采纳上帝圣父之

名，和被称作变乱的城市的父亲之名。上帝，特有的上帝，将

以父名标志一一个公共空间，即那个城市，在那里，理解已经不

再可能了 O 一旦只有专有名词，理解便不再可能;而→旦不再

有专有名词，理解也不再可能。由于命了名，他所选择的名，

所有的名，父就成为语言之源，那种权力应当归于圣父O 圣父

之名将是那个语言之掘的名 O 但也正是上帝，在他愤怒的行为

中(如伯姆或黑格尔的上帝一样，离开自身的、将自身限定在

有限性之中、因而生产历史的上帝 A样) ，取消 r语言的才能，

或至少使语言陷入混乱，在他的后代中播下了混乱的种子，毒

害了当下( Gi仇-gift ，毒品一才能)。这也是语言的来掘，众多

习语的来掘，换言之，即被称作母语的东西的来掘。整个历史

都在利用亲缘关系、世代和谱系关系:都是闪族的。在巴别塔

明塌之前，伟大的闪族正在建立他们的帝国，他们想要统治宇

宙，也试图把他们的语言强加于这个宇宙。这个规划是紧在巳

别塔胡塌之前制定的。我引用两段法文翻译。第一个译者远离

人们常说的"直译性

的"舌"\，而第二个译者比较关注直译性(隐喻的，或换喻

的) ，却用"唇因为在希伯来语中唇"指我们在另一个

换喻中所说的"舌"。人们必须用众多的唇，而不是众多的舌

来称呼巴别变乱。第一个译者，即路易·塞贡， 1910 年发表了

《塞贡圣经~，他这样写道:
巴

根据他们的家族，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国家，他 |到
们的民族，这就是问的儿子们 O 根据他们的世代，他 |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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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民族，这就是诺亚的儿子们。在洪水之后，地球

上的各个民族就是从他们那里繁衍而来的。整个地球

都讲同一种语言 (tongue) ，使用同样的词语。离开出

生地后，他们在示拿地 (Shinear) 发现一片平原，便

居住下来。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呀!让我们造砖，用

火烘烤。于是，砖被用作石头，柏油被用作水泥。他

d品均ω切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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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说:来呀!我们来建一座城和一座塔，让它的顶

尖伸到天上去，我们再给自己起个名字，这样，我们

就不会分散在地球上了。

我不知道如何阐释这些物质替代或变形的典故，砖成了石

头，柏油成了沙浆。那已经类似于翻译了，一种翻译的翻译。

但我们先不要管它，来用第二个译文替代第一个。这就是舒拉

奇的译文。它发表于近代，更追求直译，几乎是逐字的直译，

这正是西塞罗在《论演说术》中告诫译者所不应该做的事情之

一。下面是他的译文:

这就是闷的儿子们

他们的同族，他们的语言(to吨ue时，

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的民族。

这就是诺亚的儿子们的同族，他们的功绩，

他们的民族:

洪水之后，地球上的民族就是从后者分化而来。

一种言而且在整个地球上:同一种语言 (li肘，

而且他们离开了东方:发现了一个峡谷，

在示拿地。

语。



他们定居在那里。

他们对同族说:

"来呀，我们造几块砖吧。

用火烘烤它们。"

于是，砖就成了他们的石头，柏油成了沙浆。

他们说:

"来呀，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吧。

让它头顶天堂。

我们给自己起个名吧，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分散在地球的表面上。"

他们怎么样了呢?换言之，上帝为什么惩罚他们呢?他给

了他的名，抑或，由于宣布了他的名，他未给任何物、任何人

命名，专有名词 "11昆乱"将是他的标志、他的封印。是由于他

们要把巴别塔建造得像天堂一样高而惩罚他们吗?由于他们要

登上最高处、登上至高无上的境界吗?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

毫无疑问;但无可争辩的是，也由于他们想要为自己命名，给

自己一个名，自己为自己建构一个名，以便聚集在那里( "我

们就不会再分散")，在一个统一的地方即刻有了一种语言

(ω吨ue) .一座塔，一个以及另一个，一个作为另一个。他惩

罚了他们，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的谱

系。下面要讲到的《创世记》仿佛出于同样的设计:建一座

塔，建一座城，用普遍的语言为自己命名(这种语言也是一种

习语) .同时建立亲缘关系:

他们说: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巴

~U 

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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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传扬我们的名，①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d二 d主ωφd移48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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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既作起这事来!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他把闪族人分散开来，分散在此就是解构:

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变乱。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上帝是出于嫉妒呢?出于对人的统

一的名和言语的愤恨，他强加了他的名，他的父名;以这种暴

力的强加，他开始了对那座塔的拆解，就像拆解普遍语言一

样;他把谱系亲缘关系分散开来了。他打破了谱系。他既强行

翻译又禁止翻译，束缚翻译，但仿佛不能成功，此后的孩子们

将担他的名，他给予这个城市的名。它来自上帝的专有名词，

来自上帝，从上帝或从父繁衍而来(据说，耶和华[Yl而HJ

是一个元法发音的名字，是从塔上传下来的) ，是他把言语分

散开来，变乱或多样化了，根据世代相传的说法，它的分散仍

然被那惟一的名所封闭，那惟一的名将始终是最强大的，那惟



一-的习语将征服-切习语。现在，这种习语自身已经有了变乱

的标记，它不适当地意味着不适当的东西，就是说，巴别，变

乱。于是，翻译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的，正如在两个绝对的

专有名词之间的间隙，努力争取名称的适当性，是必要的和被

禁止的一样。而上帝的专有名词(上帝所给予的专有名词)已

经在言语中有了很大的分化，也令人不解地意味着"变乱"。

他所宣布的战争首先是在他的名字内进行的 1 分化的，裂变

的，多价的，多义的，进行拆解的上帝。"而他战争人们在

《芬尼根守灵夜》中这样读到j。我们可以从闪和肖恩的-边追

溯这个故事的全部。在此，在直接的语境中和讲述巳别塔的全

书中他战争"不仅把无数的语音和语义线索捆束在一起，

它还(用英语)说宣战的那个人说我就是那个说我是的人，因

此也是(战争);它使自身在言语行为中不可译，至少在下面

的事实中，即它是在同一个时间用一种以上的语言表述的，至

少是用英语和德语。如果一种无限的翻译穷尽了语义根源，它

仍然可以译成一种语言，并失去"他战争"的多义性。姑且另

找个时间来解读这个不太紧迫的"他战争而谈谈翻译理论

的局限性:他们经常涉及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过搜，但

没有充分考虑到→个文本中涉及多于两种语言的复杂性。如何

翻译同时以几种语言写成的一个文本呢?如何"传达"多义性

呢?怎样才能同时以几种语言进行翻译呢?能将这种翻译叫做

翻译吗?

巴别:今天我们视其为专有名词。但这个专有名词指什

么?指谁?有时，它指→个叙事文本，讲述一个故事(神话

的，象征的，寓言的;这对眼下无关宏旨)，在这个故事中，

己不再是叙事名称的专有名词给-座塔和一座城命名，这座塔 l 巴
和这座城从一个事件得名，在这个事件中，耶和华"宣布他的|到
名"。现在，这个专有名词至少已经在三个时间对三个不同事|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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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命名，而且，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它起

到了一个普通名词的作用。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语言棍乱的起

源，习语不可简约的多元性，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作为

不可能性的必要性。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注意这样的

事实:我们正是在翻译中读到这个故事的。而在这种翻译中，

专有名词保留了它的独特命运，因为它在表面上并未被译成专

有名词。现在，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永远是不可译的，这个事实

使人得出结论，严格说来它并不属于语言，不像其他词语那样

属于语言系统，不管是被翻译的还是在翻译的。然而巴

别作为一种独特言语的一个事件，也具有一种普通意义，

一种概念的普遍性，它的出现是为了构成一个"文本"。它作

为一个双关语或泪乱的联想，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一

种语言中可以把"巳别"解作"变乱"。而从那时起，正如巴

别同时既是专有名词又是普通名词一样，混乱也成为专有名词

和普通名词了，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同音异义词，也是同义词，

但不是等价的，因为混淆二者的价值并不是什么问题。对翻译

者来说，没有满意的解决办法。依靠同位语和大写( "Over 

which he proclaims his name: B也el ， Confusion") 并不是把一种语

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它评论、解释、复述，但不翻译。它充其

量近似地繁殖，把含1昆的意思分成两个词混乱"聚集了潜

在意义，它的全部潜在意义，它的内在翻译 (internal transla

tion) ，如果可以那样说的话。这种内在翻译用所谓的原文语言

谴词造句。原叙事的语言中固存一种翻译，一种转移，它即刻

(混乱地)传达了那个专有名词的相同语义，而这是这个专有

名词作为纯粹专有名词本身所不会有的语义。事实上，这种语

言内(intrali鸣uistic) 的翻译迅速运作;它甚至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一种运作。然而，使用《创世记》的语言的人应该注意到

专有名词抹去相间概念的效果〔如Pierre (皮埃尔)中的 pi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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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 ，而这是两种绝对异质的价值或功能〕。因此，人们禁

不住要说，首先，正当意义上的专有名词并不合法地属于那种

语言;它不属于那里，尽管而且由于它的招呼才使那种语言成

为可能(没有专有名词的招呼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因此，

它只能通过让人在语言内翻译自身才能把自身刻写在语言中，

换言之，让别人用相同的语义表达阐释自身:从这一时刻起，

它就不再是专有名词了。名词 pierre 属于法国语言，在译成一

门外语时原则上应该传达它的意思。而 Pierre 却不然，它在法

国语言中的归属尚不确定，无论如何与 pierre 不是同一种情

况。在这个意义上皮埃尔" (英文为 Peter) 就不是Pierre

的翻译，就像Lond陀不是London 的翻译一样。其次，以《创

世记》的语言为所谓母语的人的确可以把巴别解作"变乱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人对专有名词的翻译是一种混淆的翻译，

不需要另一个词就传达了相同的意思。就仿佛那里有两个词，

两个同音异义词，其中一个具有专有名词的价值，另一个具有

普通名词的价值: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进行多样评价

的翻译。它是否属于雅各布森所说的那种语言内翻译或重新措

辞?我不这样认为重新措辞"涉及普通名词与普通句子之

间的变化关系。《论翻译~ (1959) 一文区别了三种翻译形式。

语言内翻译 (intrali鸣回1 translation) 用同一种语言的一些符号

阐释另一些语言符号。这显然假定必须懂得如何有力地断定一

种语言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其各种极限的可判断形式。然后是

雅各布森所利落地称之为翻译"正身"的东西，即语言间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时，它通过另→种语言阐释语言符号一一

其前提条件与语言内翻译的前提条件相同。最后是符号间翻译|巴

或变形(国nsmutatio时，它用非语言符号系统阐释语言符号。 I ~U 

对于两种非"正身"的翻译形式，雅各布森建议用定义性的同 I j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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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语和另一个词。即是说，他用另一个词翻译了第一种:语言

内翻译或"重新措辞"。第三个也同样:符号间翻译或变形。

在这两个例子中翻译"的翻译是一种定义性阐释。但就翻

译"正身即普通意义上的翻译，语言间和后巴别式翻译而

言，雅各布森并没有翻译;他重复了同一个词语言间翻译

或翻译正身"。他假定没有必要翻译它，谁都明白它的意思，

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翻译的经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语言是

什么，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关系，特别是语言的同→性或

差异性。如果存有巴别塔未曾破坏掉的一种透明性，那么，这

就是对语言的多元性和"翻译"一词的"正当"意义的经验。

就"翻译"一词的关系而言，当指翻译"正身"时，简言之，

与隐喻一样，与正常翻译的曲折变化一样，它的其他用法将处

于语言内的和不充分的翻译的位置。因此就有了正当意义上的

一种翻译和比喻意义上的一种翻译。而为了在-种语言内把一

个译成另一个，或把一种语言译成另→种语言，进行比喻意义

上的或正当意义上的翻译，就必须进入一个过程，很快看到这

种令人安心的三分法是有问题的。很快在发出"巴别"这个词

的音的时候，我们感到不可能决定这个名称是否正当地简单地

属于一种语言。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场争取名分的斗

争中发挥了作用，这场斗争是在追溯谱系渊源时进行的。为了

"给自己命名

人想要把理性带给世界，而这种理性既意味着殖民暴力(因为

他们可能会因此普及他们的习语)，同时又意味着人类群体宁

静的透明性。相反，当上帝强加他的名和反对他的名时，他打

破了理性的透明性，但也干扰了殖民暴力或语言帝国主义。他

决定了它们要被翻译的命运，他让它们屈从于→种必要而又不

可能的翻译法则。他以可译而又不可译的名一下子传达了一个

普遍理性(这个理性将不再屈从于特殊民族的统治)，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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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限制了它的普遍性:被禁止的透明性，不可能的单声部。翻

译成了法则、职责和债务，但却是不再能卸掉的债务。巴别的

名称标志着这种无力偿还的债务:它翻译，但不翻译自身，属

于但又不委身于-种语言，使自身向自身拖欠一种无力偿还的

债务，就像拖欠别人的债务一样。这就是巴别式的语言表现。

这个独特的例子，既是原型的又是寓言的例子，可以用来

介绍全部所谓翻译的理论问题。但是，任何理论化，仅就它产

生于语言内部而言，都不能控制巳别式的语言表现。正因为如

此，我在此才不用理论模式，而试图用我自己的方式翻译另一

篇论述翻译的译文。前面所述本应该把我引向瓦尔特·本雅明

的一篇早期文章，即莫里斯·德·冈迪拉克翻译的《论语言本身

和人的语言} (1916) ((神话与暴力}，巴黎:丹尼尔， 197 1)。

那篇文章显然援指了巴别塔，掺有论专有名词和翻译的话语。

但在我看来，就那篇文章公开的谜一般的性质，其丰富的意义

和多元决定性，我不得不推迟对它的解读，而只限于《翻译者

的任务} (也由冈迪拉克所译，集于同一个集子中)。其难度无

疑不小子那篇论语言的文章，但其逻辑较清晰，主题较突出。

这篇论翻译的文本也是为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的译本所

作的序，而我则喜欢用冈迪拉克的法译本。然而，翻译一一-对

这个文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尤其是其基本主题吗?

文章题目的第一个字就交代了"任务" (A鸣曲e) ，总是

注定要完成的(由其他人所赋予的)使命、承诺、职责、责

任。这里已经突出了→条法则，翻译者必须为之负责的→条法

令。他还必须完成这项任务，这项口I能意味着过错、过失、错

误、甚或罪过的任务。我们将看到，文章把一种"调和"作为

地平线。而话语中繁殖谱系主题和典故-一或多或少具有形而 l 巴
上学意义-一的→切都用来传播-颗家族种子。翻译者欠下了 I gU 
债务，他在自己眼里是一个身陷债务的翻译者;他的任务是偿 I t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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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陀nder) ，偿还一定是已经给了他的东西。在与本雅明的标

题相一致的词语中 (Aufgabe，职责，使命，任务，问题，所

分配的任务，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必须要偿还的债务)，从一

开始就有 Wiedergabe ， Sinnwiedergabe 的意思，即归还( restitu

tion) ，意义的归还。如何理解这种归还、甚或这种偿还呢?仅

仅是归还意义吗?那么，这个领域中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姑且保留起才能和债务这些词，而且是完全可以宣布无力

偿还的一笔债务，因此产生一种"转移对处于翻译位置的

人来说，无论是谁，都会对所要翻译的文本(我说的不是原文

的署名者或作者)，对语言和书写，对封闭"原文"作者与其

自己语言的联姻的约束和爱，产生爱和恨。在该文的核心，本

雅明谈到了那种完全不可能的归还:一个谱系场面上的无力偿

还的债务。该文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语言间的"亲缘性这已

不再是 19 世纪历史语言学的-个分支，尽管不是这种语言学

所彻底陌生的。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想到了历史语言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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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本雅明刚好引用了马拉美的话，他引用的是法语，在他自

己的句子中留下了一个拉丁语，冈迪拉克在那页的底部加了

注，表明 6'genius" 这个词不是译自德语，而译自拉丁语 (in

genium)。当然，他无法再用该文的第三种语言，马拉美的法

语，本雅明已经评估了马拉美的不可译性。况且:如何翻译一

个同时用几种语言写成的文本呢?下面就是论述无力偿还的债

务的那段话(我引用的都是法语译本，因为我对该译本中不时

出现的德文很满意，它们能支持我的观点) : 

然而，哲学和翻译并不像伤感艺术家所断言的都

是徒劳的 o 因为存在着一种哲学天才，其最显著的特

点是缅怀在翻译中自行显现的那种语言。



Les 1臼喀ues imparfaites en cela que plusieurs , m缸1甲lé

la supreme: penser étant écri陀 sans accessoires ni chuchote

ment , mais tacite encore l'immortelle p缸。le ， la diversi悦，

sur terre , des idioms empêche personne de profêrer les mots 

qui , sinon ，肥 trouveraient , par une frappe unique , elle-

même matriellement la vérit岳.

如果马拉美的这些话所唤起的现实可以全部应用

于哲学家，那么，自身携带着这种语言的种子

(Ktlimen) 的翻译就处于文学创造与理论之间。翻译

的工作只是一种低级调节，但也能给历史留下深刻的

印迹。如果这就是翻译者的任务，那么，完成这一任

务的道路就可能模糊起来，变得越发不可渗透。我们

还要说:关于翻译中包括的这项任务，即使一种纯粹

语言的种子成熟起来的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似乎不可能有能定义它的结论。如果归还意义不再是

标准，那么这难道不是剥夺了它的基础吗?

本雅明首先放弃了对马拉美的翻译;他让这段话像→个专

有名词的大奖章一样在文本中闪闪发光。但这个专有名词却并

非全然无足轻重;它不过是进入一个整体，它的意义在没有任

何损害的情况下是不能转入另→种语言的(这里 Sprache 没有

译，因此没有丢失什么)。在马拉美的文本中，成为专有名词

因而是不可译的效果与其说与名称或充足的真实性相关，毋宁

说与独特的表现力相关。于是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俊不再|巴
把意义的归还作为标准，翻译的阵地不就马上缩小了吗?这|剧

里，有问题的是普通的翻译概念:它暗含着这个归还过程，其|磨

必 dω伽移卢咽站出 M组;- I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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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最终还是恢复最初所给予的东西，人们以为所给予的东西

就是意义。现在，当我们试图把归还的价值与成熟的价值一致

起来时，事情就变得模糊了。如果恢复所给予的意义不再是规

则，那么成熟是根据什么理由、在那个地方发生的呢?

种子成熟的典故相似于生机论的或遗传学的隐喻:那么，

这个典故就支持了似乎主导这个文本的谱系或渊掠语码。事实

上，这里似乎有必要颠倒这个顺序，而识别出我在别处建议称

为"隐喻灾难"的东西:当用"生命"或"家庭"这些熟悉价

值谈论语言和翻译时，我们起初决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而

首先开始于一种语言的概念，及其在翻译中的"生存这样，

我们才接近了生命和家庭观念的意思。本雅明公开进行了这种

颠倒。他的序(我们不要忘记:该文是一个序)不停地重复种

子、生命、尤其是"生存"等价值。( Uberleben 与 Ubersetzen

具有一种本质关系)那么请看，在接近开头的地方，本雅明似

乎用了一个明喻或隐喻一一它以"正如……"开始一一一而后，

一切便都围绕 Uberleben ， Ubersetzen 、Ubertrngen 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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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命的各种显示都与生存密切相关而又不意

指为生存的任何事物一样，翻译也从原文开始。实际

上，与其说从其生命毋宁说从其生存(Uberleben) 开

始。因为翻译在原文之后到来，而对在诞生时没有发

现其命定译者的重要作品而言，翻译则标志着其生存

的阶段( F ortleben. 这次，生存是作为生命的延续，

而不是死后的生命〕。那么，正是基于这个简单的没

有任何隐喻的事实，才有必要考虑艺术作品的生命和

生存问题。

根据似乎是黑格尔的一个图式，在非常有限的一段话中，



本雅明呼吁我们考虑生命，从精神或历史开始，而非仅仅从

"有机的肉体存在"开始。当"生存" (精神，历史，作品)超

越了生理上的生死时，就有了生命恰恰是在一切事物中识

别出历史，而非仅仅是历史背景时，人们才公正地对待生命的

概念。因为生命的领域是从历史，而非从自然开始的，……因

此，它最终也将受到历史的限制。所以，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

理解从这种生命开始的全部自然生命，而在更大的引申意义

上，这就是历史的生命。"

从标题来看←一姑且论述一下这个标题，本雅明认为这个

问题是翻译者的问题，即摆在自己面前的一项任务，而不是翻

译的问题(顺便提及，而且是不可忽视的，也不是女译者的问

题)。本雅明没有说翻译的任务或问题。他把翻译的主体称为

负债的主体，已经负有了责任，已经处于后代的位置，作为谱

系的幸存者，作为生存的幸存者或代理，而进入后代的位置。

作品而非作者的幸存。或许是作者的名字和签名，而非作者本

身的幸存。

这种幸存比之生存给予更多的生命。作品不仅活得更长，

而且活得更好，超越了作者的生存手段。那么，翻译者是否是

负债的接受者，服从于才能、服从于原文给定的东西呢?决

不。这有几个理由，包括下面的理由:债务的约束或义务并不

在给予者与接受者之间，而在两个文本之间(两种"生产"或

两种"创造"之间)。这在序的开始时就一目了然了，而如果

想要找出序的主题，下面是作为样本而粗略分离出来的几个:

1.翻译者的任务并不是从接受的角度宣布或规定的。翻

译的理论就实质而言并不取决于接受理论，尽管反过来有利于

这样-种理论的详尽阐述和解释。 巴

2. 翻译的本质不是交流。本雅明认为，翻译和原文一样|到

会引起各种争议，在原文与译文、被翻译的与在翻译的之间存|理

d后 dω向移户相加挣脱 157



ιJ&句钱其

有一种严格的二重性，尽管他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他感兴趣的

是诗歌或神圣文本的翻译，而从这里产生出翻译的本质。整篇

文章在诗歌文本与神圣文本之间展开，从第一种回归到第二

种，后者标志着所有翻译的理想，是纯粹可译的:神圣文本的

内在线性译文，是所有可能的翻译的样板或理想 (Urbild) 。那

么，第二个主题就是:无论对诗歌文本还是对神圣文本，交流

都不是本质的。这里直接涉及的问题不是语言的交流结构，而

是有关一种可交流的内容的假设，这种可交流的内容严格区别

于语言的交流行为。 1916 年，对语言的"资产阶级观念"和

符号论的批判已经把矛头对准了那种分配:手段、对象、受述

者。"不存在语言的内容。"语言首先交流的是它的"可交际

性" ( {论语言本身> 85)。可以说，话语已经打开了它的述行

维度吗?无论如何，这警告我们不要急于行事:分离出《翻译

者的任务》中的内容和主题，将其翻译出来，但不是作为注定

保证作品生存的一种专有名词的签名。

3. 如果在被翻译的文本与在翻译的文本之间的确存在着

"原文"与译文的关系，那也不是再现的或再生产的。翻译既

不是镜像也不是拷贝。

既然有这三点警告(不是接受，不是交流，也不是再现) , 

那么翻译者的债务和谱系又是如何构成的呢?或者说，有待翻

译的东西又是如何成为有待翻译的东西的呢?

姑且遵循生命或生存的线索，无论在哪里，它都传达亲缘

性运动。本雅明向接受论提出挑战时，并不是要全面否定接受

的相关性，而且无疑为文学的接受理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

他首先要回到他仍然称作"原文"的东西的权威上来，不是因

为它生产了接受者或其翻译者，而是因为它要求、委托、请求

或命令他们建立法则。这里，显得最不平常的东西就是这个要

求的结构。它是通过什么表达出来的?在文学-一更严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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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诗歌一一文本中，它不是通过所言说的、所表达的、所

交流的东西，不是通过内容或主题。在这个语境中，本雅明还

在说"交流"或"表述" ( Mitteilung , Auss咱时，他显然在谈论

交流的内容而非交流的行为可一部文学作品‘说， CDich

tung) 什么呢?交流什么呢?对于理解它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

么。它的本质不是交流，不是表述。"

因此，这个要求似乎是通过形式提出来的，实际上是通过

形式建构的。"翻译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法则首先存在于

原文之中。不妨重申，这条法则首先把自身确立为一个强烈要

求，授权、委托、规定、分配任务的一个要求。关于这条作为

要求的法则，可以提出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问题。第-个问题:

在全体读者当中，作品是否总能找到称职的翻译者?第二个问

题:本雅明说的更贴切的问题(仿佛这个问题使第一个问题更

贴切，而我们将看到的却有所不同) : "就本质而言，它(作

品)是否承载着翻译，如果是一一与这个形式相→致一一，那

么，它是否要求翻译?"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性质或模式不可能是相同的。第一个

是有问题的，不必要的(称职的译者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

现，但即使不出现，也改变不了产生作品的那个命令的结构，

丝毫改变不了那个要求)，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才是逻辑上真实

的:必要的，先在的，可展示的，绝对的，因为它产生于原作

的内在法则。原作要求翻译，哪怕没有翻译者，哪怕没有人适

于执行这个命令，但原作的结构中同时存在着要求和欲望。这

个结构就是生命与生存的关系。这种对作为翻译者的他者的要

求，本雅明将其比作生命中某一难以忘怀的瞬间:它作为难以

忘怀的瞬间被经历过了，它的确难以忘怀，即便事实上忘怀最|巴
终是必不可免的。它将是难以忘怀的一一它具有本质意义，具|到
有逻辑上真实的本质:忘怀只是偶然地发生于这种难以忘怀 1 j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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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这种难以忘怀性的要求一-一在此是构成性的一--一点也

不受有限记忆的损害。同样，对翻译的要求也决不由于未得到

满足而忍受痛苦，至少不由于它就是作品的结构而忍受痛苦。

在这个意义上，生存的维度就是先在的一一死亡丝毫不能改变

它。死亡也不能改变贯穿原作的那个要求(Forderu吨) ，对此，

只有"上帝的想法"才能响应或与之对应( entsprechen)。翻

译，翻译的欲望，在没有与上帝的想法相对应的情况下是不可

想象的。 1916 年的文本已经提到了翻译者的任务，这个任务

是响应语言才能和命名才能( "Gabe der Sprache ," "Gebung des 

Namens勺的，在此，本雅明提到了上帝，提到了一种对应性，

使得翻译所涉及的语言之间的对应成为可能，或予之以保证。

在这个狭隘的语境中，也存有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沉默与言

说、无名与可命名之间关系的问题，但其公理无疑适于所有翻

译这种翻译的客观性在上帝那里得到保证"。 (冈迪拉克

91)这笔债务从一开始就在"上帝的想法"的空六中铸成了。

奇怪的债务，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如果作品的结构是

"生存那么，这笔债务就与原文本假设的一一文本的已死的

或活着的，死人或"僵尸"的一一主体-作者没有什么关系

了，而与别的东西有关，它代表着原文本的内在性的形式法

则。这样，这笔债务就不带及到恢复或拷贝好形象的问题，不

涉及对原文的忠实再现的问题:后者，幸存者，本身就在转换

的过程之中。原文在改变自身的过程中奉献自身;这个礼品并

不是所给的物体;它在变化中生存和继续生存原文在生存

中被改变，而这种生存如果不是指活的东西的变化和更新，那

就名不副实了。甚至已经固化了的词语也仍然有一种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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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的机体或种子的后成熟 (Nadu它ife) :这不仅是一

个隐喻，其原因上面已经陈述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语言的



历史被定义为"成长各种语言的神圣成长。"

4. 如果翻译者的债务既不是拖欠给作者的(作者即便活

着，但由于其文本具有一-个生存结构，也等于死了)，也不是

拖欠给必须再生产或再现的一个模式的话，那么，他拖欠的是

什么债务?谁的债务呢?如何给这个什么或谁命名呢?如果不

是文本的己死或还活着的有限作者，那么，这个专有名词又是

什么呢?谁是这个作如此承诺的翻译者?他也许在对自己做出

承诺之前就已经对别人做出承诺了。至于文本的生存，既然翻

译者已经与有限和必死的生产者(其"作者")处于同-种境

遇，那就不是他，不是作为有限和必死之存在的自己。那么是

谁呢?当然是他，但是以谁或什么的名义呢?这里关键的问题

在于专有名词。在生者的行为似乎对文本在翻译一-被翻译和

在翻译-一中的生存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非常有必要突出专有

名词的签名，不能轻易地将其从契约或债务中抹除。我们不能

忘记巴别塔指的就是为名、为语言或口舌的生存而进行的一场

斗争。

巴别塔每一个瞬间都从高处监督和震撼着我的阅读:我翻

译，我翻译莫里斯·德·冈迪拉克翻译的本雅明的一个文卒，而

这又是本雅明给一个译本写的序言，借口表明每一个翻译者都

做了哪些承诺，如何做的承诺一一一并顺便指出了他所要表达的

主要内容，即不可能有翻译的翻译。对此必须牢记在心。

回顾这-奇怪的境遇，我不希望仅仅或本质上只作→个过

客。没有比翻译更严肃的东西了。我倒希望表明这样-个事

实，即每一个翻译者都有资格谈论翻译，他所处的不是第二或

次要的位置。如果原文的结构要求翻译，那就已经定下了这样

一条法则，即原文一开始就负债于翻译者。原文是第一个负债|巴
者，第→个请求签名者;它从一开始就缺乏什么，就请求翻|到
译。这个要求不仅是对巳别塔的建造者们提出来的，他们想要|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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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一个名，建立一种自己翻译自己的普遍语言;而且也制

约着巳别塔的解构者:由于给了自己的名，上帝也要求翻译，

不仅在突然变得繁多和海乱的语言之间，而且首先要求翻译他

的名，他所宣布的、给出的名，应该将其译作有待理解的海

乱，从而让人明白翻译是很难的，理解也是很难的。在他把律

法强加给那个部族，把他的律法与那个部族的律法对立起来

时，他也在请求翻译。他也是负债者。即便在禁止翻译时，他

还在请求翻译他的名。因为巴别塔是不可译的。上帝为他的名

哭泣。他的文本是最神圣的，最具诗意的，最创新的，因为他

创造了一个名，将它给了自己，但仍然未留给他什么力量和财

富;他需要一个翻译者。如在莫里斯·布朗肖的 La folie du jour 

中一样，律法如果不要求被解读、被破译、被翻译就没有约束

力。它要求转移(Uberleben 和 Ubersetzen 和 Ube由百gen)。这种

双重约束力就在律法之中。甚至在上帝之中，而且有必要勇敢

地接受这个结果:以他的名。

由于双方都无力偿还，这笔双重债务在名字'之间消逝。它

先验地超越名字的承载者，如果承载者指在名字幸存之后消失

的必死的身体的话。那么，我们说，一个专有名词既属于语

言，又不属于语言，确切地说，甚至不属于有待翻译的全部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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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并不涉及活着的主体，而涉及位于语言边缘的名字，

严格说来，标志着前面提到的活着的主体与其名字的契约关

系，因为后者始终处于语言的边缘。这将是有待从→种语言译

成另一种语言、从专有名词的这个边缘到另一个边缘的翻译的

特点。几种语言间的语言契约是绝对独特的。首先，它不是一

般所说的语言契约:保证一种语言的机制，其系统之统一性，

以及在这方面约束一个社区的社会契约的契约。另一方面，一

般认为，为了发挥效用或着手做些什么，契约必须用→种语言



写成或诉诸于-种已经给予而没有任何剩余的可转让性(如外

交或商业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语言的多元性加以绝

对控制。相反，两种外语之间的契约是从事一种可能的翻译，

这种翻译以后将授权每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契约。这一独特契约

的签名元须任何书面文献或记录:但却作为踪迹或特点而发

生，而即便其空间不具有任何经验或数理的客观性，这也同样

发生。

这个契约的概念是独特的，非同寻常的，不可能按照普通

契约的泡畴来考虑:古代法典可能会称之为超验的，因为它实

际上使每一种普通契约成为可能，最初的形式就是在单一习语

的限阔内签订的语言契约。另一个名称也许是指语言的起源。

不是一种语言的起源，而是各种语言的起源一一单个语言之前

的多种语言。

这种超验意义上的翻译契约就是契约本身，绝对的契约，

契约的契约形式，使契约成其为契约的契约。

还有人说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是这种契约的前提吗?或者说

这种亲缘关系为契约提供了第一个契机吗?人们在这里看到了

一个古典的循环。无论何时，只要追问语言或社会的起源，这

个循环就开始旋转。经常谈论语言间亲缘关系的本雅明根本不

是比较语言学家或历史语言学家。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语系，

毋宁说是更加本质的、更加难解的关联，不能肯定先于待译文

本之特点或契约的一种亲和性。也许甚至这种亲缘关系，这种

亲和性 (VeIW阳也chaft) ，也像是通过翻译契约达成的一种联

合，它所关联的生存并不是自然生命、血缘或经验的共生关

系。
巴

这种发展，如同一种创新的和升华的生活一样到
是由一种创新的和升华的终极性所决定的。生活和终 l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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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极性一一一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几乎是

东| 认识所不及的，就生命行为全部独特的终极性而言，
特| 只有当不在正常的生活领域而在更高的层面上追求生
在| 活目标时，二者间的关联才自行显现出来。全部终极
明| 化了的生命现象，如同它们的终极性一样，其终极目

标毕竟不是生命，而是本质的表达，意义的表征

( Darstellung) 0 因此，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表达语言间

最亲密的关系。

翻译不是要说这说那，不是要转达这种内容或那种内容，

不是要交流如此负荷的意义，而是要重新标明语言间的亲和

性，展示其自身的可能性。而适于文学文本或神圣文本的这种

翻译也许限定了文学文本和神圣文本摞于同一根源的本质o 我

说"重新标明"语言间的亲和性以称呼一种"表达"的陌生性

( ..表达语言间最亲密的关系")，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表现

也不简单是别的什么。以一种全然期待性的、宣告性的，几乎

是预言性的模式，翻译呈现了这种表现中从来不呈现的一种亲

和性。人们不免想到康德不时限定的与崇高的关系:一种表现

不足以表现从未得到表现的东西。下面是本雅明曲径通幽的话

l吾:

它[翻译]不可能自行揭示这种隐藏的关系，不

可能恢复( herstellen )这种关系;但翻译能再现

( darstellen) 那种关系，在其种子或其内涵中实现那

种关系。而通过其努力、通过其恢复的种子而对一个

所指的再现，是一种全新的再现模式，在非语言生活

的领域里几乎没有等同物。因为后者在类比和符号中

拥有除内涵之外的各种指涉，即期待性的、宣告性的



实现。但我们考虑到的这种关系，语言问的这种亲密

关系，是原始聚敛的那种关系。它表明:语言相互间

并不陌生，而是先验地从全部历史关系中抽取出来，

在它们所意指的东西中相互关联。

整个亲缘之谜都聚集在这里了。"它们所意指的东西"意

指什么?而普通表现模式中未呈现任何东西的这种表现又如何

解释呢?

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名称、符号、真理、字母。

该文以及 1916 年的文本的-个奠基性基础是命名理论。

语言首先是从词和命名的特权开始的。顺便提及，这是非常有

力尽管不是结论'性的断言翻译者的基本因素"是词，不是

句子，不是句法表达。本雅明提出了-个奇异的"意象"作为

思想食粮:句子(Satz) 将是"挡在原文语言前面的那堵墙

而词，逐字翻译的词，将是"拱廊"。墙在支撑的同时也在隐

藏着什么(它挡在原文的前面) ，而拱廊则在支持的同时让光

线通过，于是原文显现出来(我们离巴黎拱廊已经不远了)。

词的这个特权显然支持命名的特权，以及专有名词本身的特

权，这是翻译契约的要素和可能性。它向翻译的经济问题敞

开，元论是作为专有名词的规则的经济问题，还是作为量的关

系的经济问题(翻译是把一个专有名词转换成几个词、转换成

一句话或-个描写吗?)。

有一种有待翻译的东西。它从两个方面分配和制订契约。

它所承诺的不是位于语言边缘作为专有名词的作者，它的本质

承诺既不是交流，不是再现，也不是履行已经签署的承诺，而

是签订契约，产生合同，也就是生产符号 (symbolo时，在某种|巴
意义上，本雅明并未指明这个术语的意思，而只暗示了它的意|到

思，毫无疑问这是用 amphora (陶罐)作比喻，从→开始，我 l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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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怀疑这个陶罐隐喻带有普通隐喻的意思。

如果翻译者既不恢复也不拷贝原文，那是因为原文靠自身

生存，并改造自身。翻译的确是原文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刻，

原文在扩大自身的过程中完成自身。是的，原文的确如此，而

且正是在这里种子"的逻辑自行呈现在本雅明的心头，成

长并不导致任何方向的任何形式的形成。成长必须有成就、充

实、完整 (Ergänzung 是最频繁出现的术语)。而如果原文需要

补充，那是因为在原出处它就不是没有缺点，就不是完整的、

总体的、与自身认同的。有待翻译的原文从一开始就跌落、流

亡。翻译者必须赎罪( erlωen) 、免罪、解除，试图免除他自

己的债务，而那归根结底都是同一笔债务一一而且是无底洞。

"用自己的语言拯救被放逐在外语中的纯语言，通过重写拯救

被囚禁在作品中的这种纯粹语言，这就是翻译者的任务。"翻

译是诗意地重写 (Umdid阳ng)。我们且来看一看翻译所解放的

那种"纯语言"的本质。但首先要看到，这种解放本身假定翻

译者是自由的，这本身与那种"纯语言"没有什么关系;而它

运作的解放最终将懵越翻译语言的界限，反过来改造那种语

言，因而必将使语言发展、扩大、成长。由于这个成长也是要

完成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符号，所以它不繁殖:它近似于增

加。于是便有了这个双重明喻( Vergleich) ，所有这些转折和

隐喻补充 (1) "正如切线与圆相接只在一瞬间、只在一点上

一样，正如恰恰是这一接触，而非那个点，赋予切线以法则，

并根据这个法则，它以直线形式无限延伸一样，翻译也只在一

瞬间内接触原文，而且只在一个无限小的意义点上，继而根据

语言自由运动中的忠实法则正常发展。"每当谈起翻译过程中

两个文本之间的接触时，本雅明都称其为"瞬间" ( flüchtig) 。

至少在三个场合，这种"瞬间"性得到了强调，而且总是为了

确定与意义相接触的位置，语言几乎轻拂而过的那个元限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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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点( ..语言间的和谐在这里如此深切(在荷尔德林翻译的

索福克勒斯译文中)，以至于意义就像一只风琴那样被语言之

风吹拂"J 。这个无限小的意义点是什么呢?用什么标准来评价

呢?这个隐喻本身既是问题又是答案。下面是另一个隐喻，即

那个陶罐，它不再关心一条直线的无限延伸，而关注连接一个

碎片的断线达到扩展的效果。 (2) ..正如一个陶罐的碎片一样，

如果能够重构成整体，那么各个碎片的每一个最小的细节都必

须接合，但不必完全一致，所以，翻译不是要恢复类似于原作

的意义，而应该在爱的运动中充分细致地把原文的意图模式传

入自己的语言。因此，正如那些残骸被认作是同一个陶罐的碎

片一样，原文和翻译作为-种更大语言的碎片也是可辨认的。"

我们且来看一看这种爱的运动，在翻译中起作用的爱

(liebend) 的姿态。它不繁殖，不恢复，不再现E 至于本质，

它不传达原文的意义，除非在接触或轻拂的点上，即无限小的

意义点上。它延伸语言的身体;它对语言进行象征性的扩展，

而象征在此的意味，不管所恢复的多么微乎其微，那个更大

的、新的更大的集合，仍然是要重构什么。它也许不是-个整

体，但却是一个集合体，其中，开放性并不与统-性相矛盾。

正如引发人们(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和海德格尔)对词与物进

行诸多思考的瓮一样，陶罐也是与自身相一致的，尽管是向外

部开放的一一而这种开放性打开了统使统一成为可能，并

禁止总体性。其开放性允许接收和给予。如果语言的发展也要

在不再现的情况下进行重构，如果那就是象征的话，那么，翻

译能要求真实吗?真实-一一这仍然是所规定的翻译法则的名称

吗?

这里我们触及到翻译的极限一一无疑是无限小的一点。纯|巴
粹不可译的与纯粹可译的在此相互交汇一一而本身就是"物质|剧
的"真实。 I t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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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一词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翻译者的任务》中。我

们不必急于谈论它。对翻译来说，问题不在于真实与否，因为

它可能与其模式即原文相一致，或忠实于它。对原文甚或对翻

译来说，语言对意义或对现实的充分性，或再现事物的充分

性，也不是问题。那么，真实的名下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那

样新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象征"。要记住那个隐喻，或那个 arn

metaphor: 当翻译和原文接合碎片时，二者不管多么不同，也

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在生存过程中构成了一种更大的语

言，也改变了它们自身。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翻译者的母语也

改变了。这至少是我的阐释一一我的翻译，我的"翻译者的任

务"。这是我所说的翻译契约:处女膜或婚约，生儿育女的承

诺，其种子将产生历史和发展。以研讨班为形式的婚约。本雅

明说得很清楚，在翻译中，原文扩展了;它扩展自身而非繁殖

自身一一我还要加上一句:像孩子一样，无疑是它自己的孩

子，但却有自己独立说话的权力，这样，孩子就不是屈从于繁

殖法则的一个产品。这一承诺暗示一个王国的出现，它既是

"希望的乐土，又是禁地，语言将在那里得到调和和圆满。"这

是分析作为模式的神圣书写和→切书写，无论如何是正待翻译

的一切书写之极限时流露出来的最具巴别意味的音符。神圣书

写和正待翻译的文本并非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委身于思想。它

们在同一极限的边缘上相互生产。

翻译从未到达、触碰、足踏过这个王国。有一些不可触碰

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调和只是个许诺。但许诺并非空谈，

不仅仅标志着有待于完成的它所缺乏的东西。作为承诺，翻译

已经是一个事件了，而且是契约的决定性签名。无论受到重视

与否都不能阻止承诺的发生，都不能阻止它留下记录。翻译设

法做出调和的承诺，设法谈论它，向往它或使它成为向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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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翻译是一次罕见的和著名的事件。

在接近真实之前还有两个问题。如果确实存在着不可触碰

的东西，那它都包括什么呢?本雅明的这样一个隐喻或aIl1-

metaphor 为什么使我想到处女膜，更清楚地想到婚礼服呢?

1.始终未受触碰的、触摸不到的、不可触碰的

(u出eriihrbar) 东西，就是吸引翻译者和指点翻译者迷津的东

西。他想要触碰不可触碰的东西，即在抽取出可交流的意义，

传达了所能传达的意义，实际上是所教授的意义之后，文本所

剩下的东西(记住，这是无限小的接触点) :在冈迪拉克的翻

译之后，本雅明的文本仍然还有一些不可触碰的残余，而在我

的运作之后，仍将完好无损。不管翻译之艰辛，不管多么贴切

忠实，但仍然完好元损。贴切在这里并不重要。如果敢于冒险

提出表面上如此荒唐的-个命题，那么，当翻译者走过之后，

文本更加完好无损，而处女膜，处女的符号，在另一个处女

膜，即签署的契约和圆房的婚姻之后，将更加嫉恨自身。象征

性的完整最终不会发生，而婚姻的许诺将在使其更加明显和不

可替代的东西中得以实现一-这就是翻译者的任务o

可还是那个问题:不可触碰的东西都包括什么呢?我们再

来研究-下那个隐喻或 runmetaphors，即 Übe由唔U鸣:en，翻译和

翻译的隐喻，翻译的翻译(Übe巾吨U咱en) 或隐喻的隐喻。我

们且来研究一下本雅明的这些段落。这里的第一个比喻就是果

核与果壳的比喻，果实与果皮的比喻( Kern , Frucht/Schale) 。

它最终描写的区别是本雅明从来不想放弃甚至不屑于追问的那

种区别。人们通过下面的事实识别出果核 z 果核(原文)可以

生产翻译和再翻译。而翻译却不能。由于果核抵制它所吸引的

翻译，所以，只有果核才能把自身奉献给进一步的翻译运作， 1 巴
而不使自身消耗殆尽。至于内容与语言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本|到

质与形式的关系，是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一-在这里无关紧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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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语境中，本雅明把内容( Gehald) 与语言( Sprache) 

对立起来〕一一不同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首先，其统一性正

如果实与果皮、果壳或外皮之间那样稠密、严密、紧密。不是

说它们不可分割一一人们有权区分它们一一但它们属于一个有

机整体，而在这里使用植物的、自然的、自然主义的隐喻并非

必多功ω仰ψ70 

论
E
m
特
·
本
挂
明

没有意义:

它[翻译中的原文]从未完全实现这个王国，但

正是在那里发现了使翻译多于交流的东西。更确切

说，在翻译中，可以把这个本质的核心定义为不可译

的东西。因为，就人们为了翻译而抽取出来的交流内

容而言，总是还有一些不可触碰的东西，真正的翻译

者的作品就是以此为指向的。它不是可传达的，如原

文的创造性词语一样，因为这种内容与语言的关系在

原文中和翻译中是截然不同的。在原文中，内容和语

言构成了一个确定的整体，就像果实和果皮一样。

且来进一步切分这个序列的修辞。不能肯定本质的"果

核"和"果实"指的是相同的东西。本质的果核在翻译中是不

可译的，它不是内容，而是内容与语言之间、果实与果皮之间

的紧密依附。这似乎奇怪或前后矛盾(在果实与果皮之间怎能

放置果核呢?)。毫无疑问，有必要认为果核首先是坚硬的位于

中央的整体，它把果实托给果皮，也托给自身;而最重要的，

由于位于果的心脏，所以果核是"不可触碰的不可及的，

看不见的。果核是第一个隐喻，用来比喻第二个隐喻中两个术

语的统一的。但还有第三个，但这次却是一个没有自然出处的

隐喻。它关系到翻译中内容与语言的关系，而不再是原文中内

容与语言的关系了。这种关系是不同的，我并不认为坚持这种



不同，说这恰恰是艺术品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屈服于艺术品。

本雅明似乎为修辞或教学的方便起见而顺便提及的究竟是什么

呢? "翻译的语言就好比大皱槽的皇袍包裹着内容。因为翻译

是高于自身的一种语言的能指，因此，在与自身内容的关系上

仍然是不充分的、牵强的、陌生的。"这是非常美、非常美的

翻译:白色毛皮，皇冠，节杖和君王的标志。国王的确有一个

身体(而这里不是原文，而是构成所译文本之内容的东西) , 

但这个身体只是许下的一个诺言，由翻译所宣布和掩盖的诺

言。衣着合体，但并不紧密地依附于国王的身体。这不是弱

点:最好的译文相像于这件皇袍。它与身体相分离，但却又与

之相接合，正与之相交但还未圆房。人们当然可以给这件皇袍

刺绣，这对于这种翻译的隐喻翻译是必要的。比如，人们可以

把这个隐喻与果壳和果核的比喻对立起来，正如人们可以把技

术与自然对立起来一样。一件衣服不是自然的;它是织品，甚

至-一一另→个隐喻的隐喻一-是一个文本，而这个艺术文本恰

恰出现在象征性契约的一边。那么，如果原文要求翻译，那么

果实，如果不是果核的话，就坚持要成为将穿上新衣的国王或

皇帝:在其巨大的皱榴之下，人们可以想象他是裸体的。毫无

疑问，皇袍和皱槽使国王免受风寒或自然的袭击;但最重要的

是，它和节杖一样，是律法的最明显标志。它是权力的象征，

是制定律法的权力的象征。但可以推断，最重要的是皇袍之内

的东西，就是说，国王的身体，暂且不说他的阳具，正是围绕

这个阳具，翻译才饶唇咋舌，起皱打槽，模式铸型，镶边加

衬，刺图绣案。但它总是宽松地与内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2. 这件皇袍或多或少与国玉的身体接合了。但至于皇袍

下面走动的是什么，那就很难把国王与其皇族配偶分离开来|巴
了。这是一对配偶(国王的身体与他的皇袍，内容与语言，国\ ~U 
王与王后) ，他们制定律法，从这第一个契约开始，保证每-1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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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契约的履行。我之所以想到了婚礼服，原因就在于此。我们

知道，本雅明并未非得指向我的翻译的取向，总是把他置于翻

译中加以解读。虽然或多或少地保持忠实，但我还是随意利用

了原文的内容，也同样随意利用了它的语言，现在对我来说，

原文与莫里斯·德·冈迪拉克的翻译没什么两样。我已经加上了

另一件袍子，更加飘拂，但难道这不是所有翻译的最终目的

吗?如果翻译注定到来的话，那至少是这样。

尽管果壳和皇袍这两个隐喻是有区别的(皇袍，在别人以

为袍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地方，他用了一个"皇"字) ，尽管

自然和艺术是对立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内容与语

言的统一，一个是自然统一，另一个是象征性统一。这种统一

仅仅在翻译中表示一种(在比喻意义上)更加"自然的"统

一;它承诺产生一种较具原创性、几乎是崇高的语言，崇高到

膨胀的程度，致使这个承诺本身一-也就是翻译一一依然是不

充分的，暴力的，牵强的和陌生的。这个"破裂"废除、甚至

"禁止"每一个翻译的翻译，每一次"传达正如法文的译文

所说:词也和传达一样进行传达和隐喻位移的嬉戏。而

出e由B伊鸣一词在几行之后再度出现:如果翻译把原文"移

植"到另一个语言领域，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个领域

更明确，那么，它就可能不再被任何其他"传达"位移，而只

在现场"更新其他部位"。不存在翻译的翻译;这是公理，没

有这个公理，就不会有《翻译者的任务》。如果要打破这个公

理，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就会触碰不可触碰之不可触碰的

东西，就是说，保证原文依旧是原文的东西。

这与真理不无关系。真理显然超越每一种翻译的翻译，超

越每一种可能的翻译的翻译。真理不是原文与翻译之间的表征

对应，甚至不是原文与某-外在客体或意指过程之间的基本对

应。真理恰恰就是纯语言，其中，意义和字母不再分离。如果

必;~/，吨M-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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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个场所，这样一种事件的发生，仍然是不可发现的，那

即便依照权利也不再能够区别原文与翻译了。在不惜一切代价

维持这种区别的时候，即当原文给出每一个翻译契约(我们前

述的超验意义上的契约)时，本雅明重申了律法的基础。这

样，他揭示了建立著作和作者版权的可能性，根据这种可能

性，实际律法主张将得到支持。只要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严格

界限、亦即对原文的身份或操守稍事挑战，这个律法便胡塌

了。本雅明所说的原文与翻译之间的这种关系也见于相当僵化

但却忠实地再造其意义的一种语言翻译中，这就是关于实际翻

译法的全部法律论文。那么，这要么是原文、翻译之差异的普

遍原则问题(后者"衍生于"前者) .要么就是翻译的翻译的

问题。翻译的翻译据说"衍生于"原文，而不是第一次翻译。

下面是几段法国律法，但从这个观点来看，在法国律法与西方

其他国家的律法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然而，对法律的比较研

究也涉及对法律文本的翻译)。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命题都

诉诸于表达/被表达、能指/所指和形式/内容等对立的两极划

分。本雅明开始时也说:翻译是一种形式，而象征和被象征之

间的分裂是他整篇文章的主导原则。那么，这个对立系统何以

对这条律法是不可或缺的呢?惟一的理由是，在把原文与翻译

区别开来时，这个系统就承认翻译具有某种创新性。这种创新

性被确定为表达的创新，而且是作为这条律法之基础的许多古

典哲学知识之一。当然，表达与内容对立，而假定不能涉及内

容的翻译只能在语言表达上创新;但表达也与法国法学家所说

的原文的创造相对立。-般说来，人们把创造看做形式，然

而，在此，尽管人们承认翻译者有某些创新，并由于这个原因

承认作者一翻译者的权利，但表达的形式仅仅是语言表达的形|巴
式，是语言中的选词等，而不是别的什么形式。下面我引用克 I J3D 

劳德·科龙贝的《文学与艺术产权> (巴黎:达洛兹出版社. 1 1吾

必 dω彻m产物路ø J6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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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中的几句话，以证明 1957 年 3 月 11 日颁布的法律，该

书一开始就说该法律"只授权在举例或说明时加以分析和简短

引用因为"每一种再现或再造，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在

未经作者或其受益人或经纪人的同意时，都是非法的因此，

"按照刑法第 425 条以后的条款，是应受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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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一一翻译只是在表达上创新的作品非常

矛盾的规定:版权的里程碑，实际上只有形式可以成

为财产，而非思想、主题、内容这些普通和普遍的财

产。(比较该书第一章 L'，αbsence de protection des idé臼

par le droit d 'auteur. )如果第一个结果是好的，因为正

是这种形式决定了翻译的创新性，那么，另一种结果

就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将抛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

区别，如果排除了表达，那就等于是区别内容了。然

而，创作不管多么不严密，但只要不是没有价值，就

仍然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

既不是表达的关系，也不是内容的关系，而是超越这

些对立的别的什么。了解了法学家们的难处一一-有时

其微妙的诡辩甚至达到荒唐的程度一-之后，就可以

从"版权并不保护思想;但这些思想有时可以间接地

受到其他法律的保护，而非 1957 年 3 月 11 日的法

律.. (同上， 21)这类公理中得出结论，便可以更好

地衡量这些公理的历史性和概念弱点。〕该法律的第

四条款把翻译列入受保护的作品。实际上，人们始终

都承认，翻译者的创新表现在遣词造句上，以便更好

地用一种语言传达另一种语言的意义。如萨瓦蒂埃所

说每一种语言的天才都把翻译作品作为自身的面

相，翻译者不是简单的工匠。他亲身参与一种派生的



节:

创造，并对此负责气事实上，翻译并不是一个自动

过程的结果;通过在若干词语、若干表达方式中做出

选择，翻译者造就了一件精神作品，当然，他不可能

改变所译作品的构造，因为他注定要尊重那个作品 O

德斯伯伊用自己的话阐述了相同的道理，并附加了一些细

派生的作品在表达上是创新的。 29. 所考虑的作

品，要相对地创新[德斯伯伊强调指出] ，不必像舶

来品那样在构造和表达上统统留下个性的印记 O 作者

在逐步追随一部先存作品的发展的同时，参与了自己

的个性表达:第四条款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无休止

地罗列的派生作品中，它把翻译放在了显耍的位置。

"Traduttore , traditore，"意大利人如;是说，这就是说，

像每一块硬币都有两面一样，如果有糟糕的翻译者，

繁殖误读，那么，另一些翻译者就能圆满完成任务。

冒险犯的一个错误或某一不完美的表达，都有与其相

对等的忠实表达，这意味着对两种语言的精通，丰富

的法理知识和一股创造力。查阅字典只能够学士学位

候选人的平凡水平，潜心而有才能的翻译者"潜心向

译像临摹画家那样创造。一一对同一个文本的几

种翻译加以比较就能证明这一结论:每一个译文都不

同于其他译文，而不包含任何误读 3 对同一个思想的

多种表达表明，在可能进行选择的情况下，翻译者的

任务给个性表达留了余地。 (Ú! droit d'azιteur en France 

(P，缸1S: Dalloz , 1978) J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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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顺便注意到，翻译者的任务局限于两种语言(从未超过两

种语言)之间，只能导致一股"创造力.. (努力和倾向，而非

成就，工匠的劳动而非艺术表现) ，而当翻译者"创造"时，

那就像临摹的画家(这在许多方面都是荒唐的比较;对此还有

解释的必要吗?)。不管怎么说任务"一词的反复出现还是

极不平凡的，它把全部意指都织入了一个网络，而价值阐释始

终都是相同的:职责，债务，税，征收，征收费，遗产和房产

税，高贵的义务，但也有走向创造的劳动，无休止的任务，本

质的残缺，仿佛原文的创造者没有----{象他那样一-对另一个

文本和先在的翻译负债、征税、付有义务一样。

在超验的律法(如本雅明重申的)与实际的律法之间，可

以进行相当深入的类比。后者是在论述作者或作品版权的论文

中有时精心、有时粗略地制定的。这种类比涉及派生的概念，

以及翻译之翻译的概念:翻译总是派生于原文，而非先前的翻

译。下面是德斯伯伊的一个注释:

a三 dω伽电侈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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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甚至在从先前的翻译中汲取教益和灵感时

也不停地模铸个人的作品。我们不必拒绝一部派生作

品的作者地位，在与先前翻译的关系上，他可能乐于

在几种已经发表过的译文中选择他认为最忠实于原文

的东西: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从一个版本抽取

这一段，从另一个版本抽取另一段，然后通过综合而

创造出一部新作品，使其完全不同于先前的生产。他

进行的是创造，因为他的翻译反映了一种新形式，是

比较和综合的结果。即便翻译者的反映使他得出了与

他所不知的前任相同的结果，他仍然值得我们讨论:

他的无意图性复制决不是剩窃，将标志着他的个性，

将呈现一种"主观的新奇因而要求予以保护。这



两个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分别完成的译本各自独立地

显示了个性。第二个版本是针对已经译出的作品，而

非针对第一个版本的派生作品。[同上，最后句子中

的着重为我所力口 0]

这种权利与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翻译的前景是建立→个语言和谐的王国。这→前景是把两

种语言当做一个更大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加以接合、匹配和结

合的象征性事件，它要求一种真理 (Wah血eit) 的语言。不是

真实存在的、足以表现某一外在内容的一种语言，而是足以表

现一种真正的语言，其真理只能援指其自身的一种语言。这将

是把真理作为真实性、忠实于原文而非译文的行为或事件的问

题，即便原文已经处于需求或负债的地位。而如果在普通翻译

中存有这种真实性和这种有力的事件，那是因为它将像普通作

品那样以某种方式生产自身。因此，将有一种原创的初始的负

债方式;那将是被称作原作的一部作品的时间和地点c

要把本雅明所说的"真理的语言"的本义翻译出来，也许

有必要理解他通常所说的"意图性意义"或"意图性目的"

( "Intention der Meinu吨" "Art des Meinung") 。如莫里斯·德·冈

迪拉克所提醒我们的，这是从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等经院派那里

借来的范畴。它们在《翻译者的任务》中起到某种重要但却始

终不怎么明确的作用。

意图的概念究竟指什么意图呢?我们且回到在翻译中看到

语言间亲缘关系的时刻，即撇开原文与其再生产之间的全部相

似性、独立于任何历史渊源的一种亲缘性。此外，亲缘性并不

必然意味着相似性。即如此，在缺乏历史或自然源出的情况|巴
下，本雅明就没有在全然不同的意义上排除对一般本原的考|到
虑，正如卢梭或胡塞尔在类似的语境中所采取的类似策略一| 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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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雅明的说明非常直截了当:最精确地描述语言间的这种

亲缘性或亲和性本原的概念(Abstammungsbegriff) 仍然是不

可或缺的。"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这个本原的亲和性呢?我们

在对意图的反复胶合和合作利用中看到了它的显示。每一种语

言都表达一个相同的意图，但任何一种语言又不能单独表达这

种意图。它们可以声称和许诺表达这种意图，但只能通过合作

利用它们的意图模式其全部互补的意图模式"。这种趋于整

体的合作利用是→重新胶合，因为它有意要获得"纯语言

或纯话语。因此，各种语言和各种意图模式的这种合作的真正

意图不是要超越语言;它们从四面围包的不是一种现实，不是

它们所包围的一座塔。在翻译中，它们各自和共同的意图是建

立一种语言，巴别塔式的一个事件。这种语言不是莱布尼茨意

义上的普遍语言，也不是各自独立的自然语言:它是语言、话

语或本体语言(阳明鸣;e as such) 的存在语言 (bei吨-1皿伊age) , 

那种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统一，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存

在着各种语言，而且，它们都是语言。

这些语言在翻译中依据一种未听说的模式相互关联。按本

雅明的说法，它们相互补充，但世界上任何其他补充都不能代

替这种补充，这种象征性互补。这种独特性(不能由世界上的

任何事物所代表)无疑来自意图模式，或来自本雅明试图用经

院一现象学的语言传达的东西。在同一个意图目标内，有必要

严格区分意在达到的事物(意图对象)和意图模式( "die Art 

des Meinens")。一看到语言的原创性契约和获得"纯语言"的

希望，翻译者就把意图对象排除在任务之外，或将其括除。

只有意图模式分配翻译的任务。就其假定的自我认同而言

(如围包自身) ，在每-种语言和每一种语言的每一个文本中都

是通过不同模式表示意图的。翻译正是要在这些模式中寻求生

产或再生产一种互补或"和谐"。而由于补充或互补并不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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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整体的圆满，所以，和谐的价值适合这种调整，即这里所

说的语言的和谐。这种和谐使纯语言和语言的存在语言发出颤

音，宣布而非表现自身。这种和谐不发生，纯语言就仍然会被

隐藏、遮蔽、淹没在"果核"隐秘的黑暗之中。只有翻译才能

让它显露出来。

显露，以及更重要的开发，是语言成长的原因。总是依据

相同的母题(在现象有机论或生机论中)，可以说，每一种语

言都在孤独中萎缩、贫癖、停滞、病态。由于翻译，即由于这

种语言的互补性，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

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的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甚

至"神圣的语言成长直到历史的最终得救"。所有这些都

是在翻译过程中宣告的，通过"语言的永恒生存" (" mn ewigen 

F ortleben der Sprachen") 或"语言的无限再生( Aufleben) "宣

告的。翻译导致的这种永久的复活，这种恒常的再生 (Fort

and Auf-Ieben) ，与其说是一种启示，启示本身，毋宁说一次宣

告，一次联合，→个承诺。

在此，宗教语码是至关重要的。神圣丈本标志着纯粹可译

性的极限，那个纯粹的即便是不可企及的模式，人们一开始就

用来思考、评价、衡量本质的也即诗意的翻译的理想模式。作

为语言的神圣成长，翻译宣告最终的得救，但这种得救和成长

的迹象只在"对那段距离的认识"中，在将我们与其相关联的

遥远距离 (Entfem山tg) 中"出现" (gegen晒血g)。人们可以认

识这段遥远的距离，了解它或感觉它，但却无法战胜它。然

而，它使我们接触到"真理的语言真正的语言( "回 ist

di臼e Spn比如 der Wahrheir一-die wahre Sprache")。这种接触以

"预感"的模式发生，以"强化的"模式把缺席的表现为出席|巴
的，使遥远的东西作为遥远的东西接近我们:缸，rt:曲。姑且把 I ~U 
翻译说成是经验，既是翻译的也是经验的:经验是翻译。 p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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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文本的有待翻译的东西，其纯粹可译性，就是极端的

衡量所有翻译的理想标准。神圣文本把任务交给翻译者，它之

所以是神圣的，因为它宣布自身是可转换的，纯粹可转换的，

有待翻译的，但不总意味着是直接可译的，按照常识这从一开

始就被否定了。也许有必要把可转换性与可译性区别开来。纯

粹简单的可转换性指的是神圣文本的可转换性，其中，意义和

直译已经无法区分，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不可替

换的、不可转换的事件物质的真实"。翻译的号召、债务、

任务、分配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从未有比这更具转换性的事

物，然而，由于意义和直译( Wörtlichkeit) 的这种不可区别

性，纯粹可转换的东西可以宣告、给予、呈现自身，把自身翻

译成不可译的。从这个同时既是内在又是外在的界限，翻译者

看到了所有遥远事物( Entfemung) 的迹象，他循着这些迹象

走上一条无止境的道路，走向疯癫与科学的深渊的边缘:荷尔

德林最后的作品是索福克勒斯的译文，是意义"从深渊到深

渊"的现塌，而这一危险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可转换性，是翻

译的法则，是作为律法、所给予的秩序、所接受的命令的而有

待翻译的.东西一一而疯癫在两岸等待着。在接近分配给你的神

圣文本时，翻译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了，无限的罪过感也便即刻

离你而去了。

这就是从这里对巴别塔的命名:上帝之名强加的律法，他

同时既向你显示又向你隐藏那极限，因此既命令又禁止你翻

译。但这不仅仅是巴别塔的境遇，作为神圣文本之《创世记》

(这方面的惟一文本)的境遇。按照律法的规定，它以例示的

方式重述和翻译。它规定它所言说的律法，→个深渊接一个深

渊地拆解那个塔，有节奏地转过每一个曲折的路径。

在神圣文本中所经历的是 pas de senso 这个事件也是一个

开端，可以由此思考诗意的或文学的文本，这种文本试图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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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神圣文本，并将自身译作它的模式。 Pas de 回m一-并

不是指意义的贫乏，而指任何意义都不是意义本身，都不能超

越"直译性"。而神圣文本就在那里。神圣文本屈从于翻译，

翻译反过来献身于神圣文本。神圣文本如果没有翻译便一文不

值，而没有神圣文本翻译便不能发生。二者缺一不可。在神圣

文本中意义不再是语言流动和启示流动的分界限。"它是绝

对文本，因为它在事件中没有任何交流，除事件本身之外，它

不言说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那个事件完全融入了语言行为，如

与预言的融合。在字面意义上，这是语言的直译性，是"纯语

言"。又由于任何意义都不脱离、转换、移人或翻译成(作为

意义的)另一种语言，所以，它即刻要求它似乎拒绝的翻译。

它是可转换的和不可译的 O 只有文字，而这就是纯语言的真

理，作为纯语言的真理。

这条法则将不是外在约束;它给直译以自由。在同一个事

件中，文字停止压迫，因为它不再是外在的实体或对意义的约

束。文字也把自身翻译成自身，而翻译者恰恰在这个神圣实体

的自我关系中看到自己所从事的任务。这种境遇，尽管是带有

纯粹界限的境遇，并不排除一一恰恰相反一一一阶段性、虚拟

性、间隙和中间，它要无休止地把过去的、已经给予的、字里

行间的、已经签名的东西接合起来。

如何翻译一个签名呢?无论是耶和华、巴别塔还是本雅

明，当他最后签名时，你如何做出最后判断呢?但在字面意义

上，在字里行间，它也是莫里斯·德·冈迪拉克的签名，作为结

尾，我用一句引文提出我的问题:如何引用一个签名?在某

种程度上，一切伟大作品，但最伟大的杰作就是神圣的经典，

在字里行间都包含着实际的翻译。神圣文本的隔行对照版本就|巴
是一切翻译的模式和理想。" (Ja叩es Derri巾， "Des Tours de Ba- I!5U 

bel ," in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 ed. Jeseph Graham , ComeIl Uni- 1 J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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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译文出自中文版《圣经》。原文为l.et us make ourselves a 

name，由at we not be scattered over the face of all theω血.根据上下文，这里

make ourselv四 a name 似乎不应译作"扬名"，而是为自己"命名"之

意。一一译注。



"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

"翻译者的任务"

(信使讲座，康乃尔大学， 1983 年 3 月 4 日)

保罗·德·曼

「
结
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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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 1983 年 2 月和 3 月保

罗·德曼在康乃尔大学所做六次信使讲座的最后一次的

讲稿。文章是根据三盒录音磁带和八页手稿整理而成

的 O 除了一些细节、格式和重点有所差别外，手稿中

只有最后一页与磁带出入很大。德曼在这页手稿中写

道"1m Anfang w，町 das Wort und das Wort war bei Gott/ 

Dasselbe war bei Gott/ ohne Dasselbe" (最后两个词被划掉

了)一一这是路德翻译圣约翰福音书的开头，本雅明

引用的是希腊文，德曼在讲座之后回答问题时提到这

句话。本文保留了讲座时的语境，使其明显地与前三

个讲座关联起来。①

起初，我想用最后一次讲座做总结和讨论;虽然仍然冀望

于讨论，但我已经放弃给出任何结论的念头了。在我看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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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办法不是试图得出什么结论(结论总是一种可怕的反高

潮) ，而是再一次重复我从开始以来一直讲的东西，用另一个

文本，以便生产另一个版本，就本系列讲座涉及的一些问题另

加阐述。我认为，本雅明论《翻译者的任务》是一个著名文

本，不仅非常广泛地流传，而且在这个领域中，如果你不就该

文本说点什么，你就一文不值。也许由于我们大家都想就这个

文本说点什么，所以，让我来想想我能说点什么;又由于你们

当中可能有人已经走在了我的前头，所以，我期待着你们会提

出一些问题和建议。因此，我绝不想要提出什么结论，或进行

一般的说明，而想要紧密联系这个文本，看看能产生什么结

果。我说紧密联系这个文本，因为它是论翻译的文本，那就需

要这个文本的译文(因此我才拿来这么多书)。而如果你有一

个文本，说翻译是不可能的，那么，看到那个文本被翻译后所

发生的情况，将是很有趣的事。而翻译卓越地而且出乎意料之

外地证实了翻译的不可能性，过会儿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然而，我已经将此置于一个框架，一个历史框架之内 O 历

史问题常常出现。i 我认为将其置于历史的或准历史的框架之内

会好些，然后，再从那里展开。于是，我开始讨论在历史和历

史修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即现代性的问题。我用德国哲

学家伽达默尔的一篇小文作为引子。许多年前，他在一部叫做

《现代性面面观》的文集中写了题为 "20 世纪的哲学基础"等

有趣的文章。伽达默尔提出了有点天真但却非常重要的-个问

题， 20 世纪哲学领域的发展是否从本质上有别于以前的哲学?

如果有，那是否可以说 20 世纪哲学理论中存有现代性?他发

现对主体概念的批评关注是当代哲学的一般主题，一般任务。

也许现在不应该这样说，这使这篇文章显得有点过时，但仍很

重要。那么，他的问题就是，当代哲学批判主体概念的方式是

否从本质上有别于当代哲学的先驱-一也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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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方式?其中包括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作者，如康德、黑格

尔等。我们且把他的下面这句话用作起点:

我们这个世纪正在尝试的主体概念的批判是否是

别的什么，是否是在重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早已完成

的事业?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缺

乏抽象力，缺乏标志着那场先前运动之特点的概念力

量。③

我们现在是在重复吗?回答是惊人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

现在从事的是新的、不同的事业，我们可以以现代哲学家自

居。他发现，我们一一一当代哲学家一一一他，伽达默尔一一在三

方面超过了前辈，并根据递减的幼稚性描写了这三种进步。现

在，在我们看来，如果回顾黑格尔或康德，我们的确超越了三

种幼稚'性，他称之为定位的幼稚性 (N句VI出t des Setzens) ，反映

的幼稚性 (Naivität der Reflexion) 和概念的幼稚性 (Naivit运tdes

「
结
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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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伊ffs) 。

简单说，第一种幼稚性，定位的幼稚性涉及主体问题，是

我们能够提出的对纯粹认知、纯梓宣言性话语的批判。我们现

在超越了黑格尔，因为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主体并不控制其自身

的话语;但就我们所知，情况并非如此。他还进一步证明说: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是可能的，通过某一解释过程，理

解能够在历史进程中赶上它关于自身设定的种种前提。在此，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这位门徒-一一伽达默尔一一一已经发展了解

释学的概念。按照解释学的解释，主体对自身话语是盲目的，

但意识到这种盲目之历史性的读者却可以用这种特殊的解释学

模式恢复意义，恢复对文本的一定量的控制。这一理解模式超

越了黑格尔的模式，在伽达默尔眼里，这就如同海德格尔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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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学超越了黑格尔的解释学一样。

然后，他谈到反映的幼稚性，并进一步阐述了第一种幼稚

性中所假设的东西。他断言现在可以对理解进行历史的研究，

即不诉诸于个体的自我反映。据说，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没有

进行足够的历史研究，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主

体本身生发出自身的理解，而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难于理解

自我与其话语之间的关系了 O 在第一种进步中，他提到了海德

格尔的贡献，而在这里，他大多指的是他自己的贡献:对理解

的概念加以历史化，把理解视作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个过程

(如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派生于伽达默尔的接受美学所示)，在这

个过程中，读者通过意识到文本与他自身之间发生的历史运动

而达到了对文本的理解。在此，伽达默尔还声称当今正出现一

种新的东西，实际上，对接受的强调，对阅读的强调，标志着

当代理论的特点，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新东西。

最后，他谈到概念的幼稚性。康德和黑格尔都没有批判地

检验哲学话语与修辞和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而修辞等方法却

与普通话语或普通语言关系甚密。这里，我们所指的是昨天的

一个例子:康德提出了假设命题的问题，让我们意识到了我们

自己的哲学话语中隐喻的运用。康德至少提到过的、黑格尔更

少提及的那种问题现在得到了长足发展。伽达默尔在此指的是

维特根斯坦，也间接地指向了尼采。伽达默尔说，我们不再认

为概念语言和普通语言是可分的了;我们现在拥有关于语言问

题的概念，它不那么幼稚，因为它能看到概念的哲学语言在何

种程度上依赖于普通语言，并知道它与普通语言的关系有多么

紧密。这就是他提出的、用这三种表现详加说明的现代性。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康德的批评视角，但仍然在很大程

度上是黑格尔的模式。现代性的图式或概念，即通过批判的否

定，通过某种批评检验，克服某种无知或幼稚，这意味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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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肯定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意识，因而确立了一种新的话

语，这种话语声称克服或更新了某个问题框架。这是传统的黑

格尔式模式，即是说，意识的发展总是表明对某种幼稚性的克

服，和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上升。说它是传统的黑格尔式模式，

并不等于说它存在于黑格尔的著作中，如果说它存在于黑格尔

的著作中，那是因为现在的学校还在教授黑格尔哲学。实际

上，伽达默尔在结尾时提到了黑格尔:

精神的概念是黑格尔从基督教精神传统那里借来

的，现在仍然是对主体和主观精神进行批判的基础，

这种批判是后黑格尔时代的主要任务，也即现代时期

的主要任务。这种精神概念超越自我的主体性，在语

言现象中找到了真正的居所，而语言现象则越来越成

为当代哲学的核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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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的任务是依据黑格尔哲学，集中使用黑格尔的方法

(Dérruu由的，确切说，是用黑格尔关于语言问题的辩证法，来

超越黑格尔。这就是这里所定义的现代性，聚焦于语言维度的

一种黑格尔主义。

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在此提出的批判的、辩证的、非本质

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用主义的，因为这里考虑的是普通语

言)的现代性概念，与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中论语言的

文本加以比较，那么，乍看起来，本雅明则极端倒退。他看上

去像是救世主，先知，宗教的救世主，在某种程度上也完全可

以说倒退到伽达默尔所痛斥的那种幼稚中去了。实际上，他也

为此受到了批判。这样→种倒退实际上回归到了甚至康德、黑

格尔和唯心主义哲学之前的时代。本雅明文本给你的第一个印

象是一份救世的预言书，远离从黑格尔到伽达默尔一脉承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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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的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则被当做了现代性的精神。

实际上，阅读这个文本时，你会深感于一种救世的语气个

几乎就是圣人的诗人，发出神圣语言之回音的一个人物。文中

握指的所有特殊诗人就是最好的见证。所提到的诗人都相关于

诗歌的一种司锋的、几乎是僧侣般的精神功能:荷尔德林、格

奥尔格和马拉美的诗歌，这是文中经常提及的几位诗人。

(由于提到了格奥尔格，我们会意识到格奥尔格的存

在-一一今天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但在当时的

德国他仍然是一位相当重要的诗人，尽管在该文写作时的

1923 年或 1924 年，他的重要性已接近尾声。比如，本雅明在

文章的结尾引用格奥尔格的学生潘维茨的话时，顺便提到了格

奥尔格。在格奥尔格的诗中，诗人再次被当做某种先知、某种

救世主式的人物一一格奥尔格并不是在拿自己开玩笑，他至少

认为自己是维吉尔和但丁的结合，而如果必要的话，他还为这

种结合增加了-些别的东西一一-因此，他高度赞扬了诗人的作

用，因此也不经意地赞扬了自己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带来的

好处。但这种语气笼罩着伽达默尔的学术话语，笼罩着当时流

行的某种诗歌概念。这在本雅明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多有反

响，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对荷尔德林的援指也同样。格奥尔

格与其团体发现了荷尔德林，因此，在他们的诗中，你可以看

到荷尔德林救世的精神概念。这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仍然多有

反响，海德格尔毕竟把他对荷尔德林的评论题献给了诺贝特·

封·海林格拉斯，后者是格奥尔格的学生和格奥尔格团体的一

个成员，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还是荷尔德林的第二个编辑。

我提到这点背景知识→一你们可能熟悉，可能完全是不必要的

一-一是要表明，本雅明文章的写作情绪和氛围，即把诗歌看做

是神圣精神的表达，是神圣的语言，诗人也是神圣的人物，这

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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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本雅明的文章中不仅仅是以反响的形式出现的，它几

乎就是陈述的组成部分。把诗歌作为神圣的、不可磨灭的语

言，这也许在一开始就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即是说，本雅

明从范畴上认为诗歌不针对任何受众或读者。这段话激起了接

受理论的辩护者们的愤怒，他们从读者的角度分析诗歌的阐释

问题一一这个国家的斯坦利·费什或瑞法泰尔都不同程度地探

讨过接受理论，而将其发展到颠峰的当然是姚斯及其门徒。对

他们来说，本雅明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本雅

明开首便说:

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对接受

者的考虑从来不是有效的 O 不仅对特定受众或代表人

物的援指是误导的，而且理想接受者"的概念也

有害于对艺术的理论思考，因为它所设定的一切无非

是人本身的存在和本性。同样，艺术也设定人的物质

和精神存在，但在作品中，艺术并不涉及人的反应。

任何诗歌都不是有意为读者写的，任何画作都不是有

因为他把神圣的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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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交响乐都不是有意为听者作意为观者画的，

的。③

他从未像在该文开头那样如此明确地划分范畴。你可以看

到这可能会使康斯坦茨派-时陷入恐慌，并说这是一种本质主

义的艺术理论，以读者为代价来强调作者是康德以前的理论，

因为康德已经让读者、接受者和观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

是比作者还重要的角色。因此，本雅明的观点被视作向诗歌的

救世论的倒退，向一种错误的宗教观的倒退，也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而受到抨击。

但另一方面，本雅明也常常受到赞扬，

~~电乡卢咽必~ d&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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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归还给诗歌语言，因而克服了、至少纯化了诗歌的世俗历

史，而这正是现代性的依据。如果认为现代性就是伽达默尔所

描述的神性的丧失，某种诗歌经验的丧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

种世俗历史主义，因而失去了与本原的接触，那么，就可以赞

扬本雅明重建了与被忘却的东西的接触。甚至在哈贝马斯的著

作中也存在着这一取向。但最贴切的，更细致入微地阅读本雅

明文本的，意识到其错综复杂关系的，恰恰由于本雅明把复杂

的历史结构与神圣的意义相结合而倍加赞扬的，则是杰奥弗里

·哈特曼。在最近发表的一部著作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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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灾难的这种交叉融合拯救了希望，使其未

被揭去作为纯粹灾难的面具:希望是幻觉，是欲望的

未得满足的运动，它能捣毁一切。希望的基础变成了

记忆;它肯定了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作用，甚至职

责。回忆过去是一种政治行为:使我们回想起特定权

力的形象，这些形象束缚着我们，让我们与它们相认

同，要求使用"些微的救赎力量.. (论纲 2)。这些形

象从它们在历史中的固定位置上分裂出来，打破了同

质时间的概念，勃然变成或重新构成了现在 O 在继续

马克思在《雾月 18 日》中的反思时，本雅明写道:

"对罗伯斯比尔来说，古罗马是负载着现在时间的过

去，他使其从历史的连续中爆发出来。法国大革命视

自身为古罗马的化身.. (论纲 14) 。⑤

这里指的是历史记忆，当时吻合并注入启示的、宗教的、

精神的概念的一种历史概念，因而以→种具有高度诱惑力、高

度吸引力的方式把历史与神圣文本结合了起来。这对哈特曼当

然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其原因不言而喻:它所给予的不仅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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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语言，虚无主义的语言，何况还是特别有力的虚无主义的

语言，而且还给以希望!于是，你有了一切:你有了批评认

知，你有了承传启示录格调的可能性，你有了表达那种格调的

特殊修辞(因为只有用启示录模式写作时才能真正激动起来) , 

但你仍然可以谈论希望;而本雅明则是虚无主义与神圣启示相

结合的→个典型例子。像哈特曼这样喜欢从理智平衡的视角看

待这些事物的人，自然有理由引用和欣赏本雅明的作品。对本

雅明的接受问题就是围绕这个救赎问题展开的，而在这方面人

们最常引用的典型文本就是《翻译者的任务》。

我们现在就本雅明的文本提出一个最简单的、最幼稚的、

最直接的问题，而且我们将不会超越这个问题:本雅明究竟说

了什么?他所传达的最直接的意义是什么?提出一个如此简

单、看起来如此不必要的问题似乎荒唐可笑，因为我们当然承

认，在有文化的人当中，关于本雅明都说了什么总能达成最小

化的一致见解，这样，我们就能就这个见解添枝加叶，采取立

场，讨论，阐释，等等。但就这个文本来看，就连最小化的一

致见解也很难达到。甚至最接近文本的翻译者们虽然不得不在

某种程度上细读文本，也似乎不知道本雅明究竟在说什么;以

至于仅仅以某一种方式表达某些思想、时一-如他说某事物不是

什么时~一翻译者们虽然都精通德文，至少能够区别开是与不

是的差别，却竟然没有看到这个差别!却竟然译反了本雅明所

要表达的意思!这真难以置信，因为我熟悉的两个译者一-一哈

里·左恩 (H缸巧Zohn) ，该文的英译者，和莫里斯·德·冈迪拉

克 (Maurice de G.阳dill配) ，该文的法译者一-一都是非常优秀的

译者，都精通德文。你们可能知道哈里·左思;而莫里斯·德·

冈迪拉克是巴黎大学哲学系的知名教授，精通德文的著名学

者，应该清楚 "lch gehe nach Paris" 与.. Ich gehe nicht nach 

Paris" 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还不比这两个句子难，但却偏偏译

91 场a1;;ω伽电F卢切加eJN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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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

一个已经传为佳话的例子是本雅明结尾的一段话:

der Text unrnittelbar , ohne vennittelnden Sinn , "…… "der Wahrheit 

oder der Lehre angehö此， ist er ühersetzbar schlech由in" (62) 0 "在

文本在不经中介的情况下与真理和教义直接相关的地方，它便

即刻是可译的了"一一文本是可译的， schlechthin，所以，翻

译这个文本是不会有问题的。冈迪拉克是怎么译的呢?一一我

不想枉加评论一一把它译成了相对简单的表述性句子"Lò o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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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exte , imm创iatement ， sans l' entr晤mise d'山1 sens ...陀lève de la 

v岳出岳 ou de la doctrine , il est pu陀ment et simplement intraduisible" 

(275) 一一文本是不可译的。使这个特殊例子更富喜剧性的

是，雅克·德里达在巴黎专门就这个文本开了讲座，用的是法

文译本一一德里达的德文非常好，但他选择了法文译本，如果

你是法国哲学家，你必须认真对待冈迪拉克。于是，德里达便

根据"不可译"和"不可译性"来解读这篇文章，直到听众中

有人指出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可译的"。我相信德里达的解释

可能是"可译"与"不可译"在此没什么区别一一而我对此是

持肯定态度的，的确没什么区别，但如果不加另外的解释，那

还是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另一些例

子，它们更适合我们将就这个文本提出的问题。

首先，在这个文本中，为什么把翻译者当做示范人物?为

什么把翻译者与该文提出的诗歌语言的本质等非常一般的问题

关联起来呢?该文是一篇诗学，是关于诗歌语言的理论，那

么，本雅明为什么没有讨论诗人呢?为什么没有讨论读者呢?

或接受模式中诗人一读者的对应呢?又由于他对接受理论持如

此坚决的否定态度，那么，在作者一读者与作者一译者之间又

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人们最初的简单印象是翻译者应该是原文

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根据明显的经验回答这些问



题。众所周知，本雅明的这篇文章是为他自己翻译的投德莱尔

的《巴黎景象} (Tahleaux parisiens) 所作的序，所以，选择翻

译者作为示毡人物可能出于→种臼大狂。但情况并非如此。他

之所以选择翻译者而非诗人的理由之一是，从定义上说翻译者

是失败者。翻译者永远不能做到原文所做到的。与原文相比，

任何翻译都是次要的，因此，翻译者从一开始就失败了。他从

〉主义上说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他从定义上说付出了过多的劳

动;他从定义上说是不会被历史所铭记的人，如果他碰巧不是

一个诗人的话。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文本的名称是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那么，就必须把它读作同义反

复， Aufgabe，任务，也指不得不认输的人。如果你加入了环

法自行车比赛，但又放弃了，那就是 Aufg地r一一 er hat 

aufgegeben , "他没有继续比赛。在那个意义上，这也是翻译者

的失败、放弃。翻译者必须放弃重新找到原文意思的任务。

于是就提出了在原创文本、原创诗人的方面，这种失败为

" Übersetzung also , wiewohl sie auf Dauer ihrer Gebilde nicht Anspr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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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对本雅明来说是典型的问题，以及翻译者何以区别于诗人

的问题，在后→个问题上，本雅明果断地宣布翻译者从根本上

不同于、从本质上有别于诗人和艺术家。这很有趣，似乎与常

识相悖，因为可以假定(而且情况显然如此)，优秀的翻译者

所应具备的一些条件也是优秀的诗人所应具备的条件Q 但这并

不意味着翻译者和诗人从事相同的事业。这一断言如此惊人、

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连翻译者(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也没

有看出其要义。本雅明说(在左恩的译本中): ..虽然翻译不同

于艺术，不能保持其产品的永恒性……" (75) ，冈迪拉克的译

文是.. Ainsi la tra百双叫正.du山1比ct阳10n肌1 ， e回ncω0陀申'、丑elle ne p阳U1险s盹岳创le肝've衍r un 

PI唱哇白-挝t忧ention Ù la dur唱垣~e de ses ouvra唔ges ， et en cela elle n 'est pas sans re

(267 )。原文是绝对清楚的semhlance avec l'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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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ben kann und hierin unähn1ich der 品mst. . ." (55)。当在文本

中遇到它时，这个陈述如此惊人，与常识如此相悖，以至于聪

明的、有学问的、细心的译者都没有看出它来，都没有领会本

雅明的意思。这真了不起。左恩看到了这一点一一不要以为左

恩译对了，而冈迪拉克则译错了一一从最后分析来看，我认为

冈迪拉克略胜左恩一筹。

无论如何，对本雅明来说，二者间存有鲜明的差别。优秀

的译者不必是优秀的诗人。有些最优秀的译者一一他提到福斯

(荷马的译者)、路德和施莱格尔一一都是非常糟糕的诗人。有

些诗人也是翻译者，他提到了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等人作品的荷

尔德林，和翻译了波德莱尔一一还有但丁，但主要是波德莱

尔一→的格奥尔格，所以，本雅明接近格奥尔格。但接着他又

说，他们并非因为是伟大的诗人才成为伟大的翻译者的，他们

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翻译者。如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

时所说，他们不纯粹是 Dichter der Dichter，而是Übersetzer der 

Dichter，他们超越了诗人，因为他们除了是诗人外还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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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杰出者，如路德、福斯和施莱格尔，他们

作为翻译者比作为创造性作家重要 z 他们当中的一些

伟大人物，如荷尔德林和斯特凡·格奥尔格，不能简

单地归在诗人的行列，尤其是当把他们看做翻译者的

时候。由于翻译有其自身的模式，所以，翻译者的任

务也可看做是独特的，显然不同于诗人的任务 (76) 。

者。

至于翻译者的境遇与诗人的境遇之间的差异，首先想到的

是，诗人与意义有关，与并非纯粹属于语言领域的陈述有关。

这是诗人的幼稚性，他必须表达点什么，他必须传达一点不必



与语言相关的意义。翻译者与原文的关系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

关系，其中，意义的问题或要表达意义的欲望，要发表陈述的

必要性，都是完全缺席的。翻译是从语言到语言的关系，不是

从语言到可拷贝的、复述的、模仿的某种语言外的意义的关

系。这不是诗人的情况。诗歌当然不是复述、澄清或阐释，即

那个意义上的拷贝。这已经是第一个差别了。

在本雅明的文本中，如果翻译在某一根本方面不同于诗

歌，那它与什么相类似呢?与它相类似的事物之一是哲学，即

是说，它是批判的，哲学同样也是批判的，对简单的模仿概念

的批判，对把哲学话语当做对真实环境的Abbild (模仿，复

述，再造)的批判。哲学不是对我们所知的世界的模仿，而与

那个世界保持另一种关系。批判哲学，这里所指的又是康德哲

学，也同样对模仿世界的观念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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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Übersetzung zu erll困sen ， ist eine EIWägung anzustellen , 

dem Absicht durchaus den Gedankengängen analog ist , in 

denen die Erkenntniskritik die Unmöglichkeit einer Abbilds-

Original zwischen Verhältnis echte das Um 

theorie zu eIWeisen hat (53). 

为了捕捉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真正关系，我们必须

开始反思，这种反思的意图一般说来与思维方式相

同，批判认识论一-康德的 Erkenntniskritik一一就是

用这种思维方式表明了理论或简单模仿的不可能性。

康德的确会批判把艺术作为模仿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

亦然，因为这里恰恰有一种批判因素介入，拿走了这个意象，

这个模式，破坏和肢解了模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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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说，翻译更相似于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而非诗歌

本身。正是在确立了自己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德国浪漫

主义的关系之后，本雅明才确立了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的意

义上)与翻译之间的相似性。这里的历史指涉是耶拿浪漫主

义，从而给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以一种正常情况下它不必拥有

的尊严。批评和翻译都抱有本雅明所说的反讽态度，这种态度

通过翻译或理论化赋予原文一种明确的经典形式，从而破坏了

原文的稳定性。奇怪的是，译文对自身的经典化比原文更具经

典性。原文并非纯粹的经典，这显见于这样→个事实，即它要

求翻译c 原文若不被翻译就不能稳定。但是.本雅明说，你不

能翻译译文。一{矣有了译文，你就不能再翻译它了。你只能翻

译原文。翻译使原文经典化、僵化，在原文中表明一种运动

性，一种不稳定性，这是人们起初不能发现的。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等批评家和一般的文学理论所进行的批评的、理论的

解读一一这种解读不是模仿或再造原作，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原

作置于动态，质疑其经典性，破坏了其经典权威性一一-类似于

翻译者之所为。

最后，翻译类似于历史，而这是最难理解的。在该文最难

的一段话中，本雅明说翻译类似于历史，即历史不能根据与某

一自然进程的类比来理解。我们不能认为历史是成熟的，有机

成长的，甚或是辩证的，它与自然的成长或运动过程毫无相似

之处。相反，我们应该从另一个方面看待历史。我们要从历史

的视角理解自然变化，而非从自然变化的视角理解历史。如果

我们想要理解正在成熟的东西，那就从历史变化的视角去理解

它。同样，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也不应根据与自然过程的类

比如形式的相似或派生来理解，相反，我们应从翻译的视角来

理解原文。要理解这一历史结构将是阅读这个特定文本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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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所有这些活动一一作为批判认识论的哲学，批评和

文学理论(施莱格尔的批评方法)，或解作非有机过程的历

史一-本身都派生于原创性活动。哲学派生于认知，但又不同

于认知，因为它是对认知的真理主张进行的批判检验。批评派

生于诗歌，因为没有先于它出现的诗歌，批评就是不可想象

的。历史派生于纯粹的活动，因为历史必然出现在已经发生的

行为之后。由于所有这些活动都派生于原创性活动，所以，它

们都是非结论性的，在某种意义上从→开始就失败和流产了

的，因为它们是派生的和次耍的。然而，本雅明坚持认为，它

们的派生模式并不是相似或模仿。不是自然过程:翻译并不像

孩子相像于父母，也不是对原文的模仿、拷贝或复述。在那个

意义上，由于它们不是相似，不是模仿，所以也不是隐喻。翻

译不是原文的隐喻:然而，德文中翻译一词( Ûbersetzen) 却

是隐喻的意思。 Ûbersetzen 恰恰是希腊文 meta-phorein 的翻译，

意思是"搬过去Übersetzen，意思是"摆踱"。应该说，

Ûbersetzen 翻译隐喻，而本雅明断言这不同于隐喻。它们不是

隐喻，而那个词却又是隐喻的意思。隐喻不是隐喻，本雅明

说。怪不得翻译如此之难。说 Ûbersetzen 不是隐喻， Übersetzen 

不是基于相似性，在译文与原文之间没有相似性，这是奇怪的

假设。隐喻不是隐喻，这个陈述的悖论实在惊人。

所有这些活动一一批判哲学、文学理论、历史一-有一个

相似之处，即它们都不相似于它们的派生源。但它们都是语言

间的:它们相关于原文中属于语言的东西，而与意义无关，意

义是语言外的对应物，易于被复述和模仿。它们分解话语，分

解原文，并揭示这样-个事实，即原文的话语总是已经被分解

了的。它们还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即它们的失败看上去是由于

官们派生于原文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本质的失败，原文中已

经蕴涵了对话语的分解。它们谋杀了原文，因为它们发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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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死了。它们从纯语言 (reine Sprache) 的角度阅读原文。

纯语言是完全摆脱了意义幻觉的一种语言一一一种纯形式。在

这个过程中，它们揭示了一种肢解，一种非经典化，这种肢解

和非经典化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原文之中。在翻译的过程中，如

本雅明所理解的一一如我们大家日常生活中所实践的，但与翻

译的经验行为几乎毫无关系一一有一种固有的、特别具有威慑

力的危险。荷尔德林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译文就标志着这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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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的翻译，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两部悲

剧，证明了这一方面，以及每一个其他方面。在这些

译文中，语言的和谐如此深刻，以至于语言接触意义

就像风琴被风吹拂一样。……荷尔德林的翻译尤其屈

从于所有翻译中固存的巨大危险:一种语言的被如此

打开和改变的大门可能会砰然关间，使翻译者哑言沉

默。荷尔德林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译文是他的最后作

品，其中，意义从深渊投向深渊，直到它险些失落在

语言的无底深渊之中 (81-82) 。

险:

翻译，由于肢解原文的话语，由于是纯语言，而且只与语

言相关，所以陷入了他所说的无底深渊，这个无底深渊是破坏

性的，是语言本身固有的。

通过援指对一种卸掉了意义负担的纯语言的虚构或假设，

翻译做到了它所要做的事，即昭示了本雅明所说的 "die We

hen des eigenen" 一-人们以为是其自身的痛苦一一二原创语言的

痛苦。我们以为我们自如地运用自己的语言，我们感到舒适、

熟悉、我们自己的语言内的一个居所，在这个语言中，我们以

为自己没有异化。而翻译则揭示出，这种异化在我们与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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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原创语言的关系中最强烈地表现出来，我们置身其中的原创

语言被股解了，因而强加给我们一种特殊的异化，一种特殊的

痛苦。这里，那两位翻译者几乎完全一致地误解了这个陈述。

本雅明的文本是…… dass gerade unter allen Fonnen ihr als 

Eigenstes es zufällt , auf jene nachreife des fremden W ortes , auf die 

Wehen des eigenen zu merken" ( 54) .这两位译者一一他猜他们

相互间并未联系，但却毫无二致一一都把 Wehen，痛苦，译作

"分娩的阵痛特指生孩子时的痛苦。冈迪拉克非常明确，以

最直接的临床术语将其译作 "les douleurs obst岳tricales" ( 266) ; 

左恩则译作 "birth pangs" (73)。他们为什么这么译，这是个

谜。 Weben 有"分娩阵痛"的意思，但也确实指任何一种痛

苦，不必有生与再生的内涵，复活的内涵，这可能会与分娩阵

痛的概念联系起来，因为你在生产时忍受着痛苦，一→这是庄

严的时刻，你要愿意受苦(这说起来非常容易)。本雅明刚刚

说过 "Nachreife des fremden W ortes , "左恩将其译作"成熟的过

程这又是错译。 Nachreife 和德文中的 Spätlese (用晚收的烂

葡萄酿造的一种特别好的葡萄酒) ，那就像是施蒂夫特的小说

《十月小阳春} (tvachsonuner) 一一那种忧郁，那种稍稍疲倦的

感觉，你没有资格过上的生活，你没有资格享受的幸福，时间

流逝，如此等等。这与本雅明经常用的另一个词有关，即

überleben，在某种意义上，指超越自身死亡的生存。译文不属

于原文的生命，原文已经死亡，但译文属于原文的来世生命，

于是假设和证实了原文的死亡。 Nachre拚属于这个秩序，与这

个秩序相关;它绝非指一个成熟的过程，而是对-个成熟过程

的回顾，这个成熟过程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发生了。因此，如

果你把 Wehen 译成"分娩的阵痛你也完全可以把它译作

"死亡的阵痛它所强调的也许更多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

翻译的过程，如果你称之为一个过程的话，是一个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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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过程，它具有生命的表象，但却是来世生命，因为翻译

也揭示了原文的死亡。何以如此呢?何谓原文的死亡的阵痛、

或分娩的阵痛呢?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解释这种痛苦不是什

么。它当然不是主观痛苦，自我的某种不幸，就好像诗人当做

痛苦表达的一种自我不幸一样。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因为本雅

明说这里提到的痛苦不是人的痛苦。当然不是哪个个人或哪个

主体的痛苦。这对翻译者来说也是很难看到的。左恩在面对那

一页时(我将停止展示翻译者的游戏，但总是出于某种兴趣) • 

译道如果用它们专指人的话" (70) 。本雅明说得非常清楚:

"wenn sie nichtoo … oauf den Menschen bewgen werden" (51).如果

你不把它们与人相联系的话。他强调的意思是，所提到的痛

苦、失败，不是人的失败，因此不指任何人类经验。原文在那

方面没有任何歧义。这种痛苦也不是一种历史的忧郁，即哈特

曼所说的本雅明所发现的那种历史的忧郁。它不是这种记忆的

忧郁，或哈特曼捕捉到的希望、灾难和启示的忧郁棍合，这当

然蕴涵于本雅明的语气中，但并非明显地存在于他所说的话语

中。这不是历史的忧郁，不是荷尔德林所说的诸神的消失与诸

神的可能回归之间的"悲哀精神" (飞回tige Zeit") 。它不是这

种牺牲的、辩证的、哀惋的姿态，人们借以回顾已经丧失的过

去、然后使你冀望于可能出来的未来的那种姿态。

这种伤感、这种忧郁、这种痛苦的原由显然是语言的。本

雅明以语言结构的准确性陈述了这些原由。因此，如果你在关

于荷尔德林的段落中遇到"深渊"这样的字眼儿，据说荷尔德

林就在语言的深渊中踉跄奔走，那么，你就应该从非伤感的、

技术的意义上理解"深渊"一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深渊结构

(mise en α句me) • 根据这种结构，文本自身显然成了它所示范

的例子。关于翻译的文本本身就是翻译，它提到的关于自身的

不可译性就寓于自身结构之中，也寓于想要翻译这个文本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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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的结构之中，如我现在努力要做但注定失败的事一样。文

本是不可译的，对于试图翻译它的人来说是不可译的，对于说

长道短的评论家来说是不可译的。文本是文本所陈述的例子，

从技术上说是一个深渊，是关于自身陈述的故事中的故事。

本雅明依据哪些理由谈论痛苦、对话语的肢解、对原作的

解体、或对任何作品的解体，以至于说作品是语言的作品的

呢?在这方面，本雅明非常明确，仅用几行字就给我们提供了

相当于关于语言的一种包容性理论。首先是在他所说的 "das

Gemeinte" ，即所要表达的意义，与 "Art des Meinens" ，即语言

表达意义的方式，之间的断裂;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逻各斯

与词汇之间的断裂一一某一特定陈述传达的意义与这个陈述传

达意义的方式之间的断裂。这里，翻译者遇到的难点比较有

趣，因为这些难点涉及-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冈迪拉克是位哲

学家，谙熟现象学，当现象学在法国称霸哲学界之时，曾著过

书、撰过文，因此，他的翻译是"意图性目的" (272) 。我们

现在用法语翻译 "d植Gemeinte" 和 "Art des Meinens" ，那将是

vouloir dire 和 dire 之间的区别:即"意欲"和"说话"之间的

区别。左恩将其译成 "the intended object" 和 "mode of inten

tim" (74)。这里有一个现象学的前提，冈迪拉克在注挥中提

到了胡塞尔:二者都假定意义和生产意义的方式都是意图行

为。但问题恰恰在于，意义的功能元疑是意图性的;而并非先

验地确定的是，意义方式，即我用来传达意义的方式，也是意

图性的。我试图传达意义的方式取决于语言属性，这些语言属

性不仅[不是]我创造的，因为我所用的手法取决于现存的语

言，而且不是作为历史存在的我们所创造的，也许甚至根本不

是人的创造。本雅明从-开始就说，根本不能肯定语言是人类

的。把语言与人性等同起来一一如我们昨天所看到的席勒之所

为一一是有问题的。如枭语言不必是人类的一一如果我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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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语言内部、纯粹依据语言发挥作用一一那就不会有什

么意图;可能会有一种意义的意图，但不会有纯粹形式上的、

独立于意义或意思的应用语言的意图。翻译使双方都具有意图

性，使表达意义的行为和表达意义的方式都具有意图性，这种

说法忽略了在哲学上有意义的→点-一即建立语言或诗歌语言

的现象学的可能性，建立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是语言现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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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诗学的可能性。

我们如何理解 "d幽Gemeinte" 和 "Art des Meinens" 、 dir营

和 vouloir dire 之间的区别呢?本雅明举的例子是德文的 Brot 和

法文的 pain。要传达"面包"的意思，当我需要给面包命名的

时候，我用 Brot →词，因此，使用 Brot 一词就是我传达意义

的方式。翻译将揭示给 Brot 命名的意图与物质的、作为表达

意义手段的 Brot 一词本身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在荷尔德林的

语境中听到U Brot 一词，而本文中又常常提到荷尔德林，我听

到的必然是 Brot und Wein (面包和红酒)，这就是常常在此出

现的伟大的荷尔德林文本---而在法文中成了 Pain et vin 。

" Pain et vin" 是餐馆里免费供应的，甚至廉价餐馆也供应的东

西，所以 ， p，αin et vin 和 Brotund 肌tn 的内涵意义相当不同。

它使人想到 painfra11fω ， ba♂rette ， ficelle , Mtαrd 等东西，而现

在我在 Brot 中昕到了 "bastard"。这动摇了日常用语的稳定性。

我很喜欢 Brot -词，我把它当做母语，因为我的母语是弗兰

芒语，在弗兰芒语中我们说 brood ， 和德文差不多。但如果我

必须把 Brot [brood ]和 pain 看做同一回事的话，我就不那么

心安理得了。这在英文中似乎没什么，因为 bread 非常接近

Brot [b叫]，尽管"面包"习惯上也可以指"金钱而这种

用法也有一些问题。但我的日常用语的稳定性，我每天吃的面

包面包"一词每日给我带来的安逸，都被法文的 pain 颠覆

了。我所表达的意义被我表达意义的方式颠覆了---pain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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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其音，及其→系列内涵意义，把你引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

向。

这种断裂最好根据解释学与文学诗学之间的差异关系来理

解(将其与一个较熟悉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解释学，

你就涉及到作品的意义;研究诗学，你就涉及到文体学或对作

品表达意义的方式的描述。问题是二者是否是互补的，你是否

能同时从事解释学和诗学两项研究。试图做到这→点的经验表

明情况并非如此。当你试图实现这种互补时，诗学总是被忽视

掉，你所做的总是解释学。你如此被意义的问题所吸引，以至

于你无法同时既进行解释学研究又进行诗学研究。从你开始卷

入意义问题的那一时刻起，如我所不幸要做的，你就忘记了诗

学。二者不是互补的，二者在某方面可能是相互排斥的，而这

就是本雅明所阐述的部分问题，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

当谈到词 (Wort) 与句(Satz )之间的断裂时，他进一步

阐述了这一解释。 Satz 在德文中不仅指语法意义上的句子，而

指陈述一一一海德格尔将谈到 Der 岛tz vom Grund; Satz 是陈述，

最基本的陈述，意义一-最有意义的词一一而本雅明则把词与

A旧吨e 联系起来，即进行陈述的方式，进行陈述的动作者。

Wort 不仅指作为词汇单位的陈述的动作者，而且是作为句法

和语法的陈述的动作者。如果从词的角度看一个句子，你不仅

是根据特定的词，而且根据词之间的语法关系看待句子的。因

此，对本雅明来说，词与句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语法和意义相

互协调的问题。所质疑的恰恰是那种协调，这在语言学研究中

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一方面是语法(词和句法) ，另一方

面是意义(以Satz 为终点)一一二者相互协调吗?一方能导向

另一方吗?一方能支持另一方吗?本雅明告诉我们，翻译对这

一信念提出了质疑:他说，从翻译开始直译时( wörtlich) ，即

逐字直译时，意义便完全消失了。他举的例子又是荷尔德林翻

1臼必a1;;ω白电F卢切加幽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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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索福克勒斯译文，那是绝对直译的，逐字翻译的，因此完

全不可卒读。其结果是完全不可理解，完全肢解了句子.索福

克勒斯的句子完全消失了。词的意义溜走了(如我们看到的，

像 Aufgahe 这样的词，它的意思是"任务但也有完全不同的

意思，所以，词逃避我们) ，而且没有能够控制这种逃避的语

法。当翻译者按句法直译时，意义也完全消失。而在某种程度

上，翻译者必须直译，必须逐字翻译。这里的问题可比作字母

与词的关系;词与句的关系就像字母与词的关系，即是说，就

与词的关系而言，字母没有意义，而只是符号，它没有意义。

当拼写一个词时，你要用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字母，这些字母然

后聚集在词中，但词却不出现在每一个字母中。二者绝对不是

相互独立的。这里所说的语法与意义、词与句之间的断裂是字

母的物质性、独立性，即字母是颠覆一个句子之表面稳定的意

义、使意义流失的方式，意义就是通过这种流失消失的，逝去

的，而对意义的全部控制也是通过这种流失丧失的。

这样，语言中首先存有解释学与诗学之间的断裂，然后是

语法与意义之间的断裂，最后，本雅明说，是象征和被象征物

之间的断裂。最后一种是比喻层次上的断裂，其断裂的→方是

比喻，另一方是作为比喻替代物之总体化力量的意义。还有→

种类似的、同样激进的断裂，即(总是暗示总体化的)比喻借

助总体化所要传达的，与比喻本身所认为完成的东西之间的断

裂。这似乎这个特定文本的主要难点，因为这个文本充满了比

喻，而所选择的比喻都是传达总体性幻觉的。它似乎不知不觉

地陷入了它所谴责的比喻错误之中。该文本经常运用种子、成

熟、和谐等意象，运用种子和果皮[1'岳coæe et le noyauJ 的意

象一一似乎派生于自然与语言之间的类比，而经常提出的主张

则是:不存在这种类比。同样，历史也不应该依据与自然的类

比来理解，比喻不应该依据与自然的相似性。而这恰恰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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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也是这个特定文本的挑战。每当本雅明使用比喻传达总

体意义的形象、以及形象与意义之间的充足关系时，即在一个

完美的提喻形象中，用片面的比喻表达一个总体意义时，他都

让传统的符号位移，暴露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断裂而非二者间的

默认，来操纵作品内暗示的语境。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陶罐的意象:

被粘在一起的一个容器的碎片虽然不必相像，但

即使最小的细节也要吻合。同样，翻译不是要与原文

的意义相像，而必须热情细密地融入原文的意义模

式，从而使原文和译文显示为一个更大语言的碎片，

正如所有的碎片都是一个容器的组成部分一样O 由于

这个原因，译文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交流的需要

(78) 

根据这个意象，有一种本源的、纯粹的语言，任何特定作品都

是它的一个碎片。只要我们能够通过那个碎片找到通往原作的

路径，这就算不了什么。这是容器的意象，文学作品是一件容 I~

器，因此译文也是这样一个容器。他承认译文是一个碎片，但|运
1 1.二

是，如果译文作为一个碎片与原文有关，如果译文重构了原!瓦

文，那么-一尽管它不相像于原文，但却与它相吻合(如|惯

巾lon-词就意味着两件作品或两个碎片的相容)二那 1:
么，我们就可以把任何特定作品看做纯语言的→个碎片，那 l 盖

么，本雅明的主张就将是关于语言之基本统二的一个宗教主|面

张。
=可

翻

然而，本雅明告诉我们，符号和符号所象征的，比喻和比 l 量
喻似乎代表的，并不相互对应。该文的陈述与这里所做的陈述

怎能相容呢? {现代语言杂记} (M，四iem La唔uage No的)上发

的
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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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的卡罗尔·雅各布的题为《翻译的荒谬性》的文章对这段话

剧 的阐释在我看来是相当准确的。首先，她意识到该文本中的犹
特|太教神秘哲学的意义，提到了格尔绍姆·索勒姆，后者在论述

在|本雅明文本的文章中把天使与卢里亚派喀巴拉的 Tikkun 历史
明|联系起来:

然而，本雅明同时还想到 Ti趾un 中的喀巴拉概

念，救世的复兴和弥补把在"容器的破碎"中粉碎和

破坏的原始存在拼凑起来，也把历史[的原始存在]

拼凑起来O

卡罗尔·雅各布写道:

索勒姆可能会转向《翻译者的任务}，那里，破

碎容器的意象起到了较直接的作用……然而，在左恩

暗示所有碎片拼凑在一起的地方，本雅明坚持认为最

终它仍然是"一个破碎的部分"。⑥

所要做的和看的就是准确的翻译，而不像左恩那样的翻译一一

他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难解的段落一一但在清楚阐明的过程中却

让它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左恩说将被粘在一起的一个

容器的碎片即便最小的细节也要相互吻合"。卡罗尔·雅各布的

直译则说一个容器的碎片，为了一起说话"一一这要比

"被粘在一起"好得多，因为这样的具体性与文章的本义毫无

关系一一"即使最小的细节也必须相互跟随"一一这与相互吻

合根本不是一回事。在这个差别中已经出现的是，我们看到的

是"跟随" (folge时，而不是"吻合" ( gleichen) 。我们面前是

一个换喻的、连续的结构，其中，事物一个接一个地跟随着，



而非隐喻的统-结构，其中，事物由于相像而变成了一个。它

们并不相互吻合，它们相互跟随;它们已经成了换喻，而非隐

喻;这碎，它们当然不会像我们使用"吻合"一词时那样趋向

于-个令人信服的比喻总体化。

但事物在下文中更加复杂、更加扭曲了。

因此，翻译不是要使自身类似于意义，原文的意

义 (Sinn) ，而恰恰要热情细密地在自己的语言中根

据原文表达意义的方式 (Art des Meinens) 构成自身，

使二者成为一个更大语言的可识别的砸碎部分，正如

碎片是一个容器的破碎部分一样。

如左恩所说，这与下面的说法完全不同:

同样，翻译不是为了与原文的意义相像，而必须

热情细密地融入原文的意指模式，从而使原文和译文

都成为一个更大语言的可识别的碎片，

一个容器的组成部分一样。

正如碎片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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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碎片也是一个容器的组成部分一样"是一个提喻:本雅

明说正如碎片是-个容器的破碎部分一样这样，他说的

就不是构成一个总体的碎片，他说碎片就是碎片，它们从根本

上说始终是破碎的。它们在换喻的意义上相互跟随，它们永远

不会构成一个总体。这里，我想到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

(Michel Serres) 所举的例子一一一你在洗盘子时能发现碎片的意

义:如果打碎-个盘子，它就变成了碎片，但你不能再把碎片

打碎了。那是对碎片问题采取的乐观的、积极的、提喻式的观

点，因为在那里，碎片可以构成一个整体，而你不能打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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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最初的破碎性。在与这种 rewe

Sprache 的关系上，任何作品都是完全破碎的，它与这种 rezne

Sprache 毫无共同之处，而在与原文的关系上，任何译文都是

完全破碎的。译文是一个碎片的碎片，是在打破碎片 所

以，容器继续打破，不断打破一一而从未重新组构;首先，容

器并不存在，要不然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容器，或没有意识

到，没有接近它，所以，从来就没存在过什么意图和目的。

因此，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区别，符号之于一个破碎的

被象征物的不充分性，以及这种充分性的非象征性质，都是其

他符号的表达，表明作为比喻系统的修辞可能产生意义，但却

是不可取的。意义总是与它有意表达的理想意义失之交臂一一

意义从来没有达到原本的目的。本雅明依据自由与忠实的悖论

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翻译中常见的问题。翻译是要忠实于原

文，还是要自由?就目标语言的习惯表达而言，它要求自由;

另一方面，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忠实于原文。忠实的翻译始终

是直译的，那又怎能自由呢?它只能在揭示原文的不稳定性，

揭示比喻与意义之间语言张力的不稳定性时，才是自由的。比

之在原文中，纯语言也许更多地出现在译文中，而非在比喻

中。本雅明认为比喻不足以表达意义，却常常使用假定能充分

表达意义的比喻;但却以某种方式阻止它们破坏原文的经典

化，以某种方式错置它们，从而把原文置于运动之中，使其产

生一种运动，一种分解的、破碎的运动。原文的这种运动是一

次漫游，一次逸轨，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一次永久的流放，

但不是什么真正的流放，因为根本没有祖国，没有你被流放出

来的故土。也根本没有 reine Sprac怡，没有纯语言，它根本不

存在，除非作为寓于所有语言中的一种永久断裂，尤其包括人

们称作自己的那种语言的断裂。所说的自己的语言就是最错位

的、最异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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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这次运动，这次从未达到目标的逸轨，语言的这次

逸轨，这种只能是来世生命的一种生命的幻觉，恰恰是本雅明

所说的历史。倘如是，历史就不是人的历史，因为它只限于语

言秩序;出于同一理由，它也不是自然的。关于人的任何认

知，任何认识，都不能派生于这样一种属于纯语言的历史，因

此它也不是现象的。实际上，它也不是时间的，因为赋予其生

命的结构不是时间结构。语言中的这些断裂的确通过时间隐喻

得以表达，但它们仅仅是隐喻。比如，在语言中出现的未来维

度并不是时间的，而对应于本雅明置于语言结构之中的比喻结

构和分裂力量。如本雅明所构想的，历史绝不是救世的，因为

它含有强烈的分离力量，把神圣的东西与诗意的东西分离开

来，把纯语言与诗歌语言分离开来。纯语言，神圣语言，与诗

歌语言毫元共同之处;诗歌语言与纯语言没有相像之处;诗歌

语言不依赖纯语言:诗歌语言与纯语言没有任何关系。诗歌语

言正是在对其与神圣语言关系的否定认识上创立起来的O 如果

愿意，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必然的虚无时刻对于理解历史都是

必要的。

本雅明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点，但不是在这篇文章''4
<d= 
--u 

论中，而是在另一篇叫做《神学和政治碎片》的文章中，①我将

引用该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在我看来，他尽可能清晰'瓦

尔
特

本
雅
明
的

地表达了所要表达的东西，直到我试图把那段话翻译出来时，

我才发现英语所拥有的家当不可能翻译这段话。

只有弥赛亚本人才能终结历史，就是说，它解

脱，完全履行历史之于救世主的关系。因此，任何真

正的历史都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与救世主建立任何关

系。因此，上帝的王国并不是历史动力的目的，不能

将其设定为历史的目标;历史地看，它不是其目标，

场必仰电Jå.e?耶路æ~11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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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其目的。

这就是我感到在英文中极难处理的地方，因为英文中"目标"

(aim) 也有"目的 (end) 的意思。我们说"目的和方法"

( "the end and the means") ，目标和要达到这个目标所用的方法。

英文词 "end" 可以是 Ziel 的意思，因为 Ziel 也可以是 Ende 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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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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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我的目的，我的意图。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惯用

法，那么，译文就是"历史地看，它不是其目的，而是其目

的其终结一一才是地道的英文。但这将表明本雅明在此进

行的分离隐藏在英文 "end" 之中，用 "end" 代替了 "aim" ，

本雅明想让我们把二者严格区别开来。

不能将其设定为目标;历史地看，它不是其目

而是其目的，其终结;因此，世俗秩序不能依据标，

因此，神权政治并不具有政神圣秩序的思想来建构。

而只具有宗教意义。治意义，

本雅明还说:

否定神权政治的政治意义，否定宗教的、救世观

点的政治意义，以可想象得到的强度否定这一切，这

就是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一书的伟大价值。

由于我们看到了这里所说的政治和历史是由于纯粹的语言

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段话中用"诗歌即诗学

意义上的诗歌，代替"政治"。我们现在看到，非救世的、非

神圣的东西，就是历史的政治方面，就是语言的诗歌结构的结

果，所以，政治和诗歌在此是相互替换的，与神圣的概念相对



立。这样一种诗学，这样一种历史，不是救世的，不是神学政

治的，而是修辞的，因此，未给现代性等历史观念留有任何余

地，而这样的历史观念始终是辩证的，就是说，本质上是神学

的观念。你还记得，我们开始时讲到伽达默尔关于现代性的主

张就是辩证的，与"精神与黑格尔文本中的精神性，明显

相关。我们已经看到，而且我高兴地看到，黑格尔本人一一在

《美学》论崇高的一节中，也把崇高的根源置于神圣与世俗的

分离之·中-一实际上更接近于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中提

出的观点，而不那么接近伽达默尔。我将以此结束这次讲座，

如果有问题，我将乐意回答。

谢谢。

(陈永国译)

注释:

①嘿格尔论崇高" (in Mark Krup由ck ， ed . Di.sp阳ment: 如地 αnd

4加T ， B1∞m鸣ton: University if Indiana Press, 1983); "康德论现象性和物质 .., 
性 " ( 山p抖uo 缸m叫叫Id Si比盹c

v刊ersl均ty of Ma岛ss咀ac汕hu阳lS配et阳t恒s Pr回酣s ， 1983); 和"康德德、与希勒" (未发表)λ。 I~

②德文版发表于柳川r M.向拙(臼问en: Vandehoe川 Rup- 1 京
P配ht ， 1965) , 77一1∞;见 Ga也mer's Kleine Sclu作n ( Tühingen: J. C. B. 

Mo栓， 1967) , v. 1, 131-48. 英译本见 pμlosop帕刀1 HermeneuJ，町，国I1S. , 

David E. Linge ,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1σ7-29.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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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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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uη Zohn ， (New York: Schocken B∞ks ， 1969) 69. 法文引自Maurice de 

Gandillac 翻译的 Walter Benjamin , Oeuvres (Paris: Editions Denoë 1, 1971) 。引

自这两个版本的页码用括弧标识;与页码不符者为本文作者所译。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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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页码出自 mumina1ionen (Frankfurt , Sul略amp ， 2d ed. , 1980) 。

⑤仇。伽:y H. Hartman, Criticism in 的e 附加m臼 : 11æ Study of l时'OiuTe

T但也~y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回s ， 1980)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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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国ns. ， Peter Deme钮，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78) , 

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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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阿多诺

一部收录广泛的本雅明著作集的出版说明了其著作的真正

意义，①借此并不是要把一个哲学家或学者的"毕生事业"收

集起来，也不是为了向一个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迫害下致死、且

名字自 1933 年以来一直不允许出现在德国公共意识中的受害

者赔罪。 19 世纪关于"毕生事业"的概念不适合本雅明，的

确，如今是否能把毕生事业一一一个完整人生的顶峰、按自己

的标准达到完满一一赋予一个人，这是值得置疑的。然而可以

肯定的是，由于时代的历史灾变，本雅明的著作无法达到任何

完整性，而是成碎片状，不仅他后期倾注了一切的惟一一项研

究课题成如此状，他的整个哲学也都是碎片状。正因为如此，

才有足够的理由保护他不被遗忘:诸如《论歌德的〈亲和

力)}②或《德国悲剧的起游》一一在一个小圈子里早已被人熟

知一一这些文本的质量已构成足够的理由应使失落了几十年的

东西再次为人所知。然而这种精神修复的努力带着→种无望，

对此，没有人比本雅明体会得更深刻了，他早已英勇地摆脱了

任何对精神作品的非历史的稳固性和永久性的幼稚信仰。决定

出版这样一部全部作品 (oeuvre) 一一其作者更希望埋在"大

理石墓穴"中，待更合适时再挖掘出来一一的动机来自于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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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样一位作者、这样一个人的一个承诺，一个由于既成现状

的强大力量已经清楚地发誓不再允许任何能与本雅明的独到魅

力相媲美的事物再发生而更加急需追忆的承诺。这个魅力不仅

来自于精神、完整、独到、深刻，而是因为本雅明的思想散发

着一种概念的光谱中所没有的光芒，这种光芒所属于的秩序是

一种意识本能地对其视而不见以便不被真实世界以及目的所烦

扰的秩序。本雅明的言论似乎是由魔咒所召唤而来自于一个神

秘的深处，然而其力量却来自于它的显而易见性。它完全不带

任何神秘教义一一只许内行人内的禁猎地一一的矫情。本雅明

从来不搞"特权思维"。③必须承认，人们可以轻易地把他描绘

为一个头戴尖顶帽的魔法家，他有时也的确把思想如同珍贵易

碎的魔法符咒一般呈现给朋友们，然而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最

怪诞和最荒唐的，都不言而喻地包含着一种暗示，即一个警醒

的意识只要足够清醒就能把握其中的洞见，他的论断并不诉诸

神示(或天启)，而是诉诸体验，这种体验与寻常经验的不同

就在于它摸视一个完全适应环境的意识所屈从的那些界限和禁

忌，本雅明从来没有承认过那些现代思想认为理所当然的限

定:康德要求不要擅自进入超感觉世界的训诫，或如黑格尔所

尖锐反驳的那样，不要进入有"不名誉宅地"的地域。本雅明

的思想既不弃绝被传统工作伦理所禁止的感官幸福，也不拒绝

其精神上的对等物，即与终极存在的关系。因为超自然的存在

与自然的完满是分不开的，所以本雅明并不是用概念编织与终

极存在的关系，而是通过与物质的肉体接触来寻找这种关系。

对于本雅明来说，任何被经验的标准惯常排除在外的事物都应

该成为经验的一部分，因为经验遵循自己的具体性而不是通过

使自己就范于抽象一般的图式而消散这最不朽的一面。因此本

雅明使自己与所有现代哲学相对立(当然可能不包括无与伦比

的黑格尔-一一他知道建立一种界限往往意味着同时跨越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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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得那些怀疑他的思想之严谨性的人们轻易地把他的思想看

做不成体系的见解仅仅是一些主观的、美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世

界观。他与这些标准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以至于正如他不屑于

自称为独特的、直觉的知识之源一样，他也从未想到过像柏格

森一样在这些标准面前为自己辩护。他的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

反倒使那些对于他的经验一一绝对不是在其每一步都能重新捕

捉到的经验，但却常常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一一一的不证自明性质

所持的标准异议具有一种装腔作势和自我辩护的嘴脸，一种

"的确，不过……"的调子。他们的言论听起来就像世俗的思

想在无可反驳的事实面前、在一个比被束缚在既成现状上的理

性的保护壳更坚实的智囊面前、还想竭力证实自己。不使用任

何争辩术，本雅明的哲学(决不是非理性的)就通过其存在本

身而揭穿了这种理性的愚昧。他摸视传统哲学和科学逻辑的流

行规则并不是由于他缺乏知识或异想天开，而是因为他怀疑在

所有这一切中存在着贫癖、无用和陈腐，还因为那没被削弱

的、未经调整的真理是他内心深处的一股强大力量，使得他不

能让自己被思想监督者所做的警告手势给吓住。

本雅明的哲学鼓励误读:它看读者是否有胆量将其耗尽并

还原为一系列由心血来潮和灵感突发所制约的零散见解。这点

应该予以否定，不仅是由于他的见解具有浓重的、完全不同于

甚至最感性的对象中一切软体动物般的反应的精神特征，而且

由于他的每一个见解都在哲学意识非凡的统一中有着自己的地

位。然而这个统一的实质却在于其离心力、在于其通过让位于

多元而自我保存的努力。充满本雅明的每一句话的体验标准是

一股无情的力量，它把中心置于边缘，而不是如同标准的哲学

实践和传统理论所做的那样，从中心产生边缘。正如本雅明的

思想蔑视有条件与无条件之间的分界，反过来，他也不声称确

定的自我已完成一一每当思想划出自己的圈子，即那个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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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国，以便从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声称就会出现。具

有悖论意味的是，本雅明的思辩方法与经验方法互相交叉。在

悲剧研究的前言中，他对唯名论实施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挽救:

自始至终，推论并不是自上而下，而是相反，以一种怪癖的方

式归纳性地"产生。哲学的幻想对他来说就是"深入到最

些微之处"的能力，而且一个细致研究过的现实的细胞一一还

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一比世界上一切其他事情都更重要。本

雅明既远离体系的专横，也不向有限屈服，的确这些在他看来

是内在同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句勒真理那无用的幻象( trompe 

l'oeil) ， 这个幻象积淀在神学中，本雅明则执意将之忠实而激

进地翻译到世俗中来。与他那放弃自我的力量秘密对应的是把

一切联系在一起的眼鼠的地道。他深深地怀疑对表象的归类组

织:他担心在这种组织中，正如童话所告戒的，最好的东西被

忘却了。正如本雅明的博士论文所探讨的核心理论问题是早期

德国浪漫主义，在把断章作为哲学的形式这一观念上，他的一

生都一直受益于弗里德里克·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这种形式，

正因为它是片段和不完整的，却保持了在面面俱到的研究中反

倒蒸发掉了的一般性的力量，因此本雅明的著作全以片段形式

存在就不仅仅只归咎于不济的命运;而是这种形式从一开始就

内在于他思想的结构中，内在于他根本的理念中。甚至他的最

大部头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都是如此构架的，以至于尽

管它有着最细致的整体知识体系，但是每个缤密构织、内在严

整的部分似乎都是先停顿下来缓口气，都是一种重新开始，而

不是如同毫无间断的思路模式所要求的那样，径直进入下一个

部分这种文学构思原则的要求不啻那种表达了本雅明关于真理

观念的要求，他与黑格尔一样认为真理决不仅仅是合适的思想

等等(耐伊atio 脚llectω etres) ， 本雅明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地

方服从这个标准，相反，真理是由共同构成神的名称的理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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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星丛( constellation) ，这些理念在其细节中，即它们的

力场中成形、具体化。

本雅明在哲学上属于以各种方式打破唯'l二、主义和体系化哲

学的那一代人，而且与代表着这些努力的老一辈人也不乏联

络，尤其是在他青年时期的著述中，他通过客观语义分析而不

是任意设定术语的方法来反对唯名论对本质的界定，因此他与

现象学取得了关联。《暴力批判》就是这种方法的例证。本雅

明总是具有一种古老、严谨的下定义的能力:从把命运定义为

"罪过感束缚下的生存"直到最后对"光晕"的定义。④本雅明

秉承于盖奥格集团的一-远远不是从他的著述的表面可以收集

全的一一是一种具有魔力的、哲学的姿态，它能将活跃之物，

即顷刻间的永恒来凝冻，这构成了他的思想形式的一个重要的

张力。他努力使哲学走出"抽象化的冰冻荒原⑤并把思想带

入具体的历史形象中，这点又使他与反对体系化的西麦尔相关

联。在同时代的人中，就其倾向于使哲学思辩回溯到神学教义

这点来看，他与弗朗兹·洛桑茨戚格属于同一阵营;而通过

"理论弥赛亚主义"观念，通过漠视康德对哲学的限定以及竭

力将内在一世俗的体验阐释为一种超验体验的符号，他又与

《精神乌托邦》的作者恩斯特·布洛赫结盟。然而本雅明与这些

他似乎赞同的当代哲学理论一概尽量保持距离。他更愿意收编

异类和危险的思想，以此作为预防接种，而不把自己托付给任

何面貌酷似者，因为从中他，一个不易被腐蚀的人，觉察到与

原状和官方的共谋，尽管人们表现得如同新的一天刚刚开始、

人们一切从头开张。至于胡塞尔一一他在思辩上的大胆与一种

学院派的新康德主义遗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一本雅明喜欢说

的是他不理解:至于舍勒，本雅明(与朔勒姆一道)怀着一种

犹太教神学传统对在集市上复兴的形而上学的蔑视。但是最能

标志本雅明与任何和所有这些同时代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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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具体所占的特别分量。他从不把具体降格为概念的例

证，甚至都不降格为一种"象征意愿一种无望地衰败的自

然世界中的弥赛亚迹象。相反，他把蜕化为意识形态和蒙昧主

义的关于具体的概念从字面上来理解，以便它对于所有那些眼

下顶着"使命"、"对抗"、"关怀"、"诚实"、"本真"名义而利

用它的操纵失去效用。他高度警惕着这样一种诱惑，即用具体

话语将不合理的概念伪装成实在和体验完整的东西，而实际上

具体却被偷偷变成了一个事先勾划好的概念的例证c 只要思想

的力量所能及，他就会坚持不懈地聚焦于那些具体最集中、最

不可分解地集结在一起的关键点。他的哲学以对物质最亲切的

忠诚，坚持不懈地执著于核心本质，从这点来说，他与黑格尔

一样:楠念不断努力，对于那种简单地对其对象撒网涵盖的一

种归类自动机制不报任何信任。完全与当代现象学相反，本雅

明一一当他不公开，如在巴罗克悲剧研究中，阐述诸如寓言这

样的主观意图时一一不想在思想中再现意图，而是剥开意图，

把它们插入非意图(客观终极真理)中，以一种几乎是西西弗

斯式的劳作解读这非意图本身。本雅明对思辩概念的要求越

高，他的思想一一几乎可以这样说一一就越是盲目地服从于其

材料。他曾经说过，并不是卖弄，而是极其认真地说，他需要

几分愚蠢才能想出一个有价值的思想。

他全身心所致力的材料是历史和文学的材料， 20 年代初，

当他还很年轻时，他立下的格言是决不，如他所说"像业余爱

好者一样凭空编织思想，而是永远并且毫无例外地参照已

存文本来思考。本雅明认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用自己来同化存

在与意义的做法是欺骗性的，同时，对于他来说，任何关于这

种意义、关于超验的直接论断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都是被禁止

的 3 这使得他的哲学具有寓言的特征，它以终极真理为目的，

但是方式又是不连贯的和借助中介的。对他来说，一切造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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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解码的文本，尽管密码尚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沉浸在

现实中，正如同埋头于一帧(将原有文字擦去后)重新书写的

羊皮纸。阐释、翻译、批判是他的思想的模式，他所叩击的语

言之墙给予他那无家可归的思想以权威和庇护:他有时把自己

的方法叫做对语文学的滑稽模仿。甚至在此，神学的模式都明

白无误:犹太教、尤其是对圣经做神秘解释的传统。把世俗文

本当做圣经文本来审查是通过对神学世俗化来挽救神学的重要

操作之一，这是本雅明与卡尔·克劳斯的亲合力所在。但是他

的哲学对思想产品、对文化一一甚至在他挑衅性地用野蛮概念

与这个词对抗之处一一的苦行般的限制，这种对精神产品的限

制，在哲学上弃绝对任何元中介的直接存在、所谓的第→性的

关注，这些同时又证明，正是人为的和被社会所中介的世界完

全占据了他的哲学视野，把自己作为一个总体横插在"自然"

面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本雅明的著述中历史本身才显得

如同自然。在他对巴罗克悲剧的阐释中，核心概念就是"自然

历史这决非出自偶然。在此正如在其他著作中，本雅明提

炼出鲜为人知的材料中的本质。历史中的具体对于他来说变成

了一个呢象"一一既是自然也是超自然的原型一一正如反过

来自然变成了→个对历史的隐喻。正如他在《单向街》中所

说酷楼那无与伦比的语言:完全没有表情一-两个黑洞洞

的眼窝一一一和最狂野的表情一-毗咧着→排牙齿-一-的结

合"。⑥本雅明的思辩的独特形象性，也可以被叫做他的神秘化

气质，缘出于他的忧郁凝思，在这种凝思中，历史由于其自身

的脆弱而被变成自然，而自然中的一切则被变成造物历史中的

一块碎片。本雅明不厌其烦地围绕这种关系往返不己;似乎要

阐明-个特等客舱和吉普赛大篷车为那些幼稚的惊叹所出的谜

语，在他的眼中，正如在波德莱尔眼中切都变成了寓言。

只有在那非意图中，这种忠心耿耿的执著才找到其极限，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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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概念才会最终灭绝;这就是他把思想一形象

(De此bild) 提升为一种理想的原因。然而，尽管本雅明不以一

种非理性哲学为目标一一因为只有经过认知所区分出来的成分

才得以被集合到这些形象中来一一它们正如容格的心理学远离

自己的目标一样，也与这些神话意象很遥远。本雅明的形象并

不提呈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一层不变的原型，正相反，这些

形象正是由于历史的力量而被聚集在一起的。本雅明的微观凝

思、他的具体化方式的明确无误的性质都指向历史而与永恒哲

学 ( philosophia 严'ren:r山〉截然相反。他的哲学兴趣对任何非历

史的东西漠不关心，而是完全集中在严格受到时间限制、不可

逆转的事物上，因此才有《单向街》这样一个书名。本雅明的

形象都被系于自然，但却不是作为一个永远同一的本体论的因

素，而是以死亡的名义、以作为自然存在的最高范畴、作为本

雅明的思辩向之不断进取的超验的名义而与自然系于→体。在

这些形象中只有转瞬即逝的才是永恒的，他把他的哲学形象叫

做辩证法，这是千真万确的{巴黎拱廊计划》一书的计划不

仅设想了意象的理论，也设想了一幅辩证意象的全景。辩证意

象概念是从客观角度，而不是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来的:把现代

表现为同时既是新颖、也是过时和永远同一的形象是这部著作

的哲学主题和核，心的辩证意象。

尽管至少在早期的文本中，由于其教义性的语气，一种自

在和自为的语言借助其命名的力量具有一种权威性，而且如同

现象学→样拒绝前提和论证的规定，因此在表征方面的确需要

读者花费努力来理解，但是本雅明使读者所面对的非同寻常的

困难主要还不在于表征，更大的困难来自于哲学内容，这个内

容要求那些受过哲学教育的人收起通常进入哲学文本时所怀有

的期待。首先，甚至在反体系主义者中，本雅明的反体系的冲

动都比不反体系者更加激进地决定着这一技巧。他对经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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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一具体意义上的经验，几乎无法被界定，而只能通过熟悉

本雅明的作品来获得一一禁止了对所谓的根本性原则的表达和

对出自于这些原则的所有更进一步的思想的演绎。即使如此，

还是很难知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本雅明自己激进地拒绝根本原

则的概念，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把它们隐藏得更严密以便使之

潜在地发生效用:它们的光明照亮了现象，却使任何对其直视

者眼花缭乱。无论怎样，本雅明在青年时期比在后期更能一一

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随时摊牌。他本人总是特别高度评价《性

格与命运》一文⑦并认为这是他意欲要做的事情的神学样板。

任何一个想熟悉本雅明的人都最好先仔细研读这篇文章。人们

还将会注意到本雅明与康德之间深厚和隐约古老的纽带关系，

尤其是与康德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严格分界上的纽带关系，

并且会发现这些概念如何在本雅明的忧郁的凝视下不情愿地重

新构型和异化，因为本雅明从道德秩序中，正如他以同样的强

调从命运中，所分解出来的正是个性，这对康德来说是"可知

的"个性，是自主设置的、道德自由的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在

此，很清楚，回荡着本雅明的一个主题，即在个性中超自然或

人类使自己挣脱了神话的无形态状况。尽管对康德做本体论意

义上的阐梧的努力在这篇相对来说早期的论文完成以后还继续

持续着，如今已经很明显的却是，在这些努力之前，康德那种

以"活动"为目的的完全功能化的思维已经在本雅明美杜莎般

使目标定住的凝视下僵化了。在康德的理论中，由自我同一的

理性所联结，并且在对立中也互相制约的现象和本质的概念，

对于本雅明来说却变成了神学政治秩序的领域。他按照这种精

神转化了任何进入他的视野的文化，仿佛他思维的形式以及他

的本性用来认识超自然、和解理念的那种忧郁必须把他所观照

的每一件事都罩上一层死亡的微光。甚至连他在后期唯物主义

阶段所倾向的辩证法都带有这种气质。这个辩证法是-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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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是进展和延续的辩证法，这绝非出自偶然;这是一种

"凝固的辩证法这一名称是他偶然想到的，却不知道克尔凯

郭尔的忧郁老早就把它召唤来了。他借助一种微观学的技巧，

一种对历史的运动在那里停顿并分解为形象的最细小的事物的

全神贯注而逃避了永恒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要想正确理

解本雅明就必须在他的每个句子后面感悟那种突然的倒置，即

最高的运动变成静止，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静止的、关于运动的

"理念" (Vorstellung); 这种倒置也解释了他的语言所特有的本

质。在其属于后期作品《巴黎拱廊计划》体系的重要论文《关

于历史的概念》中，⑧他最后坦率地谈到他的哲学理念(I.伽)

并借此以其元与伦比的经验一一或许只有摄影的瞬间抓拍才可

与之相媲美一一而超越了诸如进步这类不断变化的概念。如果

在本雅明的早期论文和以巨大的努力、面对巨大的危险而写成

的论纲以外寻找理解本雅明的钥匙，那么有必要提到的是《暴

力的批判趴在这篇论文中，神话与和解这两极强有力地显现

出来。⑨通过-方面分解为无形态、无主体的世界，另一方面

分解为逃避了所有的自然秩序、即正义的世界，在本雅明的著

述中，一切构成人类的中间世界的事物都消解了:动力、发

展、自由。由于这种分解，本雅明的哲学的确是非人性化的:

人只是这种哲学的场合或舞台而不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不是缘

出于自身。这点所激起的震颤事实上恰好界定了本雅明文本的

最内在的困难。思想、困难极少缘自于简单的不理解;它通常是

一种震撼所带来的结果。一个不信任那种他从中感到所熟悉的

自我意识受到巨大威胁的思想的人，在本雅明面前必然会退避

三舍。只有对于那些坚决放弃那种生活的非自然化、因而毫不

退避地正视这种威胁的人来说，阅读本雅明才会卓有成效和令

人愉悦。在本雅明的著作中希望的确只出现在危险存在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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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的内在结构也不是确定的连贯思想，如果人们不

想误入歧途，在此极有必要扫除错误的期待。因为本雅明作品

的思想，尽管构思严谨，却既排除根本性主题，也从构思、展

开、整个前提、论断和证据的机制，还有主题和结论中排除分

析技巧。正如新音乐的毫不妥协的代表作不能容忍展开部、不

能容忍主题和展开的截然分开，而是要求每→个音乐理念、甚

至每一个音符都应该同样接近中心，同样本雅明的哲学也是

"无主题"哲学，它也是一种凝固的辩证法，因为它也不留展

开时段(Entwicklur耶zeit) ，而是从其具体的说明所构成的星丛

中获得形式，因此它如同格言。然而同时他思想的理论成分不

断要求广泛的智性建构，他将其形式比做编织物，其极端的自

成体系在于以下这点:那些具体的主题相互适应、相互交织，

既不考虑是否以其关联性勾勒了连贯的思路、交流了什么内

容，也不考虑是否在说服读者说服是无效的.. (" Uberzez伊n

ist u1价uc/u归.r") 。⑩如果谁想从本雅明的哲学中寻找结果，必然

会感到失望，他的哲学只能满足那些对之长时间思考、最终从

中发现内在意义的人，正如在盖奥格的《挂毯》中(jj)突然

→天夜里，这个意义出现了"。在他的后期，由于灌输了唯物

主义，在其影响下，本雅明意欲排除没有受到遏制的不可传

达因素，但这却是他在早期的著述中不懈追求的，并且在《翻

译者的任务沪中给予了令人着迷的表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

术作品沪不仅描述了使这种不可传达因素消解的历史一哲学

背景，同时也为本雅明的著作秘密酝酿了一个计划，这正是

《论波德莱尔的主题意象严和《关于历史的概念》寻求实现的

计划。他所酝酿的是借助精确优雅的表述来传达那不可传达之

义。一种语言的简练是明确无误的，但是正如哲学史上常有的

事，简练是带有欺骗性的;本雅明思想的焦点丝毫没有改变，

尽管那些独到的见解被表述得如同简单常识，但是这却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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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独到性:最具本雅明特征的莫过于以下这件事了，他曾经

被要求就什么是健全的常识问题举个例子，他的回答是夜

越深，客人越美丽。"正如在他的青年时代，他的风格再次具

有一种权威性，如同颠倒的格言，也许是因为想在他的精神体

验和更广泛的交流意图之间找到平衡。毫无疑问，吸引他的并

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而是它提供了一种希望，即它

是一种被认可的、集体认证其正确性的话语。他已经不像青年

时代那样认为他可以使用神秘主义神学而不牺牲教义的理念:

在此所表达的主题还是如何通过放弃神学、对之彻底世俗化来

挽救神学。这种对不可和解事物的构型，同时也是对待他一贯

拒绝的事物的不妥协态度，给予了本雅明的后期哲学一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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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深度。

此外，按照对本雅明个性的推断来看，他与认同势不两

立，但实际上对集体承诺意义上的权威性的需要对他来说并不

陌生。相反，正是他思想、中那找不到共同尺度的东西以及因此

而个性化到最痛苦的孤立地步的作者本人，从一开始就在寻求

表达自我，即使明显无望地试图被社团和各种组织所容纳 O 本

雅明元疑是第一个发现以下对抗性的哲学家:进行思考的资产

阶级个体已经完全成问题了，然而却找不到任何超越个体的方

式来使这个孤独的主体既能获得精神的超越，同时又不使之受

到压抑，他在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却又不属

于任何其他阶级的人时指的正是这点。他在青年运动一-那时

的青年运动与后来的表现当然完全不同(他当时是《起源》杂

志的几个主要撰稿人之一，是维纳肯的朋友，直到后者变成

战的辩护人)一一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可能还有他对神权政

治理论的偏好，都与他所采纳的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同的性质，

他认为他以正统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教义大全接纳了

过来，却不知他也因此而开始了卓有成效的误读。不难看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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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切逃避的尝试、无助地与新兴权力一一对于新兴权力所

带来的恐怖，没有人比本雅明体会得更深切了一一同化的努力

是多么无济于事似乎我拒绝与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建立共

同的阵线，甚至包括与我母亲在《柏林纪事沪中他还可以

写下这样的话。他知道没有被接纳的可能性，然而也从未放弃

寻求被接纳的愿望。但是这种矛盾绝对不单表明7个孤独的个

体的弱点:这标示了真理: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个人的思索

→且与社会运动和以改变现状为目标的实践活动相脱离，就是

→种不足，这种不足甚至损害了诸如本雅明这样一个非凡地使

自己成为当前的测震仪般的人物，尽管本雅明承认以不相关联

的断片方式进行思考，但也不回避最伟大的极端;他把最另类

的成分收集到自己的思想中，甚至拒绝可能合适于自己的和谐

形式:单子形式，它尽管元窗，却"表征"了整个宇宙，因为

他知道求助于先前建立起来的和谐已经靠不住，即便过去曾经

是可靠的。从他不报任何成功幻想而开始的壮举和从他所完成

的杰出著作中可以得到同样的信息，当他给自己的论文冠以

"对抗杰作" (Wider ein Meisterwerk) 这样→个标题时，⑩他也是

在对抗自己，而正是这种能力与他的创造力量密不可分。

这种矛盾正是本雅明忧郁的根源，正是从他所界定的"个

性"这个词意义上的他的"个性悲伤"一一这与一般的伤

心不同一一-是他的本性，是一种犹太人对危险和灾变之永存的

意识和似乎借助魔幻总是看到现在被转换成了古老过去的古文

物收藏家的倾向。虽然本雅明具有用之不竭的创新和生产能

力，在他一生中醒着的每一刻都完全把握着自己的精神，同时

也让精神把握着自己，但是他却决不是关于独创性的陈词滥调

所泛泛描绘的那样;正如他的话语句句严谨，他本人在各个方

面也如同他所描绘的晚年歌德，成了自己家中的总理办事处职

员。@精神的优势严重地使他与自己的物质存在，甚至心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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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生异化。正如勋伯格曾经说韦伯恩一一-他的笔迹使人想到

本雅明一一:他杜绝一切动物的温暖;朋友们几乎不敢拍一下

他的肩膀，甚至他的死都与以下事实有关，在西班牙的堡港城

的最后一个晚上，鉴于他的羞怯，→同逃难的朋友们安排他单

独住一个房间，所酿成的恶果是，他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服下

了为最紧急情况所备用的吗啡。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光晕是温

暖的而不是冷漠的，他独具一种给人留下无限温馨的使人愉悦

的能力:毫无保留地给予。查拉图斯特拉给予最高赞誉的美

德，给予的美德，正是本雅明的美德，达到了使其他方面黯然

失色的程度最高的美德是非同寻常的，也是无用的;以其

壮丽闪闪发光、充满柔情。"⑩尽管他指定了自己的选定标志，

克利的新天便，那个索取而非给予的天使，⑩甚至这点也符合

尼采的一个思想这种馈赠之爱变成了对所有价值的劫掠

因为"地球将要变成一个康复地!一种新的清香，→种带来救

赎的香气，已经环绕周围一一正如一种新的希望。"ø本雅明的

话语证明了这种希望，他的童话，他的元声的、仙风道骨的微

笑，他的缄默。与他共同度过的每一时刻都是对在其他场合已

经无法挽回地丧失了的东西一一-假日→一的恢复。和他在一起

会感到如同圣诞节上客厅的大门被打开的顷刻之间，面对扑面

而来的灯光灿烂而热泪盈眶的孩子;当最后被召唤进屋时会发

现，这是一种比直接看到的刺眼灯光更具摧毁力、更确切的灯

光。聚积在本雅明身上的全部思想的能量都在为这样的时刻做

准备，而神学教义曾经承诺的也正是这样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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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注

[ Sclui此en ， ed. 四eodor w. 

Adomo and Gretel Adomo in cooperation wi由 Friedrich Podszus , 

M.: S山rkamp ， 1955) J ，本文便是这部《文集》的导言。所有大多指这

一版本中的文本的注释，在可能之处都被换指学术版本的本雅明《全

集> (Gesammelte Sclui作en) 以及英文译本。此外还增补了几条注。

( F rankfurt a. 

①阿多诺原指本雅明的两卷本《文集》

( 1: 123-201. 

③田 315-22

( Cf. llluminatω邸， 188丘， 224f.; one- Way Street , 25Of. 

( T. W. Adomo , Neg.αtive Dialectics , tr缸西. E. B. Ashton (London: Rut

ledge & Kegan Paul , 1973) ，对x.

⑤ αze- Way Street , 70. 

⑦战{lection.s， 304一1 1.

⑧ llluminatω邸， 255一面.

⑨ Reflectio邸， 277-3∞.

⑩ Rejlectω邸， ω-

oα. Stefan George , "The Ta严stry of Life ," in The Works if S.均fan George , 

阳IS. o. Marx and E. Morwitz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陋，

1974) , 185. 

不
桂
明
《
文
集
》
导
士
一
口

@llluminatω邸， 6步一82.

。 llluminatio邸， 219-53. 

@lllunùnation.s, 157-202. 

@凹 287.

⑩田: 252-259. 

@口. "deutsche MefISChen. Eine F olge von Briefen , "凹 21 1.

The Portable NI白sche ， ed. Walter Kaufrnann (New 

1却t"Æea1;;ω仰户'即站出 M何其

( F riedrich Nietzsche , 



，，)&句钱其

York: Viking , 1980) , 186. 

⑩R份ctions ， 273. 

@U. Nietzæhe. 187.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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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启迪的基本原理

世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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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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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赫尔曼·施韦彭霍伊泽

本雅明用于论述麻醉性迷狂(洛施;亦称"迷恋"、

迷")特点的论文与笔记，姑不论其断片性，①足可在形诸文字

的最真实可信的文章中占一席之地。他在这一领域中费尽心神

而得到的洞见得益于他的双重视点，即心甘情愿地醉心于迷狂

的同时，又在激情之中要极力清楚地表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

么并且刻意地反对它。在一篇有感而发的论文中，当本雅明提

及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者时，谈道"在迷狂中自我松懈，恰恰

(是)让他们得以逃避迷狂魔力的建设性的、活生生的体验

他专门刻画了吸食大麻的体验 (One-Way Sú酬， 227)。我们从

他的笔记中判断，本雅明在二十岁和三十多岁时偶尔吸食毒

品，通常是在朋友(柏林颇富盛名的专家约埃尔博士与弗伦克

尔博士，还有本雅明的哲学至交恩斯特·布洛赫)的陪同下，

或在受控的实验条件下。波德莱尔式的与世隔绝，就是一个人

只关心为自己营造虚假的天堂，将自己带入《大麻迷醉状态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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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所描述的那种"有经验者的秘密友爱"。②显然，他不经常

以这种波德莱尔式的方式吸食大麻。然而，要是把作为草案与

脱码ω伽移1理

笔记对象的实验看做是科学家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自愿将其

生命与健康置于进步圣坛之上的那类"英雄"事件，这就会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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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这些实验的特色。本雅明关于大麻的实验确实是在知识的

维度内进行的，却不带有令人怀疑的科学的伤感;这些实验很

少致力于非理性地逃离理智化，它们是在由麻醉式启迪所产生

"启迪"的领域内发生的 (One- w.αy 的被本雅明称作"世俗"

Street , 236f.)。本雅明的实验恰恰符合他在阐述最为充分的哲

学文本中所表达的具体的认知意图，而这些意图首先在非同寻

常的《拱廊计划》中得到了表达。《拱廊计划》勘探式的尝试

与本雅明关于迷狂与实验草案的笔记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前者

对事物如同闪电般的启迪，零零碎碎地表达得清清楚楚，而那

些笔记如实阐释，虽支离破碎，却全然是简明扼要，同时又是

切中要害入木三分的片断。最近变得司空见惯的逃避现实的吸

毒行为( narcotic) 在本雅明的作品中很少有代言者。关于"迷

狂( intoxication) 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并为自由而做

出努力"③的洞见将自我欺骗道德化没有错误。本雅明准确地

"自然更为普

遍的生产力量"以及"较间接"的力量一一狂喜的力量一一变

得"扭曲堕落了"。④这些力量驱使主体完全回归自身，象征着

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衰败与自我毁灭的时代，

自我异化，那种工业生产过程施加于人与事物上的畸变。在前

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时代，本雅明能够将这种畸变转变为

一种体验的中介，其中包括对于迷狂特性的自我启蒙。像那些

代表从整体上哲学化的、深究细节的探索一样，他对迷狂的体

验彰显了一些惊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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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雅明的着眼点异于大多数当代人的是其敏锐力和独一

元二的特性。它们不仅仅停留在关庄以丧失自我的陈词滥调来

描述的意象之流的层次上(这是今天那些吸毒者所选择的) , 

这些陈词滥调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更不合时宜的是它背离了与

心理技术运作的亲密关系，对于意象那些人以诸如意识扩张或

增强的感受性这样的术语来夸大其词而不是描摹特征。所谓感

受性(Sensihilierung) 的增强不是自身的一端，而是一个中介:

本雅明把它用作-个杠杆，他将之切人整体结构中最脆弱的

点，这是自文化的僵化形成于领悟能力、理性与知识之间的相

互渗透、主体与客体以来就有的。随之，本雅明从断章的轮廓

上读到主体与客体趋向于彼此所做的努力，从而确定了受文化

压力影响的畸变。本雅明能够准确地描绘分歧的轮廓与残缺不

全的观点，阐明→方(主体) ，同样对于另一方(客体)他也

做到了缤密细致。每一个案例中，关于客体的词语都是从客体

自身哄骗而来。事实上，恰如本雅明曾经在狂喜状态下表示愿

意写作，他写道:因而所写的一切"是从事物本身中提炼出来

的，犹如酒之子葡萄一样" (VI: 586)。他没有把那些事物弃

置于陶醉的、狂喜的想象中，好像它们源于自然，它们要

"使……一个纯洁的、过掘的、智识的领域成为可能" (VI: 

587)。这一过滤物非浓缩后的事物自身莫属，没有那一位知道

如何将之还原为精华的人也是不成的。本雅明以这种方式提供

了迷狂体验的精华，同时还有其他东西;即，形成此体验内容

的那些东西，光明超出迷狂自身启示之外落在这些东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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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与思虑的体验，这些体验将自身揭示为"异常的沉迷

并明显与迷狂、类似单一体的和确定的自我那极为可怕的"

( One-w.α:y Stl1酬， 237) 毒品强烈对立。"第二天一个人写下的

便不止是罗列快速、连续的印象。那天晚上，昏迷以上好的棱

镜边框将自身与日常的现实割裂开来;它形成了一种形象

在"花的形式" (。由-Way Street , 220) 遮掩下枯萎并且离开

了。就是因为体验赖以构成的这种形象，本雅明陷入迷狂状

态。如果在这样的领域欺骗自己、依然陷足于实验性设计好的

昏迷状态与赤裸裸的真实性之中的这个人可以被称为迷狂的实

证主义者，那么，本雅明就是其辩证的理论家，即黑格尔所解

释的，这个人必须"内在于事物为的是超越它们。

无疑，体验迷狂和摧毁主体与客体之间屏障的、在整体之

内促成定置物与我之间结合的观照相关。长期以来，麻醉性的

迷狂一直被用来一一或者至少创立了一种幻觉的和想象的治疗

方法一一医治身体的创痛与等级制度的机能主义和劳动分工强

加的强制命令之后的主体封闭症。以同样的方式，观照式的思

维一直用于反对工具理性，并力求治愈后者在自然与主体中造

成的痛苦。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观照式的调和中，治疗方法应该

是完整的;但是，借助概念提供的治疗方法同在迷狂中使用毒

品的救治办法一样，是理想主义与想象'性的。然而，唯物辩证

法中，观照式的思维变得清醒了。麻醉性迷狂用一种相同的方

式以本雅明在自己的试验中检验的"世俗的启迪"一一那种

"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启示，对于它，大麻、鸦片或者任何其他

东西能够提供一种基本原理"一一的形式"恢复了意识"。

(仿J.e-w.α'y Street , 227 )这些实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

在摹拟中实现与客体和事物的接触。唯物辩证法一一最初以政

治经济批判的形式』一一识破了作为"事物"世界

( Dinglichkeit) 存在的投射性客体化世界的客体拜物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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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种把握了将主体和客体控制在其魔力之下的事物世界不可

思议的精髓的"唯物主义启示"的源头。但是，一如以长矛去

医治它所导致的创伤，正是世俗的、麻醉的启迪展示了一种世

俗性的景象，并在这个景象中激起了不会让它保持低劣世俗性

的沉睡潜力。

本雅明知道在世俗启迪中引导他寻求初级学校教育的一切

不是出世观，不是像他在梅斯洛维茨的故事(本雅明以 E. T. 

A. 霍夫曼的格调将自己尝试毒品的体验融入这个故事)中叙

事者表述的"逃离忧郁"的那种"次要愿望"。他吸食毒品，

比如说在马赛(故事的背景) ，为的是"躲避这个城市用以轻

轻抓住我后颈的那只魔掌" (IV: 732)。正是在这只手的指引

下，该城第一次向这个顺民暴露了真实面目，教他看到这个城

市还所有那样-些人一-感觉迟钝得像周日的猎人-一踏着响

亮铿锵的步伐昂首阔步，只会看到这个城市在面前逃离。对精

于此道者，事物则已经开始言说，因为麻醉品已使他对诸事物

变得"温柔"、谦恭有礼，因为所有"排斥都消失" (One-阮y

Street , 216 , 218) 以及对于退化为尘埃与丑陋的物质环境的特

殊态度一一经由情欲和摹仿冲动的强化以很大的代价达到自我
世
俗
启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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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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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理

的理性权威。

迷狂摆脱烦恼的想象将陈腐的感性世界 (lösende Ftausche

lmagination) 扩展进"绝对富丽堂皇的"空间与时间之中;在

时空中，对于大麻吸食者而言永恒"自身不会太久远。"在

绝对周期和元限空间……这一背景的衬托下，祥和幸福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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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热忱地描述"那个感性世界的"偶然性" (One- Way Street , 

216) ，因为感性世界丧失了工具性以及符号特征，作为物体的

本质被果断一理性的观点退变、冻结在这些特征上。"由大麻

所显现的巨大的敏感性"造成接近物体的本质，同样地屈从于

物质，这是唯物主义人类学家当做激情这→本质人文要素来把

握的，而且这个物质恰恰威胁着要将感受力转变为受苦，每当

物体、事物与主体性之间的交流(如果这个交流被神秘地、迷

乱地阐述)或是清醒的畸变体验不被理解时 (VI: 589) 。

喜好世俗启迪的人与鄙视他的那个清醒的世界处在一种超

出领域之外的关系。不是因为他对于那个清醒的世界高高在

上、有些游移不定，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沉浸其中，并且与那些

跟众人和事物保持一定距离东西为伍，这在清醒者看来是可疑

的、声名狼藉的，如同关系到抛弃、卑视、压抑的一切之于资

产阶级一样。正是清醒者的这种恒怒奠定了所有世俗的先知先

觉者大联合的基础:读者与思想家，瘾君子，那些放任守候或

漫步、梦想或狂喜亦或迷狂才能的人，被社会诅咒的诗人

(归ètes maudits)。他们的被误解感，即由清醒者所罗致的绝望

感是他们与一切受鄙视、受伤害的事物一致的反面。那些与现

实为伍的人在世俗启迪缺场的情况下怀疑叛乱力量(即被扭曲

却希望重获其完整无缺的形式的一切事物的暴动)的秘密出现

是正确的。任何温和地"反对事物"、 (像玄奥诗人所说的)

"尤其是反对词语" (VI: 598) 的人都代表着人格化的自然，

因而也代表自然化的、完整的人，在他们面前，那些已经习惯

于谬误、被扭曲本性、毫无人性的人必然最害怕就是事物的转

向。

本雅明把迷狂中想象的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阐

述得相当明了。不仅仅是那些实验的观察者能够保存在精神恍

惚状态下言说者言语特质中的某些东西。"大麻造成的精神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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惚经历了一种想象升华为语言的芬芳，词语中真正想象的物质

于其中完全被蒸发了" (VI: 598)。同时，这又变成了名称的

芳香，就像梅里美-首诗中的词语→样，从创造词汇、从其符

号特征中解脱出来。在其记录马赛城精神恍惚的草案中，本雅

明自己提纲辈领地阐明了这种关系以及具体的区别:在"精神

恍惚的狂喜之谜"中，他认识到了"拆线球"的快乐，识别了

那种快乐与包含着"创作快乐"的那种精神恍惚的快乐。连结

三者的隐秘方案原来是走出弥诺斯迷宫、目的明确的那位提修

斯的阿里阿德涅母题。如同在创造力的世界中一样，在精神恍

惚的迷宫中我们前行:但前行时，我们不仅发现洞穴迂回

曲折，而且在其他和谐优美的拆线球的福祉的衬托下，也享受

着这种发现的快乐。在我们所展开的诸多人为创伤之中，这样

的断言难道不是所有(至少是散文形式的)生产力的快乐吗?

在大麻的影响下，我们是欣喜若狂的最高秩序的散文存在。这

就是不计报酬的抒情诗 (De la poesie 1严ique-归s pour un sou 

[ One-Way Street , 220])。大麻以及深刻认识到依然运行在正确

轨道上的令病人喜悦的解脱过程是对抒情诗人追求的认可，是

对它所吁求之物的认可;相形之下，后者抑制事物的这-事实

便于此处造成了差异。要明细恰好和梦境相似的"迷狂的运

作"与提修斯之逃离迷宫而非逃入第德勒斯和伊卡洛斯的故事

之间的一致，揭开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启示，因为第德勒斯

的高翔类似于理想主义自身的高翔。幸福地在西西里着陆的第

德勒斯展现了-个理想主义胜利的比喻，抒情诗也颇具特色地

共享了这一胜利的喜悦。坠入大海的伊卡洛斯则呈现了一个理

想主义失败的意象。正因为本雅明观照体验的证实，才没有误

解仅仅因狂热激情而产生的迷狂或者创造力，这种向着太阳的

空洞飞行所采用的是对创造性天才或新艺术的理想主义膜拜的

姿态，其中的太阳人就像伊卡洛斯从令人头晕目眩的高空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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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地跌下来。

在一篇发人深省的笔记中，另一次实验的观察者约耳句勒

了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独具特色的相互交织:也就是表现与概

念总是先行于事实自身;对各种形式的表述都怀有深深的不

满，因为事实最深层的本质避开了表述的把握，而是在外围事

件中自由自在、出人意表地赋予了自身，好像对放弃表现这一

行为表示同情，只要它公开认可事实，没有从表现的这一失败

中汲取一丝不苟、积极进取的范畴化显而易见的长处:

a三~似d电F1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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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麻造成的精神恍惚，这是耳熟能详、独具

特色的事件:言说与放弃紧密相联，迷狂者已然放弃

表现真正打动他的东西，他努力表现琐碎、不严肃的

某些东西而不是真实却难以表达的东西，这些真实却

无可名状的东西非同寻常、需要解释，比起可能符合

"其意"的任何东西，做了某程度删减的言说可能更

加非同寻常和深奥 (VI: 601) 。

这个说法忠实地刻画了传统理论建构万难更改的机制、那种期

望和将对待知识的主导态度的那种无可避免的放弃。这一主导

态度往往教条地假定真实与非真实的二分法而不是通过致力于

客体(岛che) ， 通过使认知主体( Erlænntn山吨iekt )成为自己

或可赖以言说的代言人以拯救本质与表象的辩证法。这个万难

更改的机制在迷狂中再生产自身，这个迷狂一方面通过这样做

来认可其理想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通过摹仿性的解脱

(Lockung) 唯物地将其翻转而进行言说，并承认在迷狂的体验

中表述的那种机制，那种不合逻辑且偶发的"经过删减的言

说"显得-一-基本上不是刻意而为的一一更加深奥而且事实上

勤日真实。"生活不是光，而被折射的色彩" ( <浮士德}，卷



2，第 1 场，第 1 幕)。在文章中(Abhub) 上帝(如同阿多诺

所说的那样)在"至上完美的否定性"中作为书写的镜像出现

的那个他者，隐隐闪烁着光芒。⑤如果本雅明能够从哲学上论

述永恒只是衣服上的槽皱而不是任何妄称的、悬而未决的首要

的、先验的、原初的，那么迷狂的体验恰恰证实了在迷狂的状

态下些许恐惧的范围与"最深奥的理论"意图的范围相结

合。⑥看起来，上帝深深陷入了世俗。"最深奥的真理……拥有

足够强大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甚至在不可靠的睡梦者那里映射

自身" (VI: 565f.) ，以本质与表象之间辩证的方式反映自身，

这一辩证方式中前者隐身于后者，并且后者中仅仅是表象这一

不足之处是指它希望成为的那一本质。本雅明把这个辩证法诠

释为停滞状态的辩证法;精神上，他回避生来就面对任何辩证

进程的机制造成的僵化的现代性对抗。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体验

迷狂时借助迷狂的缓解、回归作用(面对问题重重的革新论

时)要全神贯注 (Verse地ung) 、沉静的精神集中以及不合时宜

地进行阐释。但是，恰恰通过执著于这一清晰明澈的形象，这

一点的洞察力即对冻结"意象"这种不断的操作和僵化的结构

逐渐占有了动力论和密集的混沌状态，这是在那种解释已经凝

结为过程之一的探究细节的凝视下进行的，该过程没有一开始

就教条地定位并且根本不会归因于盲目的社会动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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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专注于事物的材料与崇信物质性并不是相同的事情而只是

物质性的觉醒。"思想解释事物，好像要把自己变成触觉、味

觉和嗅觉一样。通过这样的次要知觉本雅明希望"洞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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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屈从于盲目直觉的偶然性任何分类程序都不可能达到的

金子的矿脉。"①本雅明将这样的经验论应用到迷狂的实验中。

味觉、触觉以及嗅觉与视觉联系在一起。对于大麻导致的意象

的视觉接触也许看起来像是一种迷狂而盲目的直觉，但事实上

是有辨别能力的敏锐视力，在这种视力下，闪闪放光的表面

(文字的光环)和绘制得过于考究的正面(修饰)成为关于处

于下部的一切的真理。若非本雅明思辩的努力下，关乎物质的

事物秘密的拜物主义很少得到更加清楚地体验，他对启迪的实

践就是要支持他的思辩，或者赋予它发人深思的力量一一这与

为某些外科探示器装上光源的方式一样。"没有比意识到在瓦

罐的帮助下立刻洞察隐密而且通常最难进入的由装饰再现的表

面世界更持久的瓦罐 (crock) 合法化了"。装饰成为凝结在物

质性 (Dinglichkeit überhaupt) 中结构性的范式。修饰的研究阐

明这一凝结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具体化。本雅明尖锐地指出这

一研究发生的一切。"鸦片吸食者或大麻服用者体验了从一个

单一的点可以将上百个地方尽收眼底的审视的力量" (VI: 

ω7)。这不是洞察内核而是其外壳，细致地剖析外壳实际上是

恰当地理解内核。这种观察似非而是，同样也是自明的我

很少沉浸在思辩之中而更多的是热衷于思辩之外 (VI:

650) 一-这是世俗启蒙的一个简单明了的方案。具体化的过

程形成了多义物质性生活的一个外壳。在"修饰的多种含义"

和"多重可阐释性的典型现象" (VI:ω3f. )中这种多义性变

得可以理解了。这不意味着一个人观点的透视法则，即，主观

武断与移情作用强加给诸事物的东西，而是意味着处于所有事

物之中的客观的"多个方面、内容以及含义"自身( VI: 

似)0 "我逐渐被面前的鹅卵石吸引住了……通常说的是:石

头而非面包。现在这些石头是我想象中的面包，我的想象已突

然被要品尝世界各地都一样的东西之贪婪的饥饿感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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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αy Street , 220f.)二一永远相同且不曾解决的现存事实

的同一性，变幻无常的幻觉之面纱在同一性上面飘来荡去，通

过同一性，这个永远相同的自身似乎在移动、飘摇、"前行"。

变幻无常的幻觉是因其自身被误解的现实意识形态而风格化。

它们是那种清醒的迷狂，是那种建构的理想主义，坚持误解在

己然构成了的事物中的本质构成的、把己然构成的事物当做所

指的世界、因世俗启迪的迷狂而指控己然构成的事物。然而，

恰恰是这种世俗的启迪逐渐认识到幻觉的产生与想象的产生之

间的差别，这个差别"将事物从它们所熟谙的语境一一由变幻

无常的幻觉构成并风化的语境→一一中解放引诱出来 (VI:

564)。大麻造成的精神恍惚揭示了真实事物的物质本性，即构

成真实事物、真实事物想从中抽离出来的构成组合。将工具性

现实公式化被当做迷狂而遭到抨击。本雅明在令人极为难忘的

各种精神恍惚状态中涉及的光环主题巧妙细致、天衣无缝地与

他关于光环现象理论思考连接在一起。

真正的灵韵就是"修饰"。它"不仅仅在人们所思考的某

些事物中"而"在所有的事物中"出现。变幻不定的客体构成

没有渗透风格化或修饰性的那一方面，即灵韵探讨它在构成上

改造的一切事物。然而，客体构成把灵韵推进幻觉的领域，在

这个领域中表象"由劳动分工艺术地、不自然地、刻意地

生产出来。人们通常认为，灵韵的微光把具体化再现为再次被

具体化，即，牢不可破地与整个构成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对普遍

拜物骗术的强化。注意到这个骗术的是世俗启迪的审视，这个

审视保留了每一个物体的灵韵，却勘破灵韵不过是事物的具体

化，把握了那种风格化或者"物体或特性被严格置身于其中好

像被放进雕满纹路的盒子-样的修饰性封锁" (VI: 588) 。这

就是为什么本雅明在关于可再生产的论文中预示的丧失灵韵也

许不一定意味着丧失客体。本雅明的著述中充斥了这样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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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至少是被启蒙的、唯物的、艺术的生产将密封在这个盒

子里的本质释放出来。这是他为隐于人为的外壳之下的层面，

为商品特性所做的隐喻。以隐喻意指那一特性的盒子自身也是

被生产的事物，它参与了灵韵的具体化，即，作为商品的迂回

环绕着物体，恰如以前稳固的线条参与生产了形态一样(希腊

文 eidos)。这就是哲学实体化的"形式即很久以前资产阶

级将物体和人解说成具有交换价值，而且对"我的"和"你

的"的描述创造并改变了客体的具体化特性。但是，如果人为

的方面来自于真正意味着永恒特性的一切，就像文森特·梵高

后期作品中那样，以苍白和几乎令人窘迫强加于人的浓笔重彩

的修饰(在这样的修饰中物体摇摆不定，同时又失去活力)

"将灵韵画成每一个物体的组成部分" (VI: 588) ，那么灵韵就

被否定了，蔑视具体化时尚的再现便被讥笑为矫揉做作与疯

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以其不该有的方式虚假地存在着。这一

点是通过艺术与迷狂的启示来表现的。大麻了解的"置于盒中

的条件即于其中人们将"诸意象"锁藏起来的"孤独的小

屋" (曰 596) 一一他自己制造的这些变形得令人恐惧的产

品一-揭示了关于世界的仪表盘(Gehä皿e) 的真相:先验的

投影室，投射的主体与客观投影仪在室中都被迷惑住了。着迷

的入"好像透过玻璃一样" (曰 564) 注视着事物。因此，这

些事物自身变成透明物、发光体，像魔灯的玻璃一样。然而这

种像玻璃样的、僵化的特点否定了人为的和死亡的自然物体自

身。相反，因狂喜的启迪而产生的准确无误的情感知道这些

"死亡的而且在场的物体它们能够"唤起"仅与"注视所爱

的人"等量齐观的"渴望" (VI: 607) 。

如果具体化的意识以在场事物尸体般的僵硬来背叛自身，

如果它误解了后者对生活变动机械的反映，那么痛苦的先知先

觉者的渴望就会把人推向那种生活，即在灭绝和死亡事物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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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生活下去，并且他们会把人推向具体化所支配的物体，就

像无人爱恋的人等待爱情的补偿。死亡只再现于咒语与"属于

自己睡眠的每一个意象" (VI: 616) 支配之下的睡眠。这是正

在论述的关于无法补偿的事物，这些事物张开双眼，正如魔咒

支配下熟睡的神话人物那样。意象，即陷入具体化外壳之下的

物体的代表，被世俗启迪"芝麻开门!"从僵化中解脱出来，

这与王子以对抗魔咒的法术唤醒睡美人相似。当本雅明写道

"不得不使重要的思想长时间沉睡" (曰 602) 时，难以理解

的是，他是指两个方面:第一，世界的睡眠，作为睡眠生产的

现存内容，这不意味着被启蒙触及;第二，工具合理性以及在

迷狂中自我控制的治疗性缓解(EínschIafe时，自我在梦到自身

时张开双眼，也许生产出相关的"重要思想因为在睡眠中

它能够言说自身，而不是被有控制能力的清醒言说，这仅仅丑

化了言说自身(为自身言说)的自我启蒙。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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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迷狂的体验有助于获得关于现实的本质(Dí吨líchkeit)

和现实具体化的畸形洞见时，首当其冲的是，这种体验将光线

投在纠缠其中的主体自己身上。这样的光线也许比大麻造成启

迪撒在物体之上的光线更加难以承受。这是因为迷狂的自我揭

示了删减后"真实的自我"。一旦狂喜把真实的自我解放出来，

那么，声称是同质人格核心的非延续性被清清楚楚地表现出

来。尤其是，利己主义与社会性揭示出它们内在的辩证性。同

样建立在"我" (1)与"你" (Thou) 的构成要素之上的人格

的社会特征受到怀疑。作为对害怕被单独留下的反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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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 的关系在迷狂之中揭开了自身的面纱，这是被删减的

"我" (自我)不能处理的某些东西。同时，以此种方式缩小的

自我更加敏感和自私，需要"他者在场他者得保护它)

"就像自己王位底座旁边优雅生动的浮雕像一样" (VI: 562) 。

在迷狂的过程中闪烁不定的原始王座意象否定了作为使众望所

归的他者失去本性仅仅成为底座形象的专制主义之自我关注的

态度。众参与者失去"他们的个性"并且"好像仅仅是作为属

种"而在场。迷狂的体验严格地标识了这一种属特征的他治

性:这是他者身上"驯服的、奴性的东西" (VI: 575) 0 "你"

的有效性背叛它的双重含义:其一，自我事物性的含义，其

二，仅能由自我的同道赋予自我的仁慈宽容的含义。但是，由

于同样的关注自我的矛盾心理，自我的同道与第一个自我相抵

触。自称的所有事物的和谐结果是所有事物"恶劣的同时性

是"独处的需要和与他者共处的需要" (VI: 562) 之间的不和

谐。这使人联想起康德关于不爱交际的交际'性的概念与叔本华

关于剌猾的寓言。与迷狂造成酒神式的一致这一观点相反，迷

狂标志着交际性厌恶人类的一面，这源于他者毕竟不是人类这

一无尽的失望之情。然而，这种失望看来是与"无尽的仁慈"

紧密相联的无尽的仁慈"自动与"无限的欢乐"相连，并

且一开始就相信无所不能的他者。迷狂的团结一致性映射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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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人类为基础的所有事物人道的沟通。如同叔本华所预见的

那样，它掩盖同时也证实了无尽的利己主义。无尽的仁慈心热

爱默默无言的他人。这意味着，当自我出言反对另一自我:

"因为他偏离了所有受注目的事物中最伟大的物体一一我们自

己，令我们痛心失望" (VI: 564) 时，他→说话，仁慈心便憎

恶他。如果通过作为一个"洞穴"的精神恍惚体验利己主义，

交流就被体验为害怕被拉出那个洞穴 (VI: 561)，那么在迷狂

中，意象仅表现了真实社会中主体的单子原子化( monad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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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atomization) ，这个主体如果想保全自身，一定不要左顾右

盼。如果被压缩的自我开始要保全自身，它会失掉自我的身

份，这恰恰是迷狂的体验所记录的，即通过服用大麻而造成的

错觉了解了错觉，在大众社会中保全自我的主体就倾向于这种

错觉，尽管主体既与自己也与他者相隔离。重要的是要在这个

接合点插入一个提示，即主体进行大麻实验的意愿，亦即仅是

他提高注意力的决心驱动了包含主观性错觉与客观性错觉的大

麻造成的错觉。没有这个决心而共同逃入大麻造成的错觉，不

会参透错觉，只是证实了它，这就解释了这种形式的世俗启迪

之"危险的一面" (One- Way Street , 227)。这种逃避默许了没

有任何东西来代替而只是继续烧尽筋疲力尽的( ausgebrannt) 

异化主体的诸种替代行为，就像后期资本主义中作为一个整体

的意识形态那样。只有迷狂地沉浸于迷狂(坚持理论的-种似

非而是模式)欺骗性才变得明显，如同消解一样，即刻画了主

体自我保护令人恐怖的人格化的主体和它的行为方式的分离。

"人格客观化 (Entäus回m吨)既促进了偏见的扩张-一比如可

归之于神性，也激励了也许是动物特有的-种公正无私" (VI: 

578)。这种对做实验的人的观测完全适合没有自我的自我参

与，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自我愈加抽象，对于在任何事物中所

参与的活动越发没有关系。这就是麻木不仁的旁观者的态度。

这个旁观者把自己的被动性与声言绝对的顺从偶像化，将自我

描述为一个冷漠、毫无同情心的作为世界剧院旁观者的上帝形

象，他只牵动木偶的线，并伴以毁灭灵魂的冷漠。相应地，迷

狂的自我无法区分"意义与元意义，举足轻重与陈词滥调"

(VI: 578) ，就像统计学平均数将人们变为劳动市场上的一次

性商品因而剥夺他们抗拒与辨别的能力这一过程的主体一样。

在体验迷狂的过程中，断断续续浮上表面的怀疑意识标志着社

会制度中的普遍相对论。这里，随着-个功能实体内所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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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分解，旧的怀疑哲学自身变成极权主义者。但是，感觉

拒不承认社会主体，正是因为社会主体退变为各种功能以及发

挥功用，瞬间又回归为大麻引发灵感和理论上受启发的人。在

怀疑论中他经验了那消极的一刻，阻止怀疑论变为绝对，黑格

尔称之为"自我完善的怀疑论"。在相对论中他也体验到了特

殊否定，即阻止辩证法消解为万有与虚无。当举足轻重与微不

足道之间的差异与被异化的主体变得毫不相干时，他伪装的漠

不关心反映了对整体(从修饰得高雅优美的"存在"到畸变与

谋杀)的"免除价值的中立性敏感的主体痛苦地忍受其相

对性。"部分与对立"、"意义与毫无意义"以相同的尖锐性及

令人痛苦的差异向这一主体展现自己(曰 578)。客体声言就

是其本来的面目，因而抗拒抽象的归类，恳求支持实在的多元

论(不是麻木不仁的多元论自身缺乏主旨)。客体自身的权益

是由迷狂方案引用的措辞来描述的你在论述的是正确的，

但我是对的" (VI: 579) 。

首先看起来像某人一一此人在竞争者们的多元论中通过强

调自己的观点向一个竞争者即潜在的致命敌人的观点妥协让

步一一平庸无奇的笑话的东西，在迷狂的实际体验中(如同理

论批评的体验)是对不可或缺的严肃性的表现，这种严肃性为

自身带来了形式并与曾经的状态无法调和。不可调和性被暗暗

地调解并出现于难以控制的大数的一个过程中，只有这一观点

才能公正地对待上述现象。对敏感(的人)来说亲密关系

与特质"以这种方式才在"更深层的领域"变得显而易见

(VI: 579)。这与对立统一 (coincidenta op萨国itorum) 的观照体

验相似，却与仅通过同唯物主义启发的摹仿接触才能获得的

"令人喜悦的延续性情感"区别于此(曰 579)。世俗启迪的

幻想贪婪地想在所有地点所有国家以自己赖以存身的事实的无

声力量尝试相同的体验。这种力量能够突破国家和理性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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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此界限虽人为地孤立了幻想，却不能阻挡将界限驱逐出自

身的力量。

"依然是这个相同的世界一一然而却是有耐性的世界"

(VI: 617)。世俗启迪在新世界的外壳下能够感受到旧的、始

终如一尚未解放的、真正新颖的世界的运动。世俗启迪就是这

样言说的。这个耐性相似于等待出生、相信新的世界在旧世界

的子宫中发育到足够的程度才会在出生后活下来这一事实的古

老的耐性。对于这个耐性而言动作"会是"梦想的媒介

然而"现照"代表了"保持清醒"的媒介 (VI: 616)。具有反

映特征的定理(这意味着)标志着引导远离事件过程的逃避路

线;但是，被反映的一切可以像等待婴儿出生、摹拟性地与即

将出生者相一致的见证人那样介入其中。

校)曹雷雨译(王广州

世
俗
启
迪
的
基
本
原
理

释:

①根据格雄·朔勒姆可靠的报告，本雅明打算写一本关于迷狂方方

面面的书，首先是关于历史哲学和观照性特点的。他旨在勘破他所反

复一一以其深奥的神学与唯物主义一一主题化为"启迪"和"世俗启

迪"、主题化为"狂喜"或"精神恍惚 ( Ent毗kung )与"沉浸"

( Ver.且成W啄)的方面。且不论这本书实际上还只是一个计划，源于其观

点立场的反思以及他的笔记和记录便展现了本雅明意图的深邃。 α.

注

Bri快， 556.

( "Myslowitz--Braunschweig--M缸回ille ，" lV: 729----37; cf. 732. 

③给马克思·霍克海默的未刊信函，巴黎， 1938 年 2 月 7 日。

④同上。

(Theodor W. Adomo , Minirrw, Mora1in., trans. E. F. N. Jephcot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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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New Left B∞ks ， 1974) , 247. 

@α. RoIf Tiedemann , Studein zur Phi1osophie Walter BenjOJ由1lS (F rankfurt 

a. M.: Europäische Verlagsans础， 1965) , 130. 

⑦口.四eodor W. Adorno , "A PO由ait of Walter Benjamin ," in 丹古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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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晕以及自然的生态美学

戴维·罗伯特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本雅明参照自然

事物的光晕来阐明艺术作品的光晕。这是一种暗示，表示自然

美学是艺术美学的基础，这是一种对于阿多诺的《美学理论》

来说格外重要的联系。然而，同时，如果我们用自然来替代艺

术作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机械复制时代的自然"7 那么我

想就有一种明显的视角变化，表明了批判理论的兴趣和当代生

光
晕
以
及
自
然
的
生
态
美
学

态学关注之间的距离，格诺特·伯姆，作为一个自然生态美学

的主要倡导者，强调了这一距离，他的论点是，阿多诺的由和

解的自然所构成的否定的乌托邦代表着内在于黑格尔以来德国

美学中与自然异化的最后、最极端的表达。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大致句勒伯姆的生态学美学计

划，然后用涉及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主

题意象来作些评价。伯姆提出，后黑格尔美学包含着一些合适

于建立一门自然生态学美学的成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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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考察本雅明和阿多诺著作中的这些潜在成分一一光晕、模

仿、自然美一一以便提出下列问题:即，自然美学的计划，就

其与批判理论的和解传统的关联来说，是否代表着一种可与哈

贝马斯的交际理性理论相媲美、相补充的"拯救性批判"?

伯姆在《为了一门自然生态学美学》一书的第一篇文章

《自然美学:一个视角?}中，首先界定他个人的立场与黑格尔

以来德国美学的关系。①阿多诺是这个只注重艺术作品而把自

然和自然之美排除在美学领域以外的传统的终点。在此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角色是黑格尔，他与将艺术视为模仿、模仿自然的

前现代观念决裂，按照这种观念，自然之美是艺术之美的典

范，且艺术生产被认为是自然的延续或是自然的鬼斧神工。但

对于黑格尔来说，自然之美只是低级阶段和不完善的美，因为

这种美缺乏意识或精神。自然是异化阶段的精神;自然美不是

美自身，而只是被提高到艺术表现层面上后我们所认为的美。

黑格尔对美的界定是，理念的感性外表、感性与精神的统一。

阿多诺反对他自己所说的"与天下一切非精神之物对抗的

唯心主义的傲慢因为恰恰是自然而非精神/思想/意识的东

西才是美的实质:即，理性、概念或工具思维的对立面。阿多

诺对自然美的定义一一"普遍同一魔力笼罩下的事物之非同一

性的踪迹"一一因此指出了一条走出现代性之自大，即走出由

征服自然而布下的神话魔咒的道路:后者正是理解他与霍克海

默的启蒙辩证法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补充说，阿多

诺仍然陷入了自己的启蒙辩证法中，因为他也只能把自然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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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被功能化操纵的世界的对立面。尽管他反抗现代

性，但是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现代主义者，他颂扬现代性不可逆

转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能界定什么是现代艺术中真正进步

的因素。尽管他写了一个否定的、自我废除的进步神话，他还

是悲剧性地被进步的理念所束缚，他的反抗因此可以被看做是

与从波德莱尔到立体派、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俄国构成主义以来现代艺术主流中背离自然、放弃自然或压抑

自然的互补。

对于伯姆来说，阿多诺的由和解的自然所构成的否定乌托

邦，最后、最极端地表达了与自然的异化。在现代，艺术和美

学理论也和现代科学→样以与自然的异化为特征。如果我们想

找到→种新的与自然的关系，并重新思考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导向，不再将美学还原为一种艺术理

论，而是，用伯姆的话，将之看做一种体验现实的方式。换言

之，需要给人类一种新的美学教育，回到"美学"一词的原初

意义上一-用感官去认识，这种教育的任务是对感官进行重新

塑造和发展，使之能让我们对环境、氛围产生敏感，通过使我

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也是濒临威胁的自然的一部分而克服主体与

客体、大脑与身体、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分裂。阿多诺的自然即

他者的观点反映了他本人与社会相关联时的痛苦，目前对自然

美学的兴趣，在伯姆看来，则来自于我们与自然相关联时的痛

苦。环境问题的本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已经开

始以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体上体验我们施于自然而产生的

后果。一门自然美学因此必然是→门生态学美学，其在当代艺

术中的反面补充就是再现的危机，所采取的形式是再现正在消

失中的自然。或换种方式来说，如果现代艺术是对再现自然的

逐步破坏，那么当代(后现代)艺术则是再现了对自然的破

坏。一门生态学美学可以利用包含在古典传统中的某种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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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姆挑选出三个方面:

(1)阿多诺关于模仿即对挪用的替代的概念:

即，对他者自身权利的承认，对具体和个性的保存。

因此这个概念归功于模仿自然的传统理论，这里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不仅只是对自然的尊重，而是伯姆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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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认识到我

们与自然的亲缘关系。

(2) 自然即主体的观念(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和

恩斯特·布洛赫)拒斥现代科学将自然作为认知对象

和实践操纵的材料的做法，自然被体验为向我们述说

一种辨识体验的能力，的同情的维度，

的主体，它打动我们，使我们参与其中。

(3) 恩斯特·布洛赫关于与自然联盟的概念在伯

姆看来在英国的风景园艺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

体现。风景园艺克服了艺术和自然之间分门别类的区

别，展现了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共同的生产力。这

至今还是一个在自然增补艺术、艺术家增补未来自然

的创造方面值得学习的典范。

伯姆因此将他的自然美学计划参照环境和再现的危机来定

位。这两种危机都提示了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个批判性

的问题，且正如伯姆所提出的，两者都可以通过桂除主体与客

体、思想与自然之间的分裂而得到解决，一方面，弃绝将艺术

完全还原为艺术作品，另一方面，把美学的体验面向环境。

伯姆认为美学的现状正对应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状况。

那时，希望在于通过艺术而使主体与客体达到和解。现在，希

望则在于，在启蒙运动将人界定为理性动物以来，在艺术和科

学都存在与自然异化的背景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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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代时代的结束(伯姆避免使用"后现代")要求

在自我理解方面的改变，这个改变必须要包含与自然(身体)

的再统一。伯姆把身体定义为世界中的存在物的首要方式、自

我意识的基础:即，那通常被叫做人类感性、现在需要用来对

抗现代对身体的自我约束的方面。这使得美学(感宫的发展)

对当今的人类学至关重要:具体说来即，对环境的意识和反应

需要被发展为有意识地塑造自然的一部分。伯姆在此认为这样

一个计划所使用的术语都是马克思的术语:自然的人化(当

然，也有人的自然化) ，自然被理解为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的人类身体的延展。为了避免误解，我还需补充，伯姆在"环

境"条目下既包括第一自然也包括第二自然。城市必须被认为

是一个人造自然的生态复合体。

我不想直接评价伯姆的纲领，倒是更愿意对一门自然美学

补充一些看法。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的计划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这是与整个征服自然的计划搅和在→起的，其结果现在看

来与其说是对自然的人化，不如说是对自然的破坏。现在回想

起来，对自然的人化似乎是被束缚在被驯化的自然，即前现代

社会的农业上:也就是说，被束缚在目前受工业化农业所威胁

的历史景观上。(澳大利亚当然没有这种以农民为基础的景观，

且完全是现代农业的产物。)因此，我把一个被人化或被驯化

的自然定位在荒野自然和工业化自然之间 O

荒野自然在崇高的视角下就是自然美。人化的自然是把自

然美转换到田园牧歌的模式中，对此，园艺提供了人与自然和

谐的永久意象。工业化的自然是对自然美的破坏，其特征是一

元化文化的乏味和一切自然人文历史语境的丧失，因此它抵梧

美学体验，是一片美学的荒原。

荒野的自然和工业化的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正好处于

不同的两极，但是两者都排除了人的维度，在两者中我们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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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认出自我，或者仅仅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辨认自我。通过沉

思默想所得到的对荒野自然的崇高感是一种在自然的宏伟和观

赏者自身的微不足道之间所形成的对比，这种对比唤起敬畏和

崇拜感。荒野自然是人尚且没有染指的自然，它也对人漠然视

之。崇高可表现为一种静谧的恢宏，也可以表现为令人敬畏的

大灾变。风暴和火山喷射可以产生壮观的气氛效果，正如美妙

的日落一样。对崇高的审美体验能够轻易地变成对毁灭的体

验，我们还记得，对于尼采来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世界

才有存在的理由。科威特燃烧的油井，原子弹的蘑菇云，废墟

或烈火中的城市一一崇高与启示录携手并行。

如果说崇高表达了强大的自然力量对人的把握，工业化的

农业则是将人对自然的统治客观化并将自然转变成了机械再生

产的荒原。对瓦尔特·本雅明的参照是有意而为。本雅明颂扬

由大众化生产所产生的千篇一律，我认为，这正是适合于毁灭

自然之美的反美学"体验然而，我们可以同意本雅明对法

西斯主义政治美学化的敌视，但是却不必同意他关于光晕的破

坏能带来解放的效果的革命幻想。有必要记住的是，本雅明对

光晕的界定是从自然美的角度来阐明的:艺术作品的光晕指的

是"它的时空在场，它在它所发生的地点的独特的存在"。本

雅明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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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历史对象而提出的光晕的概念可以参照自然

对象而得到有效说明。我们把后者的光晕界定为独特

的距离现象，无论它实际上有多近都无关紧要。如

果，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休闲，你的眼睛浏览着远处的

山峦或头顶上投下树阴的枝条，你就是在体验山或树

枝的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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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此进一步说明。在《论波德莱尔作品中的一些主题

意象》中，本雅明写道:对光晕的体验的基础在于把一种对人

的关系的反应转换到对元生命或自然物质与人的关系中去。我

们所看的人，也反过来看我们，认识一件事物的光晕意味着赋

予官以反过来看我们的能力。②

我认为光晕就是将自然人化的审美体验t 即，对人化的自

然(自然之美)的审美反应与荒野自然下的崇高感或工业化自

然中的千篇一律的对立。它的基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对

一个人性与自然的语境或生命世界的认识。因此，光晕可以构

成伯姆所提出的新的人类美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对光晕的体验也就是对一种模仿或互动关系的体验，一方

面这可以参照自然之物的光晕来说明，另一方面，可以参照人

类关系来说明。但是本雅明的着重点不是自然而是艺术作品。

如果我们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探询自然而不是艺术，那么光

晕的毁灭就不会带来世俗的启迪。绘画中对自然之美的破坏将

自然之美简约为一种具有商品价值的拙劣艺术品，而绘画则成

为照相复制技术的牺牲品。光晕一-正如我从字典上所得知，

是"那种声称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中放射出来的本质"一一由

于照相技术把自然美简约为可视图像而被毁灭，被取消了其础

特在场的氛围，照片，可以说，是死亡的自然。

显然，本雅明所颂扬的艺术作品光晕的消失提供了一种矛

盾的启蒙。如果说复制将艺术作品从巫术和膜拜的魔幻中解放

出来，这一行动同时也割断了内在于光晕的人与自然相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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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启蒙辩证法再次被提出独特的距离现象，无论多近

都无关紧要这界定了自然之物的光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成为一种标志，象征那欲望无法得到的对象一一与自然的和

解一一的无限临近与距离，这是从本雅明到哈贝马斯以来批判

理论的核心议题。这种无限的临近与距离正是一个关于自然美

学的否定的乌托邦的"实质而阿多诺的著作就是在对本雅

明的主题的长期思考中围绕这一实质而循环往返。要打破这种

无尽的循环，只能借助本雅明短路式的跳跃，跳出自然历史的

同质的时间。阿多诺的循环是无尽的，不仅由于启蒙的辩证法

把我们牢牢栓在自然历史的、即同一性永久复归的领域，还由

于这一辩证法同时记录了我们与自然既无限遥远，又无限临近

的双重关系。这是一种虚假的启蒙所制造的无限距离，这种启

蒙由急剧的焦虑所驱使，它努力使人类从自然的统治中解救出

来，结果却把他交给了命运的神话魔咒。但是同时也有真正的

启蒙所制造的无限临近，这是主体对自然的记忆，是我们内在

本性中出自天然的模仿的冲动，这种本性可暂时瓦解自我保存

身份的铁笼。这种(启蒙与自然的)双重性在阿多诺和本雅明

关于主客体的分裂即历史的堕落( Fall) 这种解读中是不言自

明的内涵。否定辩证法的本原是自然历史:这是由将自然分裂

为堕落和被救赎的自然的堕落( Fall) 所启动的神学。堕落的

自然就是本雅明的悲剧、卢卡奇《小说理论》中的第二自然和

阿多诺的完全物化的世界的世界舞台，其对立面是救赎的自

然，一个从来不曾存在、只有艺术作品中的自然之美可以瞬间

唤起的自然。光晕、模仿、自然之美一一这些独特和非同一性

所留下的印记一-都不断提示，阿多诺美学理论的基础是一门

自然美学，但是这是一门神学自然美学，产生于他与本雅明相

互矛盾一一否定与救赎一一的对自然的关系和对自然的概念。

这点可用阿多诺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对自然美的处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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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这个概念自康德以来已经从美学中消失，被阿多诺重

新引进，以便抗议主体对这个概念的替代和篡夺。对于阿多诺

来说，对自然之美的排除代表着唯心主义美学的阴影，代表着

对自然与艺术互相参照、自然之美对艺术理论至关重要的否认

(AT , 98) -一这里阿多诺指的是现代艺术，过去两百年来的

艺术。阿多诺提出，如果说艺术在传统上被界定为模仿自然，

现代艺术就应该被理解为模仿自然美。因此自然美有两层指

涉:指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而这个概念本身(正如自然历

史) ，尽管具有自然和艺术两层意思，但所表达的是模仿性的

(主客体)关系本身。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密切相关，因为它

们所唤起的审美体验，用康德的话说，是无功利性的。摆脱了

物质利用或科学知识的功利性，自然可表现为自然之美。在统

治中悬置功利唤醒了对没有统治的自然状态的记忆一-阿多诺

立即补充道，这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向自然之美投降又

带有倒退的危险。自然之美掩盖着自然的神话魔幻的恐怖

(AT , 104-5) ，崇高这个美杜穆的面孔藏在自然之美背后。

在启蒙辩证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浪漫主义对自然矛盾迷恋的辩

证法。当阿多诺谈到"本原就是目标"的艺术时 (AT ， 104) , 

边一浪漫的主题意象(来自卡尔·克劳斯)指的是对自然的救

赎，而不是回归自然，而通往救赎自然的道路是艺术的自然之

美，因此，对于阿多诺来说艺术的自然之美不包括对自然之美

的模仿也就不足以为怪了。正如拙劣的艺术品所表明的，自然

之美不可描绘。惟一对自然的真实描绘就是过去将自然表现为

死的自然的风景画:即，表现为自然历史、表现为历史变迁的

寓言性代码 (AT ， 106)。正如阿多诺所说，圣经对形象的禁

忌(→个从 18 世纪到弗洛伊德对米开二朗基罗的《摩西》的研

究以来→直热门的崇高论的主题)在本意上既是神学性质的，

也是美学性质的。我们也同样可以补充说，艺术的自然之美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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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学的，也是神学的。从美学上来说，现代艺术借助精神化

过程而接近自然美 (AT， 1却) ，这个过程不可理解为与自然

的异化，而应理解为艺术的主观化，借此，其美学的客观性得

以实现美学的客观性-一自在自然的映像一一是神学统一

中主观因素的纯粹实施;只有这样，艺术作品才得以与自然相

似 (AT ， 12 1)。因此作为第二自然的艺术品并不是对第一自

然的模仿，而是对并不存在的自在自然的期待，这是一种穿越

主体并超越主体的未知物 (AT ， 121)，也就是说，在美学的

客观性中，主观意图被转变为非意图性，被转变为超越意图、

接近非人的自然的东西，但是这种非人的自然已上升到表达的

层面。因此，对于阿多诺来说，现代艺术(主观化与客观化的

融合)从神学上来说，是惟一一个类似创造性的语言可以出现

d主 ~φ化移1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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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辞格 (AT ， 121) 。

于是，如果对于弗伦希托尔来说，自然就是阿多诺的真理

模式，④那么我们必须补充，这个真理只能出现在艺术对自然

的救赎中自然之美在于似乎比之本身说出来的更多。因此

艺术背后的理念就是将这种"盈余"从艺术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偶然场合中挖掘出来，利用自然的表象，使之具有决定性，这

意味着否定其非现实性。"⑤这种自然之美的盈余就是自然的光

晕，艺术则试图借助审美客观性的自我超越的封闭而对之加以

把握和拥有。因此在艺术对自我的忠实中一一即艺术的审美客

观性一一它完成了自然徒劳地寻求的结果:作品睁开了眼睛

(AT , 104)。与黑格尔相反，阿多诺坚持认为自然之美接近真

理，但是它却在与真理最接近的那一刻自我隐匿。自然的尊严

来自于尚且不存在之物，这是一种被交付给奥秘艺术的尊严

(AT , 11 1)。

正如阿多诺拿过康德关于自然之美的观念，将之转换为他

自己的艺术概念，他同时也利用了康德对自然中崇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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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描述通过封闭性艺术的精神化而取得的对自然的崇高化

(AT , 293)。与主体对康德所分析过的自然中的崇高的体验相

对应的是一种具有净化作用的震惊，通过这种震惊，艺术作品

的真理内容自我显现:即突破客观性而进入主观意识 (AT ，

363)0 作品与接受中这种主客观之间的辩证法在双重意义上具

有崇高意味。对于接受者来说，主体的牢笼暂时消除，允许被

压迫和受压抑的自然说话。因此现代艺术作品就是崇高的，因

为它努力传达那不可传达的意义 (AT ， 292) ， 或者也可以用

利奥塔的理论来说，它展现那不可展现的意义。换言之，现代

艺术要么崇高，要么什么都不是。它的具有悖论意味的存在理

由在于它以无望的奋力来传达崇高，对此它只能通过揭示精神

与物质之间的矛盾而否定性地来实现，这种矛盾必然会破坏艺

术的(美丽)表象。因此崇高的遗产就是没有缩小的否定性

(AT , 296) ，借助于此，只有和解得以被表达。这个和解一一

在此被阿多诺界定为将自然从不自由中、从主体的独裁统治中

解放出来一~就是回归自然，而这种回归是崇高的( AT, 

293) 。

现在我可以以下列形式将上述论断重新阐述:崇高既指出

了、同时又阻隔了回归自然之路。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并不仅仅

是崇高论，同时自身也是崇高的理论，它被驱动着围绕着传达

不可传达之意这一悖论循环不己，在此过程中，自然被升华到

消失，只留下了光晕，即其精神的本质，如同柴郡猫那神秘的

微笑。

四

阿多诺的关于封闭性艺术的崇高理论与本雅明希望在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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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破坏光晕而辞放世俗的启迪的思路相比，正好形成不同

的两极。哈贝马斯试图从"拯救性批判"的角度来解决本雅明

在对待光晕问题的态度上的矛盾。⑤在他论本雅明的著名文章

中拯救性批判"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用来描绘本雅明

思想的核心意图，另→方面，表明了哈贝马斯本人对批判理论

中和解的理念的拯救性的改造:即将人类解放与自然的复苏相

结合，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马克思、阿多诺、本雅明、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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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马尔库塞和布洛赫共同的关注。

哈贝马斯的论点是，光晕的丧失解放了包含在光晕的模仿

性体验中的内涵:客体变形为主体的伙伴，独特的距离现象，

无论多么近，是相互幸福的标记，这是对上帝在场的神秘体验

的世俗形式，它罩在光晕的艺术作品中，一旦揭示，就变成公

共的，并进入非仪式化的艺术。我们可以把世俗的启迪看做被

神秘化地解秘这样一个悖论，或者看做本雅明从超现实主义中

所发现的日常世界中寓言般的神秘。艺术的历史被哈贝马斯读

解为人类从其对自然的依附和屈服中努力拯救人的模仿能

力一一人类器官与周围的自然的未被打破的呼应一→的历史。

艺术的功能就是保留模仿而同时消解神话的魔幻力量，因此在

现代世界，光晕呼应的丧失为阿多诺的奥秘主义和本雅明的大

众艺术之间相反而又互补的反应提供了解释，一方指向自然，

另一方，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则指向生命的世界。

哈贝马斯自己的"拯救性批判"计划寻求克服一种死胡

同，这在他看来表现为本雅明将神秘主义与启蒙相结合的徒劳

努力，阿多诺对普世和解的非理性迷恋:这就是我所说的从神

秘主义一神学的角度认为主客体之间的分裂就是堕落的历史，

这是阿多诺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把意识的产生看做对内在"自

然"的压抑的基础。①堕落的自然与救赎的自然之间的分裂对

应于对象化的、统治的工具理d性与其对立面，模仿，之间的分



裂。哈贝马斯意欲通过摆脱内在于意识哲学的异化来弥合的正

是这个理性的分裂和启蒙的双重性。在《交际行为理论》中，

他写道，模仿的理性内核只有通过放弃意识哲学的范式一一主

体代表客体的运作一一而青睐语言哲学的范式-一一在这种范式

中，认知工具理性被理解为一个更全面的交际理性的一部

分一一才能重新得到。⑧总之，哈贝马斯通过用主体间性理解

代替普世和解来拯救模仿性的世俗真理。和解的理念被转换到

了一种调节性的、非强制的社会化理念中去，在此，生命的世

界取代了自然，所借助的中介是艺术现代艺术珍藏着一种

乌托邦，它在这样→些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即在艺术作品中经

过升华的模仿力量在一种没有打破平衡的日常生活关系中找到

了反响。"⑨

阿多诺"迟迟正如哈贝马斯早在 1969 年就明确指出的，

因为那将"不

再提出自然睁开它的眼睛的要求，不再提出在和解的条件下，

我们与动物、植物、岩石对话的要求。"⑩交际理性并不包括与

自然的对话，但是的确使我们看到，普世和解的神学仍然是西

方对象化理性主义还原论本体论的对立面，后者已经使世界异

化，使人类无家可归(在一种由不断被废弃的批量产品所构成

的环境中被剥夺了→种地域感 )0。这更加清楚地表明，对于本

雅明和阿多诺来说，启蒙的概念充满了从自然中解放和对自然

救赎的矛盾。启蒙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启蒙与浪漫主义的错综交

不肯将和解的理念缓和为自治和责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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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这点再现在艺术中并被艺术所见，证。如果艺术的功能是为

了保住模仿，手段是通过打破其神话魔幻而拯救自然的前程，

那么艺术作品就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然历史的对立面，即既是自

然也是历史的否定真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被救赎的自然历史

的真理的形象一一转瞬即逝的光晕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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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拯救性批判"是一个进步，因为它表明在批

判理论中启蒙与浪漫是如何与主客体的范式不可分割地纠结在

一起。它是一个退步，因为他的"拯救性批判"保存模仿概念

的方式是将启蒙与浪漫主义分开来。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启

蒙继承者。模仿的另一种可能性→一其浪漫主义遗产一一在于

更新一种自然美学，其条件同样是与主客体范式的决裂。我们

将会看到，哈贝马斯和伯姆都提出了一种对人类的新美学教

育，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一种没有打破平衡的日常生活的模

仿关系"实现了现代艺术中乌托邦的承诺。对于伯姆来说，我

们的审美感性能力的恢复和培养根植于我们肉体的在世界上的

存在，实现了浪漫主义艺术中乌托邦的承诺，他们每人都试图

拯救由光晕的败落而释放出来的世俗的启迪，方法则是超越艺

术的框架。在这样的操作中，他们的两种不同但又互补版本的

对艺术的扬弃强调了两个维度---主体间性与自然的维度一一

这正是本雅明用来说明艺术作品的光晕的维度对光晕的体

验的基础在于把一种对人类关系的反应转换到自然物和人的关

系中去。"

作为结论，我提出两点(1)在现代性中，哈贝马斯和伯

姆代表着两种不同但互补的对崇高的、政治一美学的救赎范式

的"拯救性批判"。他们与崇高决裂的方式是分别对启蒙常识

和浪漫主义的自然感悟能力重新加以利用。 (2) 从词源学的角

度来说，生态学是一道让我们把房子收拾整齐的命令。要做到

这点，我们既需要情感也需要理性。如果生态学美学要将我们



对自然的统治变成人与自然新的联盟，那么它就需要交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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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 η世ng日， Life and Home" ，凯西i.sE.阳Jen ， 33 @α. A. Heller, 

(1锐)， pp. 静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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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计划》中的经验与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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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查德·沃林

瓦尔特·本雅明意欲将《拱廊计划》作为他毕生事业的顶

点，他希望以此为 19 世纪所做的正是他在 1925 年的《德国悲

剧的起源》中为 17 世纪所做的研究:通过对时代生活形式的

寓言式解读而使这个时代的真理内容 (Wah血eitsgehalt) 透过其

物质内容(Sachgehalt) 的表象而显现出来。①这种方法正与他

不落俗套的认识论理想相吻合，即努力从现象领域的内部挖掘

本体的知识、通过在哲学研究领域把最重要的地位给予此前被

嘲讽和蔑视的对象一一现象世界中短瞬和过渡的事物一一而颠

倒西方形而上学的术语。这项研究的成败全取决于对一种新的

经验概念的发现。按照理想，这种新的经验概念将会把传统的

经验概念完全置于二种新角度，并从这个意义上为一个平谈乏

味的现象世界得到救赎 (Rettu唔)而铺平道路。在他的形而上

学时期(大约在 1914 到 1925 年间) ，这一认识论路线还带有

明显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理念通过将现象世界中的零散碎片

整合到哲学构型的星丛中而实现对现象经验的救赎。本雅明所

使用的"经验"一词暗指康德所赋予这一词的意义:我们能够

认识世界的先决的认识论条件，同时，在本雅明的使用中，由

于他同时极取了却世纪德国文化批评 (Kultu珠ritik) 的内涵，



这个词具有了一种评价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现代世界经

验已经贬值，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文明 ( Zivilisa

tion) 的粗俗、物质主义的价值以牺牲文化(局dtur) 的优雅高

尚为代价而全权统治的时代。早期的本雅明毫无疑问地认为自

己是唯美主义者、文化人(必dturrrteMCh ) .且正是借助文化领

域，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平淡乏味的经验才得以被超越并支持

种新的经验概念，由此生活才会重新充满价值和意义。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本雅明与韦伯的意义失落 ( Sinrwerlu.st )观点不

谋而合，认为这是现代的规定性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科

学主义已经撕碎了宗教生活神圣的华盖。在《拱廊计划》中，

本雅明所面临的西西弗斯式的艰巨劳动是以下这点:如何使这

样→种经验论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吻合以便所

有的人都得到救赎，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化精英阶层。

对本雅明《拱廊计划》的解读立即暗示了两个相关联的阐

释学上的难题1.怎样着手参照本雅明早期、坚定的神学

形而上学研究来定位《拱廊计划}? 2. 如何描绘此项研究核

心、整体的理论要点?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由于以下事实而尤

为复杂，即众所周知. {拱廊计划》尚未完成，而且是一部极

难重构的未完成作品。②为这项研究而收集的"案卷( Konvo-

luten) 大多主要包括一些素材;在无数情况下，由于缺失提供 I~

支撑的评论(本雅明从来不擅长这种评论)，全凭猜测来推断|最
本雅明打算如何应用这些材料。因此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判

断《拱廊计划》时，是永远不可能十分有把握的，因为不仅著

作本身只是→个框架一一时紧时松地经营了 13 年 (1927-

1940 年)一一而且很显然的是在这个时期内几次对方法论的

着重点做了重要变通。

很明显，在他最早期的文学活动中，本雅明所寻求的是他

所说的一种"最高级的经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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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世俗本性所站污的经验概念，本雅明认为这种情形(机械

论经验论)应归咎于新康德主义(在本雅明的时代占据德国大

学中理论统治地位的思潮 )λ，因为新康德主义一一虽然声称要

通过如今被人熟知的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方法论的区另别u俨③而从

1凹9 世纪实证主义的掌握中将自治主体体，性的概念拯救出来-一

却滑入了"机械论

康德那臭名昭著的禁止涉人只有智性才可理解或超感觉的领域

的戒令一一而在本雅明看来，这个领域却是惟→一个可能发现

一个高级的、非世俗的经验概念的领域。总之，这个简单的介

绍就本雅明对所有盛行的、世俗的哲学方法论的公开厌恶以及

他早年对前康德哲学的、神学的真理观念的泛泛尝试提供了一

个背景。早年本雅明的知识论一直是完全个性主义的，对于这

时的他来说，神学似乎是一条恢复失落的经验总体性，一-即

一种前伊甸园状况的、一种在"堕落"的历史连续体中已经被

消解殆尽的纯洁与共同性一-的可行途径，当然他并没有头脑

简单到认为可直接采用传统或世袭的宗教体验的观念的地步，

而是认为这些也同样已被世俗传统的腐败所损害。与此背道而

驰，吸引他的是卡巴拉的观念，犹太教那被禁止的神秘主义暗

流。这是一种在本雅明的公开出版物中只是间接浮现的神学传

统;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极有影响力。无论如何，正是卡巴

拉关于世俗的历史连续体和救赎后的弥赛亚领域之间几乎绝然

的断裂观念打动了他，正是这点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从早

年(约 1920 年)的《神学一政治断章》到 1倒0 年的《关于历

史的概念趴在前者中，本雅明描绘了上述两种领域之间的关

系，手法是这样一个颇带刺激性的意象，即两个方向相反、却

莫名其妙、但又只是略微有些互相影响的箭头卢在后者同样

用了一个引人住目的隐喻:克利的水影画《新天使趴在此，

"历史天使"的翅膀被从天堂吹来的大风鼓起，大风"不断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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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废墟并把废墟抛在他脚下虽然"我们"只看到一连串的

事件，知情的天使却看到了持续的灾难，那种标志着迄今为止

尚未得到救赎的历史生活之特征的灾难。⑤

在本雅明的毕生事业中，无论怎样强调以上两个隐喻的重

要意义都不为过，因为它们构成了他的历史哲学的基石，他的

整个经验论最终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石上的。这个历史哲学的特

征可被认为是一种否定的历史哲学:类似于视历史为衰亡

( Verfallsgeschichte )这样一种观念，这也正是他对悲剧

( Trauerspiel) 的理解。⑤虽然从这种观念中所产生的经验论在他

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基本上采取一种形式，但是却以三个不间，

但实质上平行的观念为特征:单子(悲剧研究一书)、辩证法

形象(拱廊街项目)和永恒现在 Oetztzeit)或当下 (Now-也ne)

({关于历史的概念})。它们都传达同一个理念，即上述几个象

征姐验的意象的非凡或独到，而超验才能给不具超验性的世俗

的历史连续体增添光彰。对这些意象的构建是批评家一一或后

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一一的任务。这种过程推进了对被结合到

意象中的现象的救赎。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经验论寻求重新捕

捉一种由于历史的分裂而黯然失色的整体感、统一感。虽然在

初始阶段满足于对这类事物状态的神学解释，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期，随着他新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他开始正视 <

其实际物质的，即社会一历史的原因。⑦

辩证法形象是拱廊项目的方法论基石，然而在出自《单向

街沪的"凝固辩证法"概念中已经有了重要的先声。正如悲

剧研究一书中的单子和星丛，辩证法形象的目的也在于将现象

从其堕落、直接的状态中救赎出来。由于现象被提升到形象

中，便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新生命，它们被从眼下的存在状态

( Zuhandense切) ，即它们纯粹的既定性中强有力地拉出来，借

助意象所实施的并置过程而被重新审视。对于本雅明来说，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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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形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始终不与哲学评论相提杂而受

到影响，这与他的认知禁欲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是→脉相承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现代哲学把认识论凌驾于本体论之上

的做法，本雅明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对于他来说，正相

反，真理不是一个主观添加物，而是客观实在，潜藏在事物内

部。真理将会从物质因素的直接并置中显现出来，因为它不是

用严格的话语手段可以得到的。由此看来，本雅明的认识论倾

向与两战期间流行于德国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和活力论的知识论

观点极为相似，确实，这些理论大多被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赞同

者所拥护。他本人毫不隐瞒他的意象主义的知识论极大地受益

于德国文化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著作。他与克拉格

斯持-个共同的信念，即话语理性不足以捕捉新生的、切身体

验中直观的真理，形象思考(而不是概念)可作为一种替代参

与进来，因为形象的可感性与切身的体验本身具有更大的近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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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根据本雅明思想中所谓的唯物主义转向才能理解他的

理论自我界定中实质性的变化。然而，这个变化在→定程度上

是误导的，因为他的核心的认识论方针一-分别表述于单子

论、辩证法形象或当下一一实质上自始至终→层不变。在这三

项中，所关涉的问题都是一种能够超越-切人类三段论之"原

罪"一一即这种事实:思想永远企图用槽念的手段来理解非概

念的事物-一的哲学途径。本雅明对这样一种明显困境的解决

方案是努力找到一种尽量与传统的哲学概念化没有近似性的知

识表征方法，因此便有了"以形象为目标"的接近真理的方

法，其基本原则与超现实主义蒙太奇原则极为相似:放弃传统

的哲学叙事，而采取一种要求将洞见直接并置的途径。通过这

种方法，他力图给予那种在其他方法中失声的事物一一那些在

其他方法中仅仅被作为概念性"知识意志( "will-to-knowl-



edge" )的素材的事物:事物本身，一般客观性-一以自主的

声音。这个观念的神学意韵清楚地回荡在本雅明所时常表达的

愿望中，即他意欲建立一种能够直呼事物的专有名称的知识

论一一暗指圣经的创世论。然而正如阿多诺常常指出的，这样

一种技巧，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但却由于其严厉的反

主观主义，内在地具有一种滑向它所厌恶的实证主义方向、将

直观实在性神化的危险;对这一指责，本雅明的答复是，由于

实在性一一尽管是直接的一一被结合到了单子或辩证法形象中

来，它本身就因此而被转换了。⑨

本雅明希望借助这个方法建立-种能够超越现今历史时代

堕落状况的经验论。在 20世纪的 30 年代，波德莱尔和尼可莱

·莱斯克夫都成了辩证法形象的对象:波德莱尔是由于其诗歌

意象与-个生物种类的原一历史( urhisω时al) 阶段的感应

( correspondences ) .在那个阶段自然被视为兄弟而不是被统治的

对象:莱斯克夫则是由于其讲故事的能力能够重新捕捉→种方

法来传达整体、连续、意义等具有重要地位的经验。⑩在两种

情况中，他的分析，尽管具有探索性和推论性，都始终带有将

过去浪漫主义化的色彩，这也是他同时代有些政治上令人讨厌

的思想家的特征。

卡夫卡和卡尔·克劳斯的作品都成为这种模式所分析的对自《

象，两者都被认为是圣经模式的预言家，不懈地悲叹世俗事物

的沉论，而不是一种和谐生活的先驱;然而这种悲叹本身绝对

不是目的，而是促使整顿这种局面的有力鞭策。正如在《神学

一政治断章》中两个箭头虽然运行方向相反，却能够相互影响

一样，克劳斯和卡夫卡的作品，由于定位在世俗的世界中并推

动这个世界走向极限，因此寻求将之摧毁，为救赎扫清道路。

本雅明晚近表现在其作品中的对唯物主义思维模式的执迷

方式已经引起注意:越来越公开关注对未得到救赎的现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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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社会一历史的理解，然而还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另→面，也

值得注意:即他渴望他的辩证法单子或形象中的真理内容现在

应该以通俗而不是晦涩的方式而被救赎;渴望它们能够服务于

一个(还刚刚开始的)集体主体性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而

不是如从前，只服务于一个内行的小团体。这种在所谓"救赎

策略"上的变化也许代表着本雅明从所谓的早期作品到构成和

派生于《拱廊计划》的材料的进程中对批评家的自我定义的最

明确的更改。然而尽管对于接受一理论的态度明显变化(本雅

明在 1923 年曾经写道没有任何诗歌是为读者而写，没有任

何图画是为观者而作，没有任何交响乐是为昕众而演")，。人

们还是很难下结论说他此后的著述因此就具有了更一般化、更

易接近的特征。但无论如何，在意图和实际之间(明显的)差

距最终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矛盾重重，相反《拱廊计划》的洞

见注定是从理想上而不是立即就能得到"通俗的数赎本雅

明始终清楚知道救赎事实上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

历史实践的问题。

正是 1926 年对阿拉贡的《巴黎城里的乡巴佬》的阅读为

本雅明提供了《拱廊计划》的最初灵感。@这样本雅明对超现

实主义的兴趣与拱廊项目的有计划的意图就完整地关联在一起

了:因为正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一种通俗

的、世俗化的经验概念，它满足了本雅明早期渴望在不进入世

俗经验的内在领域的前提下而取得超验的愿望，本雅明在写于

1归8 年的《超现实主义》一文中所阐发的正是这样一种概念，

其中他主要提到"世俗启迪"的观念，对此他是这样定义的:

"对宗教启迪的创造性克服(力日了斜体;在此提供给我们一种

对于他自己先前对神学的涉猎的公开的自我批评) ......-种唯

物主义的、人类学的灵感，对此，大麻、鸦片或任何其他的东

西只能用来作为人门的课程"一一当然是一种危险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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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雅明来说，超现实主义所提供的的确非同一般:一种将

庸俗变为高尚的技巧。除了《巴黎城里的乡巴佬}，对他同等

重要的还有布勒东的《娜嘉}: "超现实主义者们最先看到"过

时"品中、第一批铁架中、最初的厂房中、最早的照片中、那

些衰退的东西中……所显现的革命能量，在这些空想家和预言

家之前还没有谁能够认识到赤贫-一不仅是社会的、还有建筑

的、内部的贫困、被奴役和奴役的对象-一能够突然间被转换

成革命的虚无主义他渐渐变得狂喜起来。@这是对本雅明的

拱廊项目同等重要的方法论途径。因此本雅明在书信中将《超

现实主义》一文看做一种"拱廊项目的绪论"、一种"挡在拱

廊计划前面的不透明的挡风屏障咱就不是偶然的了。在拱廊

项目中，他也以一种与超现实主义相同的方式，意欲将零零落

落呈现在儿童游戏中、一幢建筑中或生活的随意场景中的各种

最具体的性质确定下来。咱这种具体的性质，→个时代的具体

事物，将会被用哲学的方法来压缩，直到官们产生一般一一以

历史一哲学的本质形式呈现的时代特征。对于本雅明，正如对

于超现实主义者们永恒将是衣服上的一个皱槽，而不是

个理念。"。

超现实主义一一阐释成了一个桥梁，将本雅明早期文学批

评中坚定的形而上学一一神学研究和他后期研究中对唯物主义 1 ""，

原则的关注连接起来。不难看出的是，对于"唯物主义"一词|最
他完全是从唯名论的意义上来阐释的。把这两个阶段关联在-

起的，如果如此表征合适的话，是对一种高级的、本体的经验

概念的寻求，这激发了他的 1918 年的康德批判。@他们之间的

差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此时救赎被看做主要是一个世俗

的、集体的和社会一历史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具有形而上学倾

向的、精英的文人学士小团体的特权事物。然而必须清楚这样

一个事实，即这样一个重点转移绝对不意味着与早期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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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模式永远决裂，相反，本雅明始终不相信作为一种世界

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他始终不相信几乎所有如此确定的世

界观) ;他最初的疑虑在 1940 年的《关于历史的概念》→一本

雅明的理论遗愿和遗嘱一一中以一种几乎末世学的方式昭然若

揭. {关于历史的概念》的历史理论始终系统全面地批判历史

进步这种西方教义(这是《拱廊计划》的方法论关注之一) • 

但是这篇论文的内容无疑更接近他的"早期.. (再也没有必要

人为地区分什么"早期"本雅明和"后期"本雅明了)。⑩

此外，还有一个未点名的、将《超现实主义》一文与拱廊

项目-一一事实上是出现在 1935 年的报告中({巴黎 19 世纪的

都城})一一联系在一起的主题也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方法论

作用:梦魔生活的主题。对于本雅明来说，梦成了一个自主的

经验和知识掘泉，是清醒生活之秘密和神秘的→把隐而不露的

钥匙。确切地说，梦变成了在清醒的生活中人类被禁止实现的

乌托邦幻想的蕴藏处。它们对于那些人类在物质生活中被拒绝

的欲望和抱负具有庇护所的作用，阿多诺说对于本雅明来说，

"梦变成了一种不受约束的经验的介质、一种与思维的陈腐肤

浅性相对立的知识源泉"，@这话便命中了以上观点。梦在一种

新奇和陌生的语境中重新组织清醒生活的意象，这一事实表明

这与他对辩证法形象的定义有一种明确的结构上的近似性。在

梦中，正如阿多诺己经精妙表述的那样荒谬被表现得如同

理所当然，目的是使理所当然丧失力量。咱这样，梦就代表着

那个潜在的和非同一性事物的领域，它可被用于抗拒占统治地

位的现实原则以"自在存在.. (Bei吨 -in-Itself )而自居的权利。

它因此而成为建构一个预示着梦境可能成真的新的现实原则的

出发点(这点马尔库塞后来多次提到叭。

梦在拱廊项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 1935 年的报告中被说

得非常清楚，在那篇报告中，本雅明在引用了米歇雷的格言

￥w Je，得及其dJ ai加伽ψ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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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以后，勾勒出了意欲用做

《拱廊计划》方法论基础的辩证法形象的观点:

对于每一个刚刚开始的、还被旧的生产方式(马

克思)所左右的新的生产方式，都在新旧混合的集体

意识中有一些意象与之对应。这些意象是欲望形象，

通过它们集体不仅寻求美化而且寻求超越社会产品的

不成熟和社会生产秩序的不尽人意。在这些欲望形象

中还显现了一种意欲与过时-一这意味着与最近的过

去一一一决裂的抱负。这些倾向性将这些最初从新事物

中获得灵感的魔幻意象转向原初的过去。在每一个时

代都借助形象而看到后续时代的梦境中，后者混合着

史前一一也就是说，无阶级社会一一的因素。对这个

社会的体验-一集体无意识中充满了这种体验一一与

新事物相互作用以便产生那在无数生活的形态上，从

永久性的建筑到转瞬即逝的时尚上留下了印记的乌托

邦。@

"那在无数生活的形态上，从永久性的建筑到转瞬即逝的

时尚上留下了印记的乌托邦"→-即，在钢铁结构、全景、街 <

垒、展览、室内、博物馆、铁路、路灯、照相上，和最后但却

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在拱廊这些形态上一一换句话说，在拱廊

项目本身的重要范畴中。所有这-切在本雅明头脑中所形成的

思想并不难推测。他的观念把史前与等待着合适的历史时刻来

释放的元阶级社会相等同，这个时刻随着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

义的出现而到来。本雅明选择了拱廊项目来为资本主义的文化

上层建筑演示马克思为其经济基础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本雅明

来说，上层建筑并不代表对基础的直接反映，而是对它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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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一正如一个人吃下的东西在他的梦境中不是被反映而是被表

京|达一样Y因此只有通过对文化领域的严格分析，才能释放资
特|本主义所蕴涵的巨大的乌托邦能量并使之服务于作为一个集体

在|性的社会。本雅明正是从这点来理解他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
明!研究者的任务。然而，使 19 世纪特别合适于释放一个(原本

原始的)元阶级社会的乌托邦意象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曾经记载

过的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生产力的解放。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

有了挣脱一直奴役他的榈锁、有意识和自由地创造历史的客观

可能性。

然而对于本雅明来说，这种乌托邦潜能自我显现的标志是

一种"模棱两可性③这种状况之所以被认为模棱两可，是因

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倒退的性质所强加的限制，乌托邦的

希望始终是受束缚的、未实现的。在这个观点上，本雅明所依

据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分法。@但是

他认识到生产力将绝对不会必然性地冲破落后的生产关系，凭

借这种认识，他逃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观点。正如卢

卡奇的观点，解放的主要障碍在于僵化了的意识。但是与卢卡

奇不同的是，本雅明认为僵化了的意识并不是工厂本身的一种

现象，而是由于商品的虚幻特性使人类堕入一种催眠般的麻木

状态而导致的结果。人类既有→个需要实现的梦想，又有一个

需要从中醒来的梦境，因此才有资本主义状况下文化领域内在

的"模棱两可性"。

无疑，本雅明在 1935 年的报告中所提出来的辩证法形象

观念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一而且完全不切实际。阿多诺就报告试

图将商品拜物教或物化问题看做是"意识事实"这一点进行了

严厉的批判，认为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无序状态，物化产生

于意识之外。此外由超现实主义所激发的将辩证法形象与梦相

等同的尝试具有将这个研究项目中的唯物主义意图驱散到非理



性主义范畴中去的危险。阿多诺谨慎地告诫说"如果你把辩

证法形象作为一个梦而转换到意识中，你同时也就取消了它客

观的解放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才有可能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证实

其合理性。"@本雅明所赞颂的所谓的史前无阶级社会，如果真

有这样的社会存在的话，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压迫的社会，并

不是一个可以作为模范的社会，至于容格关于后一个理念在整

个历史中一直存在于一个神秘的集体元意识中的观念，则越少

说越好。

在 1935 年的报告的结论部分，本雅明公开承认他相信

"在清醒中运用梦的因素是辩证思想的教科书例证"@一一这表

明本雅明甚至在自以为最坚持按照唯物主义的研究原则运作时

也始终无法与早期形而上学的和思辩的阐释方式相脱离的程

度，在此，本雅明把梦看做一种新的、解放的经验论的信任程

度也同样非常明显。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本雅明的梦境体

验概念与超现实主义不同，而更接近弗洛伊德的概念:即，每

当他忠实于拱廊项目的原初意图时，即对 "19 世纪史前"的

研究一一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史前因素如何在 19 世纪自我显

现，不如说是 19 世纪如何退回到了史前一一一他并不倾向于把

直接的梦境体验中的显在内容物神化-一一如超现实主义所做的

那样一一而是把后者看做解放的-个障碍物(即便是一个指向 1 "", 

乌托邦的"障碍物")。根据各执→端的梦境体验理论，重要的|撞
到不是梦境本身，而是从梦中的醒来。正如本雅明在拱廊项目 |计

|划
的一则手迹中所总结的那样在清醒中对梦境因素的运用是/;

辩证法的准则"，@这句话回应了上述引用的那句话。

很明显，本雅明过于迷恋马克思在 1843 年给鲁格的信中

的那句名言了长期以来，世界一直梦想着-件只有它意识

的
经

驾
唯

到了才能得到的东西。"@然而有时，比如在阳年提出的辩证 i 塑
法形象概念中，梦境经验的内容似乎被给予了一种片面的实证 l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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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只需把梦中意象翻译成现实就可取得梦寐以求的乌托邦

目的。在另外的情况中，正如我已提到的，梦被看做一种集体

幻觉一一或更甚一步:一种魔幻一一人类必须从中醒来以便解

放自我。按照这种立场，对这个范畴的应用往往更具有一种隐

喻的而不是字面的意义一一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隐喻意义。正

如先前所说，它成为一个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相对等的范畴;

它暗含一种对无意识的、被动的、自然般的和盲目的历史演变

的态度。

后来的、更为令人满意的把历史一→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历史-一一理解为一场梦境的方法是与本雅明在历史写作中

新的、独树一帜的"哥白尼革命"相一致的，按照这种革命，

传统的(读做:德国历史主义的)解史方法被颠倒过来:对过

去的珍视不是为了过去(即不是为了历史主义的"按过去的本

来面目")，而只是就其与现在相关的方面予以重视。在他思想

的这一点上，对现实意义(Aktualitat) 或相关性的要求占据中

心地位，且这在以后成为理解过去历史事件的准则，或正如本

雅明自己对这种编史学新特征之意义的表述政治先于历

史。"$

与此相关联，另外两个范畴也具有了重要地位:清醒和记

忆。两者的作用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只有当历史的本质是一种

魔幻、一种昏睡状态、一个梦境、被反映、并被转化为意

识一一历史记忆的任务一一，人类才能希望从中醒来。

在这种版本的梦境体验概念中，并不是似乎梦境被简单地

降格到副现象或虚假意识的层面，而是幻象事物的辩证一←或

用本雅明青睐的说法，模棱两可一一的特征，即商品文化梦幻

般的特征始终存在，其直接影响就是把被动的观看者有效地融

合到它所导致的幻象情景中，其更深层的意义是→种对体现在

其表面上一一一诸如一个由拱廊所暗示的更舒适、健康、丰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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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前景-一一的乌托邦的渴望。本雅明在以下段落中对这一理

念作了如下表述:

一代人青春的体验与梦境体验有很多相似之处，

前者的历史形式就是梦的形式。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面

向着梦境，这是童年的一面。就上一个世纪的情况来

说，它的这一面非常明显地出现在拱廊中……。这个

辩证的历史新方法把自己作为一门将现在体验为醒来

的世界的艺术，在这个世界中，那个我们称之为过去

的梦境被与真理相关联 O 在梦境-记忆中改造过

去!一一因此记忆与清醒密切关联。清醒也就是记忆

的辩证的、哥白尼革命的性质。@

在本雅明看来， 19 世纪的特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

体意识越来越成为自我意识，而集体意识越来越淌沉到休眠状

态，只有几个极端清醒的个人-一一波德莱尔、普鲁斯特，

等一一才能够看出现代性进程的本来面目一一向着神话的永远

同一的元尽滑坡，因此落在历史唯物主义肩上的任务是逆转这

种潮流以便由几个格外敏感的个人意识所取得的洞见能够被传

播和普遍化。
r>. 

1}共譬如，建筑和时尚代表着集体意识的外化，这种集体意识|盹

在本雅明看来，只要仍然处于无意识状态、处于无形态的梦境|计
I ;tu 

形式中，就与自然过程一元两样。"它们还处在永远同→的循[-

环中，直至这个自我加强力量 o 的

然而问题仍然在于，既然本雅明的兴趣似乎在于历史性的|重
现在，为什么他却把研究焦点放在叫纪的资本主义上，也|量
就是说，既然他最感兴趣的似乎是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他|塑
的研究项目又为何要拒绝一个更为当代的历史焦点?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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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置疑。首先，也许也是最重要

的一点是，对现在的充分认识只能来自于对过去的认识，因此

为了理解当前的历史危机，对危机之缘起的了解始终是至关重

要的。第二，毫无疑问，由于新旧交错一一这体现在 19 世纪

资本主义文化的欲望一或梦境一意象中-一一这个时代似乎饱含

解放的潜能;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些潜能一一一乌托邦记忆的痕

迹一一由于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而被抹掉。可以肯定地说，这

一早期时代在本雅明的眼里具有一种特权地位，因为它体现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青春的、孩童般的阶段:是向着梦境的一面:

那种，譬如，出现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笔下的、对一种新质量

的生活的梦想。由此看来，本雅明原初曾设想在《拱廊计划》

中用一章来写傅立叶，就决不是偶然的了。"孩子能做成人所

不能做的事情本雅明曾经这样说道他能认识新事物……

每个童年都能发现这些新意象，以便把它们汇集到人类的意象

库中。咱所以，乌托邦的意象库产生于这个见证了工业资本主

义稳步崛起的世纪中，本雅明的目光转向这个意象库，希望以

此重新唤起当代历史中的这一代人迅速退化的想象一种完全不

同质量的和完全"他类"的生活的能力。正如阿多诺在→封写

给本雅明的信中所说一切物化都是一种忘却。"@借助对 19

世纪乌托邦意象这笔被遗忘的财富的拯救或救赎，本雅明寻求

激发→种集体意识，来认识出现在最近的历史时期的黎明中的

和谐生活的潜能。对于本雅明来说，这一记忆行为代表着→个

从机械文明的昏睡中醒来的机会，而机械文明的梦想正在迅速

变成一场噩梦。"对于我们来说本雅明解释道既诱人又

可怕的史前面貌在技术的初期，在 19 世纪的生活方式中变得

清晰起来。"æ 因此在他看来. 19 世纪，就其与工业资本主义

的关系来说，代表着一种从歌德的本原现象 ( Urp.归nomene ) 

意义上的不可简约的本原 ( o.咆in) : 一旦人们从其单子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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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熟悉了它的形式，就能推知其后续的所有发展阶段。单以我

们与 19 世纪的距离就足以使其真正的本质显现出来了，因为

正如本雅明所说那在时间上离我们较近的事物尚且还没有

向我们揭幕。"再者正如吉尔迪昂教导我们要从 1850 年的

建筑上去发现当代建筑的根本特征，我们要从那个时代的生活

和无足轻重、被忘却的形式中发现当代的形式和当代的生活。"

本雅明坦白地说可以看出，制造一种本身取消了进步

理念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这部著作的方法论目标，正是在这点上

历史唯物主义才有理由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严格区分

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楠念不是进步，而是现实化。"在

此，本雅明公开承认他的信念，即，自在的和自身的历史唯物

主义已经产生了机能障碍而不能作为一种激进和具有历史合适

性的社会理论了。然而，困境远远不止于此，因为本雅明的思

辩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批判地认同

18 世纪对线性的、累积的历史进步的信赖，它本身也已经蜕

变成了一种资产阶级理论。由于把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知识论

一一和经验概念一-神圣化，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已经变成了现

代性主要幻觉之一的受害者，并借此把自己哄骗到一种认为革

命必将到来的元望、虚假的可靠性中，而完全忽略无产阶级所

面临的真实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障碍，这反过来导致了本雅明的 <

时代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产生的蒙辱羞耻的失败。正是基

于以下认识，即，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声称是一门解放的理论，

但是由于与"资产阶级思维习惯"的近似，它在基本的认识论

方面己与它试图战胜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没有区别，所以本雅

明要寻找一种新的关于解放的意义的理论，一种不再以经济必

然性法则为基础(因为从定义上来说，一种自由的状况如何可

能产生于一种必然状态-一尽管在康德和黑格尔的"伦理生

活"理论中这恰好都是解决自由的可能"偶然性"问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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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而以一种新的、非世俗的经验论为基础的理论。本雅明

从辩证法形象理论的角度为这一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无论是

否最终证明有助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他从一种新的经验论的

角度对后者意义的立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这种关于历史

唯物主义理念立论的核心部分是对下述事实的认识:即"解

放"不能被还原为一个仅仅改变生产关系本身的问题，它并不

是一个用国家所有制来替代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问题。事实

上，本雅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合适性一一他的现实

性一-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像他的同时代人，恩斯特·

布洛赫，他也能够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以外的视角来认识解放

问题。@对于他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实现一种高级生活方式

的问题，这种方式在质量上与过去的方式不同;因此经验论在

他的著述中占有核心地位。

由此看来，本雅明对于眼下重新构筑一个具有历史合适性

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尝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因为自从 20

世纪 ω年代以来一一主要是自从巴黎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以来

一一-以下观点已经成为→切左派反思话语中的一个已经确立的

事实:社会主义问题必须是一个远远超越了纯粹政治经济考虑

的问题，而应该把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

到两性关系到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瓦尔特

·本雅明是认识到这种关怀的规模和重要性的最早的左派思想

家之一;而他在拱廊项目中试图阐述一个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所

得到的、服务于唯物主义编史学的经验论，其目的正在于这种

关怀。正如布洛赫，本雅明所要强调的也是争取解放的斗争的

精神和标准的方面，这些方面在历史沉溺于"社会经济决定因

素"之中由于遗忘而被堵塞。

蒙太奇的非概念原则、将无足轻重和日常琐事向显赫位置

的提升、关于梦境即对另一种选择的体现、乌托邦的现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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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些都是来自于超现实主义的遗产，而本雅明试图将它们

结合到《拱廊计划》的理论基础中去。然而，对于将唯物主义

世界观作为→把阐释学的钥匙来理解历史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

关系是否可行，他抱有怀疑，这种怀疑更强化了他早期的信

念，即世界不能仅仅只从世俗的角度来解释:他希望把一个历

史分裂的世界重新恢复到完整和统一，这种完整和统-性就必

然义回到了激发了他早期著作的神学原则上去。无疑，试图给

拱廊项目一个神学基础的想法相对来说是后来才明确起来的，

这个想法似乎与越来越恶化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但是随着本

雅明对世俗的历史力量是否有能力带来和谐的状态越来越产生

怀疑，他发现他的历史思考越来越需要神学的补充。正如他在

一个简练但说明问题的比喻中所说的我的思想相对于神学，

就如同吸墨纸相对于墨水，前者完全被后者所浸染。"@霍克海

默在写于 1937 年 3 月 16 日的一封详尽的信中试图阻止本雅明

往这个方向滑下去。"过去的不公正已经发生了并且结束 To

被杀的人已经被杀了。……如果把结局开放性( Un

abgeschlossenheit) 的想法当真对待，就必须相信最后审

判。……过去的不公正、恐惧和痛苦是无法修复的。"

然而，对于像本雅明这样一个执著于救赎问题的思想家来

说，这种对过去的裁决始终完全无法被接受。只有一个能够对 <

过去的不公正和恐惧提供纠正的历史理论，一个能够保证死者

并没有自死的理论才能满足他刻骨铭心的对一种救赎的形式和

完整的完满的渴望。他给予霍克海默的答复(一直没有发出

去)如下:

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矫正在于这样一个信念，即

历史不仅仅只是一门科学，它还是一种记忆。在科学

中"建立"起来的可以在记忆中得到修正。记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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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结局开放的(幸福)宣告结束，使已经结束的(痛

苦)尚未完结。这就是神学;无论如何，在记忆中，

我们有一种体验，那种体验禁止我们用根本非神学的

态度来认识历史，尽管我们几乎不能用直接是神学的

d后 dω伽移1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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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概念来描绘历史。

正是与过去历史的磨难和不公正相关联的记忆，对于本雅

明来说，形成了革命的准神学的保证和动力。因此他才说在现

在这一代人与前一代人之间有一个"秘密的共识这个共识

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个"时间标志"作为现在对过去救赎的基

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记忆工作的拱廊项目寻求

借助辩证法形象的星丛来重新复活那些受到威胁和被忘却的乌

托邦潜能一一本雅明在《关于历史的概念》中所说的当下

(now-times) 一一的痕迹，这些痕迹被发现于 19 世纪生活的废

墟中，为一种和谐生存的希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基

础，由于历史的实现尚未发生，这一崇高的目的( telos) 只能

被描绘为一种遥远的、弥赛亚主义的假定。对于本雅明来说，

尚未实现的过去的语义潜能提供了路标，指向超越那既定的存

在(出现-叶世ch-merely-is) 而朝向那从未有过的存在( never-yet-

译)(郭军

been) 。

释:

①关于更详尽的区分，参见汉娜·阿伦特为本雅明的文集 lUumina

阳邸 (New York , 1蜘)所做的序言。

②《拱廊计划o 包括以下材料(1)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当时的

注



书名是《巴黎拱廊街:一部辩证法的童话剧} [Pari回'r p，副国gen: Eine di

alektische F eerie J )的两份草拟大纲，当时所构思的只是一篇论文而不是
一部书; (2) 这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士星还是钢结构建筑

物}; (3) 这项研究早期的 50 页手记;然后是(中间相隔越五年)这项

研究的新的、书稿篇幅的版本，即 1归5 年的"报告" ({巴黎 19 世纪的

都城});虽然此时他还称这项研究为"拱廊街"或"拱廊项目拱廊

只是整个项目六大块中的一块， 1939 年的报告还沿用旧名，但是是用法

文写的(可能是应霍克海默的要求，霍想以此来引起一位美国恩主的兴

趣以便使其赞助出版该书); (4) 最后还包括这部未完成著作的主要部

分，则页"注释与素材这一部分的编撰对应于该项研究的后期版本

(即，从 1935 年到本雅明去世的 l归0 年)。

③详见 Andrew Arato , "四e Neo-Idealist Defense of Subjectivity" Telos 21 ( 

Fall , 1971), pp. 108一164。

④Benjamin，战flections (New York , 1978) , pp. 312ff. 

(Benjamin , 111umi1UJJions , p. 86. 

@Cf. Benjamin , The 命丐in of 仇e Geman T~咱c Drama (London , 1977) , 

pp. 177-179. 

⑦在我的《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的美学) (w.αlter &njamin: An A曰"

thet町 of Re曲nption (New York , 1982)J →书中，我在第四章中探讨了本雅

明"从弥赛亚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第 107-137 页。

⑧口. Benjamin , R侨ec阳邸， p. 191. 

⑨见本雅明就阿多诺对《波德莱尔诗中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的批

评所写的国信，载《美学与政治} (1.0时on ， 1977)，第 136 页。另见拙著 -

2尔特本雅明:救赎的美学》就他们之间分歧的讨论，第附加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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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见 nlumilUJJions 中论述波德莱尔和莱斯克夫的文章。

。α. Benjamin ,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 in lllumilUJJio邸， p. 69. 

@口.Be叮amin ， BrieJ♀ II ， p.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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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 "Surreali1srn ," in Ri;卢~tÚJ邸， p. 179. 

( IbUl., 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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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rnin，岛讶e II , pp. 496 , 489. 

⑩转引自阿多诺为罗尔夫·蒂德曼( Rolf Tiedrnann) 所编文集作品序

言 Studien zur Phi1osophie Walter Be可"amin.s (Fmnkfurt , 1973) ，第 8 页。

。Benjarnin ， Br峨 II ， p. 489. 

⑩呗1 脂民咿annne of the Corning 阳跚'phy ，" in Walter Be罚iamin: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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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ed Writir盼， ed. Michael W. Jenrùngs，币l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IÚver-

sity ，现汤， pp. 1α}-11 1. 

⑩为了得到对这种思想的连贯性的有利说明，不妨比较《关于历史

的概念》和《神学一政治断章》。

@Anorno , uber Walter Benjamin (Fra地furt ， 1叨'0)， pp. 53-54. 

@JbUl., p. 54. 

@a. Marcuse , Eros and CWi1izatÚJn (8臼.ton ， 1955). 

@Benjarnin , Cha巾s 岛udelain: A Lyr币cP，回t in the Era 0/ High αI[J归lism

(Lor巾， 1973). p. 159. 

@α. Benjan血 ， Pa.ssagenwerk 1 ( Frankfu扰， 1982) , p. 495. 

@Benjamin , C缸，也s Bawielaire: A Lyric Poet 仇 the Era 0/ High Cap阳lism

(Lor由n ， 1973). p. 159. 

@α. Karl Marx , Contribution ω 的e Crit句ue 0/ Pol，臼以ú Econnmy (Moscow , 

n. d.) , pp. 2(• 21. 

@Adorno , A自由tics and Polit白， p. 11 1. 

@Benjarnin , C胆地s 品u(l岛脑"e: A Lyric p，耐仇伪e Era 0/ High Cap阳lism

(Lon也n ， 1973). p. 176. 

ø Benjarnin , p，ωsageru阳k ， 1 , p. 5舶.

OOM拙， Le/;t，矿 ω A. 应聊，仇The Marx-E咆如阳衔， R. Tucker，此，

( New York , 1叨8) ， p.15. 本雅明在 Pωagenwerk ( <拱廊计划))的第

583 页中公开提到这封信。



@Benjamin , POMagenu凹k 1 , p. 491. 

@lb此， p. 49(}一491.

@ lbid. , p. 493. 

í3iÞ Anorno , uber Walter Benjamin , p. 59. 

@Benjamin , P.ωage刷刷 1 , p. 571. 

OOBloch , "Karl Marx, Der Tod , und die Apokaly严e，" in Gei.st 如 Uωopie

(Frankfurt , 1但3) ， pp. 291-346. Er明ish 田nslation in Bl配h ， Man on Hi.s 

伽n (New York , 1970) , pp. 31一72.

@Benjamin , Gesammelte Sclu拚en 1 (3) (Frankfurt , 1978) , p. 1235. 

(Benjamin , mumination.s,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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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

五呼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

他的骨恪已化成珊湖;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曾

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

富丽而珍怪。化成瑰宝，

一一莎士比亚: {暴风雨》第 1 幕第 2 场

因为过去已被变成传统，所以具有权威性;因为权威性以

历史的面貌出现，所以变成了传统。本雅明知道发生在他的有

生之年的传统的断裂和权威的丧失是无法修复的，他的结论是

他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处理过去。就这点来说，他成了一个大

师，因为他发现过去的可传承性被其可引用性所替代，而替代

权威的则是一种在现在一点点地、并剥夺了其"内心宁静"地

解决自满而产生的莫名其妙的宁静的力量我的著作中的引

文就像路边武装进攻游手好闲者、并使之失去确定性的强盗"

(Schn万enl ， 571)。在本雅明看来，对引文的现代功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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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他以卡尔·克劳斯为例一-产生于绝望，不是一种如陶

克维拉所说的对拒绝"阐明未来"而使人类思想"在黑暗中徘

徊"的过去的绝望，而是产生于对现在的绝望和对之加以毁灭

的欲望;因此它们的力量"不是保存的力量而是清除的力量，

是要从语境中强拉出来，是要毁灭" (岛hrifìen n , 192) 0 元论

如何，发现并热爱这一毁灭力量的人们最初的意图是全然不同

的，最初的意图是保存;正是因为他们不想被围绕着他们的那

些职业"保存者"所愚弄，他们才最终发现了引文的毁灭的力

量是"惟一包涵使这个时代还有事物可幸存下来的希望的力量

一-一原因就在于它被从语境中强拉了出来"。以这种"思想片

段"的形式，引文具有双重使命是用→种"超越的力量"

打断滔滔不绝的表达(&例如n 1 , 142-43) ，二是同时在自

身内部专注于被表达的内容。至于引文在本雅明著作中的分

量，可以完全与极其不同的圣经引文相媲美，后者常用于替代

内在于中世纪神学论文中的论点的连贯性。

我已提到过，收藏是本雅明所热衷的事，这种习惯与他所

自称的"恋书癖"同时开始，但是很快便扩展到更有特色的事

情上去，这个特色指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工作:即收集引

文。(他也没有停止收集书籍。就在法国陷落前，他还认真考

虑过把他所收藏的《卡夫卡全集~-一最近刚出了五卷一一-用

来交换几本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一一这个事业对于任何→个不是

书籍收藏者的人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大约 1916 年，他产生

了"拥有一个图书馆的内在需求" (&hri作en 1 , 193) ，这时

本雅明开始研究浪漫主义，把浪漫主义看做"曾经挽救过传统

的最后的运动" (&hrifìen 1 , 138)。在这种对过去的热情中

甚至也有几分毁灭的力量，这正是继承者和后来者的特征，本

雅明直到很晚才发现这点，那时他已经对传统、对世界的不可

毁灭性失去了信心。(这点续后讨论)在那些日子里， 由于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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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姆的鼓励，他还认为自己与传统的疏远是由于自己的犹太

性，并认为对他来说也和对他的朋友一样有一条回归之路，他

的朋友正准备去耶路撒冷。(早在 1920 年，那时他还没有面对

严重的经济困扰，他考虑要学希伯莱语。)但是在这条路上他

甚至都没有能够走到卡夫卡那么远，而卡夫卡在付出了所有的

努力后干脆宣布，除了哈西德派的故事以外，任何与犹太教有

关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毫无用处，而韦伯刚刚准备把这些故事用

于现代一→"我进入每件事走马观花→趟，另一股风就会又把

我带走了。"那么，是否尽管存有疑虑，他还是要回到欧洲或

德国的过去并借助其文学传统而助一臂之力呢?

可以认为这就是在整个 20 年代的早期，在他转向马克思

主义以前，整个问题出现在他面前的表现形式。这个时间他选

择了巴罗克时代作为谋职论文的主题，这个选题很能说明这整

个还没有解决的一团问题的暧昧不清的特点，因为在德国的文

学和诗歌传统中，巴罗克，当时伟大的教堂赞美诗除外，从来

没有真正有过生命活力。歌德说得很对，他说，当他 18 岁时，

德国文学也比他大不了多少，而本雅明的选题，双重意义上的

巴罗克，正对等于朔勒姆借助卡巴拉一一从犹太教传统的角度

来看，没有流传下来，且不可传承的那一部分希伯莱文学，总

是有一种完全不名誉的东西的味道在里面一一而进入犹太教的

古怪决定。今天人们更愿意说，没有什么比这些研究领域的选

择更能清楚地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对德国或欧洲或希伯莱文

学的回归问题。这是一种隐晦的承认，即过去只是通过没有被

传承下来的事物而间接地言说这些事物，与现在表面上的临近

全在于它们的异域特征，这就排除了任何所谓有一个凝聚性权

威的声称。道义性的真理被某种意义上重要或有趣的东西所替

代，而这无疑意味着一→没人比本雅明对此更了解了-一"真

理的一贯性已经丧失" (Bri价 II ， 763)。在所有那些形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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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贯性的特征中，至少对于本雅明来说一一他早期的哲学兴

趣就是由神学所激发的一二是与一个秘密有关的真理，且对这

个秘密的揭示具有权威性，就在本雅明对传统断裂之不可修复

性和权威丧失充分认识之前，他还说过真理并不是消灭了

神秘感的揭示，而是一种证明了神秘感的昭示" (Schri:，后en 1 , 

146)。一旦这个真理在合适的历史时间来到人类世界一一无论

是作为希腊的 a-letheia-一→种可视的大脑图像，可被我们理

解为"昭示" ( "Unve巾。rge出eit" 一-一海德格尔)一一还是

作为我们从欧洲关于启示的宗教中所知道的可听的上帝之道

一一一正是这个它所特有的"一贯性"使得它具有实质性，从某

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所以它才能够被传统所传承。 传统将真

理转换为智慧，而智慧就是可传承的真理的连贯性。换言之，

即便真理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它也无法走向智慧，因为它

不会再有它能够从对其合理性的普遍认可中所得到的特征。本

雅明将这些与卡夫卡联系在一起来探讨，并说，当然"卡夫卡

并不是第一个面对这种局面的人，很多人都使自己适应了这种

局面，坚持真理或坚持在任何时间他们认为是真理的真理，并

且带着沉重的心情，放弃其可传承性。而卡夫卡的真正天才在

于他所尝试的是全新的做法:他为了保住可传承性而牺牲了真

理。" (Bri价 n ， 763)。他这样做的途径是在传统寓言上大做

改动，或者用传统的风格发明新的寓言;而这些寓言故事并不

像塔穆德中的传说故事那样"谦卑地匍匍在教义脚下

"出其不意地扬起沉重的爪子"给它一下。甚至卡夫卡深入到

过去的海底，这一行为都带有保存和毁灭的奇特双重性，即使

那不是真理他也要保存，原因就是为了"正在消失之物的新的

美丽.. (见本雅明关于莱斯克夫的文章);而且另一方面他知道

没有别的有效办法可以打破传统的魔力，只能从所传承下来的

铁板一块的整体中将"丰富和奇特珊珊和珍珠， tJJ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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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通过分析收藏者的热情一一这也是他本人的热情

一一一来证明这一关乎过去的姿态的暧昧性。收藏的原因种种，

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正如本雅明第一个所强调的那样，收藏

是孩子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事物还不是商品，还不需根据

其有用性来估价，收藏也是富人的嗜好，他拥有的足够的财产

而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有资本把"美化物品"当做自

己的营生 ( Sch叫作en 1 , 416)。这样做他们必然会发现美，而

这需要用"无功利的快乐" (康德)来认识。无论如何，一个

被收藏的物品只具有一种业余爱好者的价值，而没有任何实用

价值。(本雅明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收藏也可以成

为一个完全可行且赢利很高的投资形式)由于任何物品都可以

被收藏(不仅艺术品，这些已经从日常实用物品的世界中分离

出来了，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用途) ，因此作为物的对象就可以

被救赎，因为物现在不再是服务于一个目的的手段，而是本身

有着内在的价值，本雅明可能把一个收藏家的态度理解为类似

于一个革命者的态度，正如革命者，收藏家不仅"梦想着进入

遥远和过去的世界，同时也进入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里，无疑，在每日的生活中，人们被提供的不再是他们所需要

的，也不是他们所是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事物被从效用性

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Sch啪en 1 , 416)。收藏就是对事物的

救赎，这与对人的救赎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一个藏书家来说，

就连去读他的书都是值得质疑的‘你已经读了所有这些书

吗?'据说一个阿那托勒·弗朗斯的崇拜者就他的藏书问题这样

询问他。‘连十分之一我也没读完，我猜想你并不是每天都使

用你的塞夫勒瓷器吧? '" ( "Unpacking My library") (在本雅明

的藏书中，收有珍奇的儿童图书和精神失常者所写的书;因为

他既没有对孩子的兴趣也没有对心理分析的兴趣，这些书正像

他的许多其他宝藏一样是些真正无用途的东西，既不用于娱乐

djg~伽杉1ω 

论
瓦
m
e特
·
本
雅
明



深
海
采
珠
入

也不用于学习。)与这些紧密关联的是本雅明所说的收藏之物

的拜物教特征。对收藏者和由收藏者所决定的市场来说至关重

要的真品价值替代了"膜拜价值"并且成为对"膜拜价值"的

世俗化。

这些思索正如本雅明著作中的许多其他思索一样，虽有种

独到的机敏，并不是他的重要洞见的特征，他的重要洞见大多

都非常务实。然而这些却证明了他思想中"倘祥者"的-面，

证明了当他像一个城市中的倘佯者把自己完全交给偶然机遇来

引导自己思想探索的行程时那种思索的方式。正如倘祥于过去

的珍宝中是一个继承者的奢侈特权一样，而个收藏者的态

度，在最高意义上，则是一个继承人的态度" ("Unpacking My 

library" )这个人通过占有事物一一"拥有权"是与物最根本的

关系 (ibid) 一一把自己定位在过去，以便在不受现在打扰的

状况下，取得"对古老世界的更新"。由于收藏者这种最深刻

的冲动无论如何并没有公共意义，而只是导致严格的私人嗜

好，任何"从真正的收藏者的角度所说的话"必定都会显得

"乖僻正如让·普里安对那些"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对

于能买到但不喜欢的书不满意而自己写书"的作家们的典型看

法一样"乖僻" (ibid)。然而，细究起来，这种乖僻具有一些

值得注意并且并非无害的特征，首先，有这样一种姿态，完全

是一个公共黑暗时代的特征，以这种姿态，收藏者不仅从公共

领域退避到私人空间，而且把所有原本属于公共财产的财富一

起带到私人空间来作为装饰。(这当然不是今天的收藏者，今

天的收藏者抓取具有或他认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东西和能够加强

他的地位的东西，但是像本雅明这样的收藏者，寻找毫无价值

的古怪东西。)此外，在他为了过去本身的缘故而对过去的热

情中-一一这种热情产生于对现在的蔑视，并因此而不关注客观

的质量一一已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因素，明确表明传统并不是

191 a;aJ;;伯阳电~~伽幽仰



J&馆w

指导他的最后事物，且传统价值在他手中绝不像人们最初所认

为的那样安然无恙。

因为传统把过去纳入一种秩序，并不仅仅只是按时间顺序

排列，而是主要按系统排列，借此，它将正面与反面、正统与

异端区别开来，把必须的和合适的与不合适的棍乱→团或仅仅

只是有趣的意见和资料区别开来，而收藏者的热情则正相反，

不仅不成体系，而且几乎是混乱的，与其说是由于它是一种热

情，不如说由于它首先并不是由对象的质量一一一可分类的东

西-一一所引发，而是由它的"独到性"、独特性、一种无法系

统归类的事物所激发。因此，相比之下，传统进行区分，而收

藏者则抹平一切差异;这种抹平一一以便使得"正面和反面

……偏爱与拒绝在此都变成紧密相连的玩例如n II , 

313) 一一即便在收藏者已经将传统本身当做了自己的特殊领

域，并且小心翼翼地剔除了任何不被传统所认可的东西时也会

发生。收藏者用本真性作为标准来对抗传统;相对于权威性，

他则以本原的标记来对抗。用理论的术语来表达这一思路，

即:他用纯粹的本原性和本真性来替代内容，这是只有法国存

在主义才作为-种与一切具体特征相脱离的质量而建立起来的

事物。如果把这一思路引向其逻辑终结，结果则是一种对收藏

者的原初冲动的奇特倒置真品的图画可能是古旧的，但真

品的思想却是新颖的。它是关乎现在的。这个现在也许是贫婿

的，既在的，无论它是怎样的，人们都必须能够牢固地驾御

它，才能借鉴过去。这头公牛的鲜血必须注满祭坛，死者的影

子才能出现在祭坛的边缘" (Sch啪en II , 314)。从这个为了唤

起过去而被牺牲掉的现在产生了"致命的思想影响其攻击

目标直指传统和过去的权威性。

因此，继承人和保护者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毁灭者。"收藏

者真正的、被极大地误解的热情总是无政府主义的和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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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这就是它的辩证法:把对物体、单个物件和对自己呵

护下的东西的忠诚与一种对典型和可分类性的顽强的颠覆性的

对抗结合起来。"收藏者毁灭了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他的物

件曾经只是一个更大的、活的实体的一部分，并且因为只有本

真的事物才合适于他，所以他必须将选中的物品去掉任何典型

性。收藏者这一角色，与倘佯者-样老派，他之所以能在本雅

明的著作中具有这些鲜明的现代特征，全在于历史本身一-即

发生在 20 世纪初的传统的断裂一一一已经为他解脱了毁灭的使

命，而需要他做的仅仅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弯下腰来从一

堆废墟中挑选他的宝贵的碎片。换言之，事物本身，尤其是对

于一个坚定地面对现在的人来说，提供了一种过去只能从收藏

者的乖僻视角才可发现的一面。

我不知道本雅明是何时发现了他那老派的倾向性与时代的

现实性之间非凡的巧合;大约是在 20 年代中期，当时他开始

认真研究卡夫卡，结果却在那以后不久就很快发现布莱希特才

是这个 (20) 世纪最合适的诗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断言，本

雅明一夜间，甚或一年之间就将重心从收集图书转向了收集引

语(他不会这样做) ，尽管在他的书信中有些有意识变换重心

的迹象。无论如何，他的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 30 年代，那时

他总是随身带着-个有黑色封面的小本子，他乐此不疲地在上

面记录引文，这些引文都是他从日常生活中所发现的"珍珠"

和"珊珊"。有时他从中选出几条大声朗读，向人展示，如同

它们是出自一个精选和珍贵的收藏物中的物件。而且在这个直

至那时并不乖僻的收藏中，人们往往会发现紧接在一首晦涩的

18 世纪爱情诗歌后就是→条最新的报纸内容，紧挨着格尔肯

的"头等海洛因"就是一条 1939 年夏天的来自维也纳的报告，

内容是当地煤气公司已经"停止给犹太人供应煤气。犹太人口

的煤气消费给煤气公司带来损失，因为这些最大的消费人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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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付煤气费的人群。犹太人把煤气主要用来自杀" (B，吨h

II. 820)。在此，的确死者的阴影正是从现在的牺牲的祭坛上

被召唤的。

传统的断裂与似乎乖僻的、从过去的废墟中收集断片碎块

的收藏者之间的近似性也许可以用以下一个初看上去令人诧异

的事实来阐明:即，也许在我们的时代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一

个时代，其中古老的、许多被传统所忘却了的事物已经成为了

普及教育的材料，成千上万份地分发给各处的小学生们。这种

令人惊叹的复兴，尤其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自 40 年代以来在

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传统可言的国家，如美国，尤其引人注目，

这种复兴 20 年代始于欧洲，由那些对传统断裂之不可修复性

感悟最深的人们最先发起一一因此在德国，且不仅在那一个地

方，最早和最重要的发起人是马丁·海德格尔，他在 20 年代非

凡的，并且非常之早的成功主要是缘于"倾听那种不向过去投

降而是思索现在的传统"。②本雅明虽然没有意识到，但是与其

说他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的辩证法精明具有共性，到不

如说他与海德格尔关于已被海水变成了珍珠和珊珊的活的眼睛

和活的骨头，因此只有通过在用新思想的"致命影响"对之加

以阐释中破坏它们的语境才能将它们拯救并提升到现在这→非

凡意义更为相同，因为正如上述所引用的歌德论文的结束语昕

上去如同出自卡夫卡的手笔，以下引自本雅明 1924 年写给霍

夫曼斯塔尔的信中的话则使人想起海德格尔四五年代所写的论

文在我的文学努力中引导我的信念……是:每个真理都在

语言中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祖先宫殿，这个宫殿是用最古老的

logoi 建造的，因此相对于如此建立起来的真理而言，科学的洞

见，只要它们只是在语言的领域里如同游牧者一样随处对付，

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奉产生语言术语的不负责任的任意性的

语言符号特征，那么它们就是低等的" (Bi吨fe 1 • 329)。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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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早期著作中的语言论的精神，词"是一切以外部为目标

的交流的对立面正如真理是"意图的死亡"。任何寻找真理

的人都如同那个关于在 Sais 罩着一层纱的图画的寓言中的人一

样这并不是由于某种神秘的、需要被揭示的内容的荒诞所

导致，而是由真理的本性所导致，在真理面前，甚至最纯粹的

探究之火都会被熄灭，如同被水浇灭-样"

深
海
果
珠
人

( Sch马龙en 1 , 

151 , 152) 。

从论歌德的文章以来，弓l文就成了本雅明所有著作的核

心。这-事实将他的著作与所有学术著作区别开来，在其他的

学术著作中，引文的功能是用来证实和记录意见，因此可以被

安全地收录到注释中去，这在本雅明的著作中却完全行不通。

当他进行德国悲剧研究时，他号称"收集了 6∞多条引文，全

部有系统地、清楚地排列着" (B吨fe 1 , 339); 正如后来的笔

记，这个集子并不是为了帮助这项研究的写作而收集的节选的

集大成，而是构成了主要的工作，而写作本身反倒是占据二位

的。主要的工作包括把片段从它们的语境中撕扯出来，用新的

方式重新安排，使它们相互阐棒，并能从某种意义上证明它们

以一种凛浮的状态的存在根据。这完全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蒙

太奇。本雅明有一个理想，就是制造-部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

书，一本如此熟练制作的书，以至于可以不需要相伴随的文

本，这也许使人觉得不仅过于乖僻而且是自我毁灭性的，但是

同一个时间产生于同样动机的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也同样如此。

由于由作者所提供的伴随的文本没有了，因此就是一个拼装文

本的问题了，所采取的是这样的方式，以便保存"这种研究的

意图 ep ，通过钻取而不是挖掘而探索语言和思想的深度"

( Bri价 1 , 329) ，这样便可不至于用寻求提供-个因果或系统

的联系的解释而毁坏一切。本雅明这样做时十分清楚地知道，

"这种"钻取的新方法产生了一种"强加的洞见……其并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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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书生气却正为今天几乎普遍的对之进行歪曲的习惯所青

睐他同样清楚的是，这种方法注定会"导致某种晦涩"。

(Br均作 1 , 330) 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避免使人联想到移情，

好像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事先已经有了一个意思，很轻易便可

自我传达，或者被传达给读者或观众任何诗歌都不是写给

读者的，任何图画都不是画给观众的，任何交响乐都不是为听

众而演奏( "币l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着重部分系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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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

这句话写作的时间很早，可用做本雅明所有文学批评的座

右铭。它不应被误解为又是一个达达主义的对观众的公开辱

谩，而观众那时早已习惯了各种纯属怪诞的震惊效果和"伪

装"。本雅明在此所处理的是思想，尤其是语言性质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不仅仅只是先验地适用于人类，就

保持着它们的意义，可能是它们最好的意义。譬如，人们可以

谈论一种难忘的生活或时刻，即便所有的人都忘掉了也无妨，

如果这种生活或时刻的本质要求它们不被忘却，这一规定将不

会有错，而只是一种人们没有完成的要求，并且也许这是指涉

一个它可以从中得以完成的领域:上帝的记忆" (ibid) 。本雅

明后来放弃了这一神学背景，但是没有放弃这→理论，没有放

弃用钻取而获得以引文方式存在的本质的方法一一正如人们从

隐藏在地球深处的源头通过钻取而获得水源→样。这种方法就

如同用仪式招魂的现代对等物一样，而现在被招来的灵魂总是

那些来自于过去的精神实质，它们经历了莎士比亚所说的"大

海的变迁从活的眼睛变成了珍珠，从活的骨头变成了珊珊。

对于本雅明来说，引用就是命名，而且命名而非言说，词而非

句子，才能揭示真理，正如读者可以从《德国悲剧的起源》的

前言中所读到的那样，本雅明把真理看做→种完全声音的现

象:给事物命名者"不是柏拉图而是亚当后者才是"哲学



之父"。因此传统就是这些命名的语言得以传播的形式 3 这在

本质上也是一种声音现象。他发现自己与卡夫卡十分相像，这

全在于后者一-尽管这是误解-→"没有远见或先见之明

而是倾听传统，并且"那些竭力倾昕的人都视而不见" ( "M血

深
涌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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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d's B∞k on Kafka") 。

本雅明的哲学兴趣有足够的理由从一开始就集中在语言哲

学上，并有足够的理由最后使借助引用来命名这一方法对于他

来说变成了不借助传统的帮助而惟一可能和合适的处理过去的

方式。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如果它的过去如同它相对于我们

一样成了问题，都必然最终与语言现象相对立，因为在语言

中，包含着不可抹杀的过去劳永逸地挫败了一切摆脱过去

的企图。希腊的政体 (polis) ，只要我们还使用"政治"一词，

就将会在我们的政治生活的底部一-也就是说，在大海的底部

一←继续存在。这就是语义学家一-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攻击

语言，说语言是一个掩藏着过去，按他们的说法，过去的棍乱

的堡垒-一所无法理解之处。他们说得千真万确:最终一切问

题都是语言问题: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这样说的含义何在。

但是本雅明，他尽管还没有读过维特根斯坦，更没读过维

特根斯坦的后继者，但是却对这样的事情知之甚多，因为从一

开始，关于真理的问题对他来说就是个"必须被昕到的启示，

即，真理存在于形而上的声音的领域。"因此，对于他来说，

语言的首要任务决不是一种用于将人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言

语天赋，而是正相反它是一个产生言语的世界本质"

(局可'e 1 , 197)，这点碰巧与海德格尔关于"只有当人类是一

个说者时才能够说话"的立场极其接近。因此"有一种真理的

语言，它是无任何张力、甚至沉默的库房，储藏着一切思想都

关注的终极的秘密" ( "The Task of 由e Tnu四.lator") ，而这就是

"真正的语言只要我们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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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动假定这种语言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本雅明才在他

的论文《翻译者的使命》的核心部分安排了来自于马拉美的令

人惊异的引文，根据这段引文，多元和杂乱的口头语言，在某

种程度上，由于其巴别般的海乱，窒息了那"不朽的言说"

( .. immortelle parole") .这甚至无法被思考，因为"思考就是无

须工具的写作或耳语，悄悄地因此使得声音在地球上由于

物质和可感迹象的力量而无法被听到。无论本雅明后来在这神

学一形而上学的信念上做过怎样的理论修正，对于他的整个文

学研究至关重要的最基本的方法始终如一:不去研究语言创造

的实用或交际的功能，而是按照它们结晶的并且因此而最终成

为片段的形式，即作为一个"世界本质"那无主观意图的和非

交际的话语的形式去理解它们。这除了意味着他把语言从本质

上理解为一种诗意现象以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而这正是他

没有引用的马拉美的最后一句格言所明白无误地表达的意思:

"如果不存在诗，这一切将是真的，在哲学意义上弥补各种语

言之不足的诗才是它们最高级的补充。"①所有这一切尽管稍显

复杂，与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区别一一即，我们在此正在打交道

的思想尽管并不独到，但却绝对不多见:诗意地思考的天赋。

而这种由现在所滋养的思考用它从过去所强取并收集到自

己身边的"思想片段"来运作，正如那深入到海底的采集珍珠

者，他并不挖掘海底而将之取出，而是将丰富与奇特的东西，

即深处的珍珠和珊珊，松动开来并把它们带出水面，这种思考

一头扎进遥远的过去一一但是目的却不是复活其原来的面貌，

也不是有助于更新灭亡的时代。引导这样一种思维的是一种信

念，即尽管有生命者都受制于时间的毁耗，但是颓败的过程同

时也是一个结晶的过程，在那沉积并消解了曾经鲜活之物的海

底，某些东西"经历了大海的改变"并以不受自然之力侵蚀的

新的结晶形式和样态存活下来，似乎它们专门等着采集珍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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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朝一日将看到它们并将它们带到有生命的世界中来一一作为

"飞d思思目、想片段

的原初现象 ( Urψp归nom阳ene)o

译)

释:

(See Martin Heidegger，也nlS These uher 句s Sein , Fra此缸rt ， 1962 , 

(郭军

注

p. 8. 

深
海
某
珠
入

②见以 "Crise des ver冒"为小标题的"Variations s山山叫et" 一节，

Pleiade edition , pp. 363-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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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与文化就到





19 世纪历史哲学的寓言

海因茨-迪特尔·基茨泰纳

"自由引导人民"历史的预示和寓言

"‘爸爸! '一个小查理十世党人喊道，‘那个戴着红帽子的

脏兮兮的夫人是谁呀俨一一‘哎呀!真想不到! '她那高贵的

爸爸满面笑容地讥笑着说，‘哎呀，我亲爱的，她带着些百合

花的纯洁。那是自由女神。' ‘爸爸，她连紧胸衬衣都没有

穿。'一一‘真正的自由女神，我亲爱的，通常是不穿紧胸衬

衣的，她对所有穿白色内衣的人都充满仇恨! '"在 1831 年巴

黎沙龙欧仁·德拉克洛瓦 (Eugène Delacroix) 的作品《自由引

导人民》前，海涅无意中听到了这场小小的谈话。海涅自己并

不十分明确这场谈话代表着什么:一个年轻女人的形象几 I 19 

乎是一个寓言形象举着火枪和三色旗;她是弗里内 |E
(盹啊，阿佛洛狄式雕像的原型一译注)女商贩和妓女的 li
结合，由那个别着两支手枪的"扫烟囱的丘比特"陪同的小巷|童

中的维纳斯。她显然应该代表抛弃了毁灭性负担的认民的野|昌

蛮力量"。然而，这一形象首先好像散发着一道光晕，它将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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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必~移卢~必åe J&仰

论|垒战中真正的行动者提高到一个不同的程度那正是要害，

东|一个伟大的思想使普通民众、无耻之徒高尚起来，使他们神圣
特|起来并且唤醒他们灵魂中体眠的尊严。"①

在| 崇高、尊严、神圣化、再觉醒:在这个"寓言和现实的联
明|盟"②中，寓言及其周围的事物创造了一种历史意义，该意义

超越了碰巧成为参与者的个人的直接行动。德拉克洛瓦对更高

意义信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 1830 年 7 月 27 日所写的一个便

笼。同大仲马在阿尔科莱桥 (Pont d' Arcole) 上溜达的时候，

他忧虑地指点着一些险恶的人，他们正在街道的大卵石上磨着

他们的马刀和匕首。但是，当他看到三色旗正在圣母院上方飘

扬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位狂热的帝国支持者此刻，

他的狂热胜过了恐惧，他赞美着从前让他感到害怕的人民。"③

德尼-奥古斯特-马里·拉费 (Denis-Au伊ste-Mari啤Raffet) 有

一幅阿尔科莱桥战斗的钢笔画。它同一个被添油加醋地渲染过

的事件有关，路德维希·伯尔内说君主主义者占领了格雷夫

宫，正在河对岸组击学生，学生们正从这边向前拥。一名来自

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迈步向前，说:‘朋友们。我们必须强攻

这座桥。跟我来!如果我倒下了，记着我。我的名字是阿尔科

菜;这是个吉祥的名字。前进! '他说完就倒下了，身中十颗

子弹。"正如这个名字一样，吉样成了人们怀疑它是否是他的

真名的理由这真是他的名字吗?它仅仅指的是波拿巴的武

功之一吗?这从未被澄清过。但是，当他倒在枪口下的时候，

他的伙伴们把阿尔科莱这个名字铭刻在拉紧桥面铁链的柱子

上。"③画面表现的是这个年轻人正在向前猛冲，一手握着上了

刺刀的步枪。在德拉克洛瓦的画作中，拉费所描绘的大步跨进

早已转换成了自由的寓言。进步(从词源上来看意为"向前迈

进")在这里的确可以从文字和视觉两方面来理解;所有表达

历史时间的形式都充满了寓言式的虚幻意义。在 1820 年到



1830 年间的法国，有一个常见的描绘革命的不可抗拒性的修

辞。弗朗索瓦-奥古斯特-马里·米涅所说的"人民的激流蒙

加亚尔所说的"革命的激流什么都抵挡不住的激流。⑤历史

自身奔腾向前，同时也以其动态使得寓言生气勃勃。

作为这种历史进程拟人化比喻的前身，人们可能会与维尔

纳·霍夫曼一起认同议会中的好战分子或者用密涅瓦来指代美

德的化身 (65)。然而，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显示出从切萨

雷·里帕的传统历史女神意象宝库中所借用来的特征。她的翅

膀掉落了一一却被赋予了新的三色旗翅膀。她不再握笔，而是

扛着武器;她没有书写历史一一而是在制造历史。但有一个细

节没有改变:在油画草图和完成的画作中，她左脚坚定的姿态

让人们想到历史女神找到坚实的立足处的那块正方形石头。它

是禾败坏的真理之石。⑥

新的物力论是关键:真理就在过程之中。该寓言既不朝翔

在行动之上，也不源于观念的领域。它已经被历史化了。莫里

斯·阿居隆指出，在世纪中期的法国出现了一个不仅是革命的

而且是更为保守的玛丽安 (Marianne) 形象的变体。在她的资

产阶级翻版中，刻瑞斯(Ceres) 是模型:恬静、成熟、滋润，

胸部掩藏，头发向上盘。作为革命者，她总是在向前进，头发

在飘动，胸部松开着，青春盎然，戴一顶弗里吉亚软帽。⑦自

由引导人民，越过眼前指向未来的目标。画面中央那个垂死的

人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她那高贵的凝视甚至没有忽略画面左角

那个忧伤的小伙子;小伙子手持匕首，更像一个劫掠者而非自

由的斗士。一旦与自由结盟，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了更高的意 I~
义。自由女神目的论地谈到事件(她"以另外的方式"谈到它|曼

们) ，因此完成了寓言的字面意义。

为了解释这一历史拟人化自身是如何作为一个思想形象出

现的，可能有必要追溯康德的"历史预示 (signum rem田nora-

重
于

的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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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um , demonstrativum , prognostikon) 理论，它的出现与《诸官

能的冲突~ (币l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中一个特殊的问题相

关:人类想知道什么?人类是否不断向着更好的方向进步?该

问题在理论上得不到解决。在其"是"和"应该"的关联中，

它源于形而上学。但是，它向实践理性领域的转移证明无所助

益;道德要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然而，作为对目的系统

统一体问题的回答，康德引入了一种目的论，它具有可能实现

道德的实践目的。把世界想象为源于一个理念肯定是可能的，

否则，所有理性的实际运用都会充满绝望。⑧

根据这一解释，现在就有可能理解"经验"是否会因世界

的理性一致性而挑起对抗的问题(康德依从了该问题)。如果

就人类历史而论可能假定一个自然的目的，那么，难道就不允

许在人类历史自身中寻找一个指明它未来方向的内在指导精神

或线索吗?康德(在其中)寻找并发现了法国大革命。或者，

更确切地说，不是法国大革命本身而是其远在哥尼斯堡的富于

同情观察者们在道德上的提升，他愿意相信这是人类物种的意

向。只有在这个星座中，法国大革命才成了"历史的预示"。

真正的事件在与之相伴的道德情感中崇高了起来。⑨这样看来，

法国大革命并未保持原样。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经

验活动的结果，正如康德乐意承认的那样，它充满了那么多苦

难和恐怖行为，人们不愿意以如此的代价让它重演。然而，另

一方面，它被赋予了一个与人类历史相关联的道德外观。人们

现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谈论它。它被寓言化了;它成了

实现理念看得见的预示。

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的解释?因为显然人类不能直接"制

造"他们的历史。为了澄清 1790 年历史哲学的思想出发点，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道德要求遇到了一个不符合于道德法则的

过程。它自身的结构不允许那些卷入其中的人的行动以"整

d豆豆CÆ;ωφ比电F206 

论
瓦
加
特
·
本
雅
明



体"⑩为目的。像康德一样，青年谢林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历

史是一个被无意识地给予的东西:在明显的自由行动中产生了

-种决不依此而预定的需要。只有当"无意识的合法性"可以

在所有任意性背后被假定的时候，要构想历史中的目的是可能

的。。这样一来，康德和谢林都表现出了亚当.斯密在《国富

论} (顶We啤d呻lt由h of Nations) 中更加实际地体现出的洞察力;亚当.

斯密引入了构筑在禁欲主义前提下的"看不见的手

实现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德国历史哲学和英格兰

一苏格兰学派的理论都对同一经验做出了回答:历史开始运

动，但与此同时失去了控制;它仅仅源于人的行动，但在其总

体性上却并不发端于人类。@对控制的需求，伴随着同时提升

的道德要求，恰恰导致了同一个解决方案:一个道德上合法的

目的论。历史被人格化了。不能被直接提供的高尚目的转化为

过程，又从过程中反射回事件;在事件中，它被思索后重新发

现。与此同时，事件改变了其表象的形式，给寓言式的阐释留

下余地。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为寓言化的历史对黑格尔进行

指责。据说，黑格尔为了认识时间表象的实质，的确很关心寓

言( allegory) ，关心"归属于经验实存的成为现实的理念的意

义在事件中付诸实现的据称具有目标的历史实质一主体把

这些转化为它的谓词。寓言形式注定要经过这样的步骤。@谢

林在他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第八次演讲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在他看来，古典与基督教之间的不同在意义上相当于象征与寓

言的不同。在异教封闭的世界里，众神只是在想象中可见于有 1 1.9

限的领域，因此被包含在有限的秩序中。只有基督教把整个世|纪

界都看做历史，看做救赎的故事，看做"道德的领域"。该历 1m
史所设想的形式并非恒久不变，而是一个表象的形式并非|重
永恒的自然生命，而是历史的人物，神圣性在其中不过是转瞬|昌

即逝的自我显现。"⑩寓言符合了这个要求:它自身并没有什 l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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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但它却保存了特殊性从属于普遍性的那个时刻。

从属于一个目的论普遍性的关系在历史哲学的结构中找到

了自己的位置，经过启蒙运动时期虔敬派消肿理论家的过搜阶

段，历史哲学最终使救赎的过程具有了德行。在实际面对历史

进程无能为力和同时要指引它的意志之间这一佯谬的统一性

中，可以找到该思想来自经验的基础。这种对待历史的矛盾态

度说明了寓言诠释的特性 19 世纪的历史寓言是崇高的。意

象中的哲学语言和历史的种种拟人化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完全

听命于一个压倒一切的权力(根据康德所描述的"动态的崇

高") ，这种主观感情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只会是卑下

的谦恭和胆怯的崇拜。但是，→旦我们认为自身是安全的，我

们就能够体验到热情的快感、"尊敬"和"消极的快感"。@这

种安全感来自于何处?来自于知道该未知进程的目的的意识，

因此，也来自于为了将它的形象运用于实践的方向而对这些形

象所能做出的解释。知(在黑格尔看来)是一件"暴露使我们

面对其陌生的世界"的事情，尼采以其特有的轻蔑称之为源于

"恐惧本能"的知识。哲学家所想象的是，如果他将世界看做

源于理念，那么世界就可以被知。"难道不是因为他对于‘理

念'是如此地熟悉和如此地习惯一-因为他不再害怕理念了

吗?"⑩对安全感的这种哲学渴求在以上所举的德拉克洛瓦的事

例中得到了证实。他害怕暴民，但是当他看到圣母院上方的三

色旗的时候，他认识到了无序的目的。二者重合为一幅崇高的

画面。历史理论和 19 世纪生动的记忆充满了这些哲学-历史

寓言E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只不过是其中伟大而基本的典范

之-P针对历史意义的创造，实际上存在着寓言之战。帝国

寓言日耳曼尼亚(Gem皿田)发起了与玛丽安之间的战斗;无

产阶级巨人声称取得了空前的组织的统一性和有效的权力。从

崇高到滑稽往往只有一步之遥。雅各布·布克哈特 Oacob B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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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harclt) 以令人发笑的轻蔑描绘了布鲁塞尔的股票市场。雄狮

和河蟹己然装饰了人口。屋顶上随风而动的天平作为股市沉浮

的寓言式的指示物难道不更好吗?更不用说"场所暗示着更多

的寓言，比如用来拟人化股市暴跌的恶魔"。@

欧洲现代性诸层面的寓言

对 19 世纪寓言的历史哲学的溯源诚然与本雅明的寓言

理论无关。但是，看来本雅明并没有忽视这些产物及其目的论

的阐释;因为要忽视这笔 "19 世纪的资产"的确是不可能的。

他的寓言概念位于现代性的一个不同的历史层面，一个构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那个特殊星座之一部分的层面。在这个

伟大的短时段中，对进步寓言的兴趣减退了。无论他可能有着

怎样的个人烦恼和怀疑，我们可以追溯他在针对多尔夫·施特

恩贝格尔的《全景》所发起的愤怒论战中对进步寓言的抵抗:

"对寓言概念的运用尤其无知，每三页便有一处他 1938 年

给西奥多·阿多诺的信中这样写道。施特恩贝格尔的"蒸汽机

寓言"的确不怎么具有启发性，本雅明津津有味地将它批得体

无完肤。正如本雅明所写的，在这一概念下，施特恩贝格尔收

集了"一大堆空洞无物的东西，赞美机车像雄鹰一般迅捷、像

铁马、像跑道上的赛跑者。他声称‘它们创造了一首寓言|吕

诗……在不同的意义上，其中技术的成分与活生生的自然的成

分相提合，呈现出一种新的独立的存在，成了语言隐喻中的双

面形象。'这同寓言毫无关系。"⑩无论施特恩贝格尔描述得恰

当与杏，这类寓言都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如果把寓言放在现代性诸层面之中，本雅明的意思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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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些。现代性诸层面 (strata of modemity )这一术语需要在

这里加以说明。要对 17 世纪至今的时期加以分段的话，我会

用"稳定的现代性"、"动态演化的现代性"和"英雄的现代

性"。这三个概念指的是对待历史和历史时间的态度。我用稳

定的现代性 (stable modemity) 来指 17 世纪中后期，用演化的

现代性( evolutionarγmodemity) 来指 1750 年到 1850 年被赖因

哈特·科泽勒克称作"马鞍时期"的阶段，用英雄的现代性

(heroic modemity) 来指 19 世纪后半期和 20 世纪早期。每一个

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观，因为历史进程的形式在每个阶

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到寓言和历史相关联的程度上，寓言的功

能也会发生变化。在此只有这一点要加以强调;暂且把文学史

传统中有关寓言和象征的争论搁置一边，寓言的文学概念和艺

术史概念之间的区别亦如此。

在稳定的现代性和演化的现代性背后隐藏着一种看法，那

就是所谓的现代时期并非是在一次持续的浪潮中而是在几次波

涛中形成的。这两个时期不仅在智识形式上而且在科学目标上

都显示出不同。我们再来看以上针对历史哲学而谈到的寓言理

论，生活在所谓马鞍时期的人们处于"时间的马鞍"上，他们

可以在上面向两个方向观看。他们向后看到的是仍然熟悉的过

去，向前看到的是与过去历史中所经历的一切不再相像的崭新

的未来。@这是启蒙时期、法国大革命、工业化的开端、资本

化以及接踵而来的历史进程的动态化。直到此时"历史"才成

了它自身的主体，而古典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便是对隶属于这一

新进程的经验在概念上的回应。直到此时历史自身才能够以目

的论的方式被寓言化。

对马鞍现代性之前作一回顾，我们看到了→个截然不同的

问题。西奥多.K. 拉布在他的《近代早期欧洲谋求稳定的奋

争》一书中试图把口世纪所有的奋争集中于一点: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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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个时期对"稳定"的恢复，该时期在宗教、军事和经济

氓乱之中被人们当做灾难来经历。然而，与此同时，通过从加

利略到牛顿宇宙论的剧烈变化和笛卡尔实体二元论中世界观的

机械化，为早期现代性打下了基础。该时期的格言可以说是:

"从需求、渴求到成就。o 作为圣经堕落结果而丧失的对自然的

权力即将恢复;末世论和自然科学构成了暂时的联盟。o@{但旦是，

i该亥步骤还不是进入一个动态向前运动的历史的开端;在一切领

域都有不少"进展

控制，自我保存任务中正在增长的人的干预。@

为了要给历史的寓言表现至少提供某种不同的观念，翻阅

切萨雷·里帕所著《图像学》不同版本寻找历史进程之表现的

人，都会无功而返。历史在此表现为一袭长袍、正在记录的克

利俄 (Clio) .站在未败坏的真理之石上，正在扛着长柄大镰刀

的萨杜恩 (Satum) 的背上书写。据图片文字说明，这里引入

的萨杜恩与西塞罗 (Cicero) {论演说家> (De oraωrio 2. 9. 

36) 中论历史的任务有关时代的明证，生活的主妇，记忆

之光，行动之魂。"@承载真理的书写与矛盾的克罗诺斯/萨杜

恩(他既是破坏者又是启示者)的并置导致了"时间吞没一

切"和"真理是时间之女"的说法。@进入马鞍时期的外沿来

看，即使是约翰·格奥尔格·赫特尔(Johann Georg Hertel) 17ω 

年全部重新插图的图像学也还是老样子。只要时间一出现，它

就被表现为虚幻、一切事物的破坏者、考虑精神救赎的人类的

最后时刻。每日的各个时刻 )年四季、各个月份、死亡和 li

永恒都有寓言。只有一个东西缺失了:历史进程的寓言。

如果我们运用这些研究结果在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

源》中寻找历史概念的意义，发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段落是:

在寓言中观察者面对的是作为石化原始风景的历史的希波

克拉底的面容从历史向自然的转向对寓言有助益，巴罗克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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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观的要害在于作为"世界激情"的历史。正如我们所预期

的，本雅明显然是从这一较老的前历史哲学的历史概念出发

的。然而，他对这一特性很清楚。他利用从皮耶罗·瓦莱里亚

诺 (Piero Valeriano) 那里引来的关于象形文字的话，给启蒙时

期特有的对自然与历史的理解画出了分界线。就启蒙时期而

论，它仅仅将自然神学观转入历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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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时他作为人认识到自身的生物性，认

识到存在于天空、空气、水中以及地面的一切都是为

人( hominìsωusa) 而造的。"对于 "hominis causa" 

不应该从启蒙时期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待，因为那时人

类的幸福是自然的最高目标，而应该从一个极其不同

的巴罗克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待。既不致力于万物世俗

的幸福，也不致力于万物道德的幸福，它惟一的目的

就是它们神秘的教导。从巴罗克的观点来看，自然的

目的在于表达其意义，它就是其感受的象征性的表

达;作为寓言的表达，它总是与其历史的实现保持不

同。在道德事例和灾难中，历史不过是象征题材的一

个方面。表示自然的固定面孔是完备的，历史必须永

远保持舞台道具中的次要角色。@

从这段引文来看，人们应该以最大的克制力来谈"客体世

界的贬值"或作为寓言方法的前提"感受和意义对无特性或被

淘汰的素材的投射"。@被贬值的是救赎叙事的安全性;本雅明

清楚地意识到，从欧洲有关忏悔的冲突来看宗教的解决方

案"到本世纪已经被否定了:

而中世纪表现的是世界大事的无意义和作为通往



救赎之路上各站的万物的转瞬即逝，德国悲悼剧完全

致力于世俗状况的无望……对宗教剧末世论的拒绝是

全欧新戏剧的特点;尽管如此，仓促地遁入堕落的自

然却是德国的特色(79 ， 81) 0 

自然不是没有意义的;本雅明把它看做是"未得救的正如

他谈到"万物的堕落" (166) 一样。@

这一对世俗性(救赎)历史的背离发生在忧郁的凝视之

下，本雅明明显受弗洛朗·克里斯蒂安·朗(Flo陀ns Christian 

Rang) 的影响，把该凝视与路德的新教联系在一起。人的"倦

怠 (acedia) 之罪，即精神不振(实际上是对上帝宽恕的绝

望)正是该凝视所引起的。@这样一来倦怠"只不过是降低

对上帝救赎计划信任的主观的方面。正是该凝视使得生命从客

体中退出，这些客体现在任由寓言家宠幸与不宠。在本雅明看

来，客体"现在再也非散发出任何意义或自身的重要性;它所

具有的这种重要性自寓言家获得" (Origin , 184) 。

《德国悲剧的起源》结尾处突然而惊人的反转("寓言一无

所有地离去了")再一次强调了寓言仅仅被打上了"忧郁的主

观凝视"的印记。可是，一旦忧郁症患者在上帝的世界里"觉

醒那寓言会失去一切"对它来说最为奇特的东西:秘密的、

享有特权的知识，僵死的客体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假想的一个

了无希望的世界的无穷无尽"0 (232) ..罪与意义的统一"产生

于堕落;由于人的内在力量而反转堕落直到启蒙时期才敢这样 i 吕

做。@巴罗克仍留在一个需要救赎的世界里，但它却不敢带来

救赎。因此，好像在本雅明对巳罗克的阐释中神学一政治

片段"式的神学贯穿始终。没有-样历史性的东西会想把它自

己的意志力与弥赛亚联系在一起，只有"上帝对艺术品的干涉

被认定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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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述决不排除对本雅明的批判。为了一针见血地指出

与克罗诺斯/萨杜恩相关的时间的两种可能性，他只看到了

"时间吞没一切忧郁和倦怠对上帝的疏远，而没有看到"真

理是时间之女"。他没有充分地强调新斯多葛主义和对坚定与

美德的奋争，总之，没有充分强调不断增长的协同作用和对世

界状态的自我责任感。巴罗克寓言也能在这方面作出解释。人

们接近"言说的物界" (natura 1呵uax) 并且询问它对于人的美

德和罪恶的意义，这并非不是目的论，目的总是在于最后的审

判、天堂与地狱、上帝的恩宠与惩罚、复活与永灭。@从需求

和恐惧到成就;对忏悔痛苦的一种世俗的替代被找到一一被发

现了。@这是早期"启蒙"层面的永久的功绩。尽管本雅明并

没有忽视这一切，至少就他所选择的材料来说是这样，但问题

在于它为什么没有构成其寓言理论的一部分。乌韦·施泰纳指

出，本雅明关于巴罗克一书的书名可以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

《德国悲剧的起掠》可以被理解为是-篇论德国历史悲剧的神

学政治学论文。@

与《拱廊计划》相互参照来看: "{拱廊计划》与《德国悲

剧的起摞》有相似之处。两者的主题相同:地狱的神学。寓

言、广告、典型:殉道者、暴君一一妓女、投机商。"③这些说

明指向另一个维度，它又转回到寓言，回到我们所涉及的它在

现代性层面所处的时间位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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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现代性和对历史的除寓言化

我们再来看:由 19 世纪所创造的寓言中真正的新东西便

是对"历史本身"拟人化的表现。历史的结构一旦改变，这种



表现才能成为可能:有个隐蔽的中心不能为人的行动所占据，

正如马克思与黑格尔相互矛盾地指出的，其核心没有被具体化

为"世界精神而是"世界市场一该中心在目的论的意

义上被一个道德的目的所覆盖。作为一个名义上己知的最终目

标，该投射就其本身而言产生出"历史预示它产生于最近

的事件，在道德上得到升华后就被"以另-种方式"理解。救

赎故事的宏大叙事只需要捎除差别后便成为历史哲学历史叙事

的一部分。 18 世纪后期，这一发展过程起初便取缔了圣经的

奇迹故事，但是在历史的寓言式预示中它创造了历史进程的道

德奇迹故事。然而历史本身"的寓言式拟人化并不总是像

黑格尔所预言的那样高雅地隐蔽在幕后，③而是劲头十足地加

入到争吵之中。作为给事件赋予意义的共同力量之一，一旦它

的预示失败，也就是说，一旦实际的历史进程与寓言一目的论

的预测不符，就会遭受困窘的危险。

这种困窘很快就到来了。最晚到 19 世纪中期，理想主义

的虚饰便开始从变化过程中脱落，该过程显示出它本来的面

目。仍然在起作用的对进步的信念变得空洞无物;它被一种将

人与物与其目的论的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的新的理想主义所削

弱。这种对 19 世纪的解构演变成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文化崩

愤之震惊的绝望。在这一 20 世纪(实际上是世纪之交)自然

灾难的经验之下，寓言和历史哲学之间的联系所提供的对恐惧

的避免彻底破产了，同时殃及到历史理论。一度如此自信可臻

完美的世界再次需要救赎。历史哲学回复到了历史神学。如果|吕

历史哲学通过结物力化的神正论问题(先前的罪恶现在会不得 I t己

不不顾自身地去行善)让步已经使神学世俗化，新的历史神学 1m
现在再次去除了这种神圣化并且假定了与时间事件相垂直的救|享
赎。我在"英雄现代性"这一概念之下概述了这种对历史哲学|昌
的反叛。 I 言

场~卢脚印 M仰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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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优秀的测震学专家激进地对神学进行颠覆。波德

莱尔就是他们中的-员。在他献给康斯坦丁·居伊( Constantin 

Guys) 的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他把艺术概念建立在瞬

息即逝与亘古不变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现代性是瞬息即逝，

是一闪而过，是不可预料;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亘古不

变和坚定不移。"从瞬息即逝之中提取亘古不变是必要的。而

一闪而过之所以成为"一闪而过"是因为由历史哲学赋予它的

所有意义都被取消了。波德莱尔把 19 世纪寓言使用的复兴仅

仅归因于平庸的画家，关于进步的观念，他说无论是谁想

要了解历史的活动，都必须首先熄灭这盏暗藏危险的指示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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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为寓言家的波德莱尔和关于 19 世纪的寓言，本雅

明不得不说的一切都归因于这一针对寓言通常用法的英雄对应

型:这是他所熟悉的地方。解目的论化的历史回复到了"自然

的秩序"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他说波德莱尔是个

作为寓言家的"倘佯者"。@在巴罗克中，本雅明再次注意到了

与削弱幻象的工作有关的差别所在波德莱尔的寓言有别于

巳罗克寓言，他的寓言带有愤怒的痕迹，其程度到了闯入该世

界并将其和谐的结构留在废墟之中.. (42)。他所重视的在历史

进展(比如以灾难的概念所表现的进展)中未来的缺失怒

气是阻挡悲观主义的一道屏障。披德莱尔不是悲观主义者。他

不是悲观主义者是因为他对未来有个禁忌。正是这点使他的英

雄主义有别于尼采的英雄主义。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没有对

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思考" (32) 。

这些 17 世纪和隐蔽的 19 世纪之间内在关系的因素与从马

克思的商品理论那里借来的因素混合在-起，本雅明显然希望

通过后者为他的寓言观念取得→个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央公

园"中的重要语句众所周知象征作为商品重现寓言是



现代精神的骨架在客体世界自身之中，商品胜过了寓言中

客体世界的贬值" (34 , 49)。的确是这样，因为在《德国悲剧

的起源》中只有患忧郁症的观察者的主观凝视才能实现这种贬

值;如今，贬值好像获得了以下基本法则:

寓言观总是建构在贬值的现象界之上。我们所面

对的作为商品的客体世界的特殊贬值是波德莱尔寓言

意向的基础。……商品所造成的人类环境的贬值对他

的历史经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发生的"总是一

样"。忧郁不过是历史经验的典范。没有什么会显得

比提出进步观来对抗该经验更可鄙的了。@

同时，整整-代热情的评论者抛出了这些格言。我从这些

材料中随意援引-例，它不比任何同类材料好，也不比它们

差:

在商品中，对特定物品所有的质的限定，即它们

的使用价值被消除了;它仅仅是由其价格，即由量的

因素:它的交换价值，来决定的。因此，通过任意指

定波德莱尔的意义而造成的物品的寓言式的贬值影响

到作为商品早已显得被贬值的物品，尽管不是在直接

的意义上。它们的前额标着价格，犹如徽章上所刻的

铭文 z 然而，商品使自身神秘化为自我价值的拜物

性、它问问发光的包装、它被投放市场和为吸引顾客

而被展示的令人眩目的形式随之掩藏了商品形式的本

质。这种光彩夺目，即使得商品形式无法辨认的"光

晕便是寓言式贬值的客体，这种贬值事实上渗透

了客体，从而把商品作为商品来表现。⑥

~cd.虽倒很d电~ ，fiRU汤æ rJ夕阳具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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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与马克思无关(如果允许我们再提到他的话) , 

因为马克思从来都不仅仅是消除"使用价值"了事;他总是善

意地坚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就本雅明所引用的相关

内容而论，它们不是基于根据十足的关于马克思的知识，而是

基于一种广泛流传的相当保守的文明批判图式，该图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与"左派"立场混合在了一起。然而，

如果我们假定本雅明想在商品五光十色的外表后面把商品作为

商品揭示出来，那也不确切。比他所引用的话更为有趣的是他

对"拜物性"和"幻觉效应"、陷入资本主义困境的集体的

"梦眠"和"觉醒"之间关系的思考。@

这一变体也导致了两难之境。如果理念要给寓言家救赎的

缺乏提供唯物主义的基础，那么中止历史连续性的弥赛亚-革

命的任务就不会变得更清楚，尽管有反复的解释和共同的展

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弥赛亚的意义上被挑起的，尽管未

必是在犹太一卡巴拉主义的意义上)之前和之后，反对一个过

于和谐的历史目的论的战斗中显得可以理解的东西，逐渐开始

变得不可思议了。尽管如此，这种想法还是成了许多本雅明的

解释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全部作品的一部分;正如-位风

趣的本雅明批评家所说的，甚至有些人也拥有这样的想法，如

果本雅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他们会分不清

弥赛亚和敌基督。@

诸如此类的疑惑终会引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要离开英雄现

代性的历史视角是否还不是时候。如果我们再次审视寓言可能

的历史语境的各个阶段，一系列的剧变就会显露出来。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演化的现代性"这一过程中，在忧郁的

凝视下变得可理解的巴罗克寓言和德性的巴罗克寓言失去了其

有效性。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本雅明隐蔽地提到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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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旦"道德的主体"在个体中内在化，它就会丧失其"男

性的外形变成"美丽的灵魂"。甚至是康德的严密也不再能

有帮助(160)。这种功能丧失的范围也许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

上看到 18 世纪内在化的道德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支撑、任

何自然的意象或秘密的知识来充当行动的动机。针对控制感情

的新的心理技能的背景，寓言变得粗俗，让人感到"冷若冰

霜、空空如也。，，~寓言的领域从"世界"与"救赎"之间的张

力转移到历史及其未来，正如巴罗克的全体在上帝面前的称

义/末世论被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所取代一样。不再是言说的

物界 (natura 1吨U皿) ，而是言说的历史 (historia 1呵四川。正是

这一全能的过程本身，人们想要让它寓言式地言说E 它应该说

出它在向何方去。

正如在历史哲学中所揭示的那样，英雄的现代性的反抗槟

弃了这种避免恐惧历史的形式。不再受历史哲学统一束缚的现

象分裂为碎片;在 17 世纪就像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一样，

寓言的创造者用碎片来工作。然而，这些现在在"新天使"支

配下的碎片不过是进步的废墟(它们自身是寓言式的)。灾难

的历程能够被破除和终止吗?废墟在消肿的传统中能够被重新

拼合在一起吗?本雅明看起来好像已经侵越了寓言家的权限。

要毁坏历史哲学对历史进程的遮蔽是一回事:要终止该进程本

身又是另一回事。该进程毫不退却地在继续;也许要终止它甚

至是不可取的。已变得胆怯的现代性不需要救赎和终极秩序。

只有这样才能达致真正的历史的除寓言化，这项任务近乎于这 1m

样一个挑战，那就是要在不可控的进程中无忧无虑地运行。

(曹雷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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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注

( Heinrich Heine , "French Painters ," tr洒自. Da世d WanI, in PaitiTψ on加

MCtVe， 时. susa.nne Zantrop (lincoln; Neb. , 1989) , pp. 121-72 (130-31). 

②"现实的寓言"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库尔贝(Co田bet) 的《画室》

(Atelier) ，全名是《描绘我 7 年艺术生涯的现实的寓言> (A问vrie 晦.zJe

伽77TÚrIßrIl une p阳ede刷刷刷 de ma vie artist聊)。但是，寓言与现实的

混合也没有逃过 1831 年沙龙的同代人的注意。维尔纳·霍夫曼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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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和 19 世纪观点之间的矛盾。狄德罗害怕真正的个体可能会在寓

言群中丧失其"真理而德拉克洛瓦使他的寓言更像现实德拉克洛

瓦的方向不同。他不能公然在传统的寓言库中行进:自由女神不是源于

抽象、永恒的观念，她不是一个装扮为妇女的理想的典型，而是集体行

动的标志;在她那里，配得上‘主体神圣性， (He即)的魅力超越了性

爱。.. Wen田 H巾町 "Sur la ‘Lil晤时， de Delacroix," in Gazt.蜘缸

Beau.x-Art,s 86 (1975) : p. 的(国时础。n by volume editor) .然而，人们不

能不注意到德拉克洛瓦的寓言是一个汇总。身体是一切"现实眼睛

过大的头部证明了古典的遗迹。

(Günter Busch , ed. , E略加段也α四:DreFi础eit auf den Ba町kaden ，

朋".k monog呵地(Stut增rt，刚刚， p. 20. 

④b对吨 B晶me , Briefe CUl.S Paris , vol. 2 0/ Werlæ in zwei 加础睛， ed. 

Hehnut 战lCk 缸td Walter Dietze (Berlin , 1959) , p. 35; Emile de Lahédollière , 

úno14刷品 Paris: Histo肘。岳阳却 Arrondissements ， 山ω. Gustave Doré (P，町，

n. d.) , p.ω. Translati佣金00\ the French by the volume editor. 

( Paul K单 ， Genesis des 陆归时伽nMater切lismus (Vienna , 1965) , pp. 

181-84. 

@"她的脚站在方石上，表示历史应该稳定、坚实、未败坏，不违

反真理，不受利益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她身着白衣。.. c臼配阳阳，

loonolngy , vol. 2 (1 TI9; New Y咕， 1979) , p. 61 。



( Maurice Agulhon , Marianne inJ1J Bωtle: Republican lmag町 and 马mhol

ism in Fraru::e. 1789-1880, trans. Janet Uoyd (Cllmbridge , 198!) , p. 88. 自

然，早期有以运动装饰的形象典型 cf. En1st H. Gornhrich , Aby 肌uburg:

An Intellectuo1 Biography (Chicago , 1970) , p. 60 .但是，它们并不表现"历

史自身"的运动。

(Ludwig Landgr它悦， "Die Geschichte im Denken Kants ," in Studium Gen

erale , vol. 7 (J 954) , pp. 533-44 . 

⑨因此，康德在革命本身和成为实际的"历史预示"的"观望者的

思想"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革命无论如何在所有观望者(他们并

未亲自参与运动)的心中找到了一种近似于热情的参与的渴望，对该渴

望的表达充满了危险;因此，除了人类的道德倾向，这种同情不会有其

他原因" lnunanuel Kant , The Conjlict of 加 Facu1t邸， trans. M町 Gregor

(Lincoln , Neb. , 1992) ，陀 . 152-530 

⑩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清楚地说明，

"自然的目的"必然要起作用.因为人类不"按照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样

的固定计划"行事。 Kant ， Perpeωal Pe，αce and αher Essays ， 位制 Ted

Humphrey (Indianapolis , 1983) , p. 29. 在历史中没有普遍意志( volonté 

générale) ，因为个人行为被纳入了竞争的体系中。但是，我们必须能够

假想"天意"为我们做出了安排从计划中，或者说(因为实现该目

标需要最高的智慧)单单从天意中我们就能够预期达到整体的成功，反

之，既然人类只从其计划的部分出发，可能会停留在从整体达到部分的

水平上，并且只能将其观念而非影响扩展到对他们来说过于庞大的整体

中轧。" Ka却an矶1

Use ," ibid. , p. 87 (translation altered) . 

。F. W. J. Schelling，办-stem of Trarucerulental ldeal臼m ， 国ns. Peter H刨出

( Charlottesville , Va. , 1978) , p . 206 . 

@关于该观点历史前提的讨论，参见 Heinz-Dieter Kittsteiner, Mω旷日b-

机111 wul Unsicht伪re Hand (Frankfurt am Mai口 ， 19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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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 Marx , Crit叩æ of Hegel￥ ‘ Philosophy of R也缸， ' ed. Joseph 

O'Malley (臼mbridge ， 1970) , p. 40; 酣 also Marx , "Hefte zur epikm由ischen ，

stoischen , 1Uld skeI业ischen Philo回'phie ，" in Marx-Engels Werke , suppl. Vol. 1 

(Berlin , 1968) , pp. 227-29. 

d])F. W. J. Sche监ng ， "Vorlesungen üh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1UßS," in 蝠ntliche WeT;加， vol. 5 (Stu啕剧， 1859) , pp. 287-89. 

d] Kant , The Critique of Ju伽re时，国ßS. J，邵阳 Me时i由 (0曲时，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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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91. 

y。此， 1974) , p. 301. 

@Günter He阻， "Allegorie 1Uld Histori且mus: Zum ‘ B且dgedächtnis' des 

s阴阳 19. Jahrh1Ulde巾 in Ver也um et S号ruun: Beitr说ge ZUT medi战JÏsti.schen Be

deutungsforsch吨， vol. 1 ，此Hans Fromm and Wo悔ang Hanns (Munich , 

1975) , pp. 555--91. see also Heinz-Toni Wappenschmidt , Alkgorie ， 句mbol ，

undHi.s.ωrienhiU im späæn 19. Jah劝u由而 (Munich ， 1984). 

( Jacob Burckhardt , "Die Allej尹rie in den Kilnsten ," in Vortrii.ge ZUT 是mst

und Kul.turgl盟'CIW.为te ， 00. Rudolph Pillep (B陀men ， 1987) , p. 312. 

⑩Dolf Stem阳ger ， Parwrama of the Nirreteenth century (New Y ork , 1叨7) ，

p. 18; Walter Benjamin, letter of 16 April 1938 toηleodor W. Adomo , in Ben

句ammelte Sclu饼eTl， 7 vols. , 

Schweppenl白血r (Frankfurt 1972一)， 3: 701 (hereafter GS); Benj脑血，陀:view

of Dolf Stemb吨er ， ihid. , p. 576. 

0Re讪wt~阳Ueck ， "阳ch也ruen 险也Lexicon politi咄咄咀ialer B咱谊e

der Neuzeit ," in Archiv für Begri也伊配hichte 2 (1967): 82 , 91. see al田 K田el

leck , Futures P，ω: 伽 the Sern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 阳西. Keith Tribe (Cam-

TheGay Schence ， 国ßS. Walter Kauúnann (New ( F riedrich Niet皿he ，

Rolf TiOOeffil8lßl and Heffil8lßl 00. Jamm, 

bridge , Mass. , 1985) and cf. p. 21-38. 

@Theodo陀 K. Rabb , The stn锦ie for Stabi1ity in Ear秒 M由加η Euro.严

(New York , 1975). see also Hartmut Lehmamt , Das ZeiJdter rks Absolut白'TTUIS



(Stu峭且， 19侧， pp. 105一却.

@Kittsteiner, Naturahsicht und Uns凶白re Hond , pp. 133-52. Exempli

fied by tbe bar吨ue scholar Justus Georg Schottelius; 耐Kittsteiner ， "Eine barocke 

Seele auf dem Weg in die ewige Seeligkeit," in Gewissen und Gesch耐te: 指曲n

zur Ents时回事 des 1TWra1i.schen Bewu.sstseins (Heidelberg，刚刚， pp. 117. 

øc植are Ri阳 ， lJelhL rwui.ssima icollOÚJ♂'ca (Padua , 1635) , p. 3臼. (Not 

found in Ripa , lconology.) Translati佣金回n tbe Italian by 也e volUJ配 editor.

@Erwin Panofsky , .. Fatber Time," in StUJieS in lcorwlogy: HlDTUJTIi.stic 

1ñemes in the Art 01 仇e Renaissωu:e (New York , 1962) , pp.ω-93. st理 d皿

Fritz 句.xl， "Veritas F山a TempOl毡，" in Philosophy ond Hi1>ω''Y: Essays I怡。由对

ω Emst 也皿irer (Oxford, 1936) , pp. 197-222. 

@仅仅参看康德的历史哲学就会清楚这种转化自然目的论允许

我们把自然( ... ... )先验地看做是确定的，为了力求至善的理念，我们

能够而且应该假定取决于自然目的论相似性的世界将会被发现是与道德

目的论的客体即取决于自由律的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相伴随的。" Kant , 

"Prei配蛐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s Metaphysik" (1791) , in Kant, A阳岛næ

Aω:gahe ， vol.却(Berlin ， 1912) , p. 到7. "赞美观察自然的非理性领域中

造物的崇高与智慧又有何用，如果包容了一切其他目的(人类历史)的

最高智慧应该始终是对它无穷的反驳。"Ka础， .. ldea for a Universal 扭曲·

巧， "p.39.

@Walter Benjamin , TIre α写切 01 Germon Tr唱ic Dramn ， 缸ans. John Os

borne( Lm由n ， 1叨7) ， pp. 1俑， 170一71.

@"从寓言的角度来考虑，世俗世界既被抬高又被贬低"0 (175) 关 |吕

于对被取消的本质的阐释，参见Harald Steinha吕~n ， "Zu Walter B叫amms

B咿iff der Allegorie," in Formen und FIUI灿m由A峙。巾， ed. Walter Haug 

(Stut增且， 1979) , pp. 6l始-85 ，由伊纪ially p. 669。

~"意义和死亡都在历史的发展中实现，正如它们像万物之堕落中

的种子紧密联系在→起"0 (166) 人们是否把巴罗克时期称为"堕落"以

纪
历

喜
学
的
寓

场功叫花移卢脚踢彭 d仇J. 1223 



及不存在巴罗克末世论的说法都可以搁置一旁 (66) 。

@Uwe Stein , "Allegorie und Allergie: Bemerkungen zur Diskussion um Ben

jarnins Trauerspielbuch in der Barokforschung , " in Daphnis: Ze，ωc/ui附加 Mittlere

De山che μteralur 4 (1989) , 641-701. especially 695. 关于 acedia 的拉丁语

和德语词源，约翰·奥古斯特·马耶尔评论说因此，比如它可能意味

着对精神之善的厌恶.疲倦，冷摸，怠惰，在基督教信仰、祈祷或善行

中的懒惰，对上帝德行的鄙视，没精打采，等等。"然而，他认为该词

最本真的意义是"在真正的再生仪式中早已蒙受天恩眷顾并因此成为真

正的上帝之子后灵魂的状态，尽管它始终很微弱，需要扩大规模和增长

力度.如今却再次懒散下来，放松了努力，就像是起先拉紧了的弓意外

地松懈了下来.不再向靶子射箭。" Johann Daniel Herrnschmid , Unterri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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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der Geist-lichen Trugheit , ed. Johann August Major (Halle , 1724) , pp. 

18ff. , 214. 因为 "Wiede喀ebo陀n /Vnwiedergebo陀n"(再生/非再生)这对概

念在这里并不表达虔敬派的观念，但是在整个巴罗克神学中却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人们可能会把新教的倦怠观看做是维护"天恩眷顾"努力的

衰竭。关于天恩眷顾的意义，参见 Heinz-Dieter Kittsteiner, Die Entste1uu喀

仇snwdemen Ge叩sens (Fra地furt ， 1991) , pp. 187-93。

Cj)"一个天生邪恶的人如何可能使他自己成为→个好人完全超出了

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颗朽树如何能结出好果子?但是，根据我们以

往的认识，既然一颗天生的好树(禀性好)都能结出坏果子，而且既然

由好变坏(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自由产生的)并不比由坏转好更容易理

解，这最后的可能性就不能被置疑。" Kant , Rel，伊n 甜抽ín t，加曲回s 01 

届四on Alo册， tr田15. Theodore Greene and Hoyt Hudson (La缸岛， 111. , 1货妇) , 

p. 40. 

@ Walter Benjarnin , ..白白logico- Politic四，1 Fragment ," in Reflectíons: Es

says , Aphorisms , Autobíographical Wríti昭， ed. Peter Demetz (New York , 

1978) , pp. 312一13. 对于《神学一政治断片》的阐释，参见 Jacob

Taubes, "Walter Benjamin-ein modemer Marcionit? Scholem Benjamin-Interpreta-



tion reli♂ons-geschichùich überprüft ," in Antike um1 Modeme. Zu Walter Ben

JQl1U邸 ， Passαgen." 00. No出ert W. Bolz and Richard Faber (Wi山-zb田g ， 1986) , 

pp. 138-470 

@关于新斯多葛派的意义，参见 Gerh缸ù Östreich，胁。sωicism and 仇e

Early Modem State , trans. Oavid McClintock (Cambri峙， 1982) , and his Struk

turpr，οbleme der户ihen Ne皿it (Berlin , 1980). "巴罗克时期的寓言是否实际上

并且从-开始就是以被贬值的世界为基础的" (HI1l号 ， Formen um1 FWlk

阳nen der Allego巾， p. 729一耐 n. 27) 这场由德国语文学家所发起的辩论

可以按照巴罗克风格的作品中是否有不同的寓言类型的问题这个思路来

进行，同时根据它们与天恩眷顾或者在力求恩典之时的疲倦状态(抑郁

症、倦怠)而变化。不应该过高地估计作为因笛卡尔的哲学而机械化的

世界观之结果的客体的"贬值因为这种理论的可能性立即被物理神

学所抵消。

@Carl Sclnni忧 "0困Zeitalter der Neu田lisierung und Er郎。litisierungen ，" in 

Der Begriff由 Politischen (Berlin; 1 %3 ), p. 88 . 

@lSteiner , .. Allegorie und Allergie ," p. 6叨.

@Walter Benjamin. Dω Pa棚gen- w，础， inGS5:1α22-23.

(ßMax, ..ηle Gezman IdeoJ.喀y ，" in The Marx-El写gels Reaáer , 00. Robert C. 

Tucker (New Y，。此， 1978) , pp. 163一75. ..构成对立、矛盾和危险的并不是

普遍理念;它自身始终在幕后，原原本本、完整无缺，并且让激情的特

殊利益代替它相互争斗、疲惫不堪。它就是那种我们可能会称作理性的

狡绘的东西，它让强烈的情感为它服务，因此它赖以存在的动因必须受

罚并蒙受损失。" Hegel. Lectur，由 on the Philosophy 01 World Hisωη. /J耐叫r

tion: Rea.son in His阳y，阳ns. Hugh B. Ni如t(也皿bridge ， 1975) , 1: 89. 

@Charles Baudelaire , ..四e Painter of M四lem Life," in Baudelaire: Selected 

Writùψ on Art and Artists ， 国ns. Patrick E. Charvet (C扭曲ridge ， 1何2) ， p. 

40元 M叫 "ηle Universal Exhibition of 1855 ," in ibid. , p. 121. 

@Benjamin , Oas P描崎gen-Werk ， in GS 5: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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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 世纪形成风格的寓言观在 19 世纪不再具有这样的作用了。

波德莱尔是特立独行的;作为-个寓言家，他的这种风格在某些方面就

是游荡者特立独行。.. Walter Benjamin , "c回国1 Park," in New Critiqu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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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55. 

@Benjamin , GS 1: 1151. 

@Steinhagen , "Benjamins B唱证 der Allej沪血 p. 677. 

@Hein-Dieter Kittsteiner, "Walter Benjamin's 1岳阳，ricism，" New Gemum 

Critique 39 (1986): 17铲-215.

~ Michael Rump , "Messianismus , Metaphorik , Murks: Ein kritischer Blick 

auf Walter Benjamin，也s Seine und dìe Sei吨~n ，" NI阳berger Bliitter 8 (June

September 1988) .对过度肤浅地以犹太一神学的观念理解历史的强烈愿望

的纠正，参见 Steiner ， "Allej尹，rie und Allergie ," p. 670。

@这是黑格尔对寓言的定论。 Hegel ， A臼阳山， vol. 1 ，国llS. T. M. 

Knox (Oxford , 1975) , p. 399。



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天使

格雄·朔勒姆

在本雅明的哲学文章中一一那些批评和形而上学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在里面构成了一种如同对形而上学一神学内容的倒

置一一诸多特征之一是其极为适于被经典化;我甚至可以说，

极为适于被作为一种圣经来引用。就这方面来说，它享有一种

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厚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文本

瓦
尔
特
·
本
雅
明
和
他
的
天
使

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即它与神学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所带来

的灵感对于本雅明来说有着永久的重要性，直至他生命的结

束，这种联系决定着本雅明哲学文章的特殊形式，使得本雅明

的许多言论(而且，只有天知道，还包括很多无关紧要的言

论)都罩在教皇谕诣般的光环中。在最初时期，他的敌手们说

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独裁的本体论( Konstatierontologie) 。的

确，不仅我一个人注意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像引用圣

经一样引用本雅明"。①他的句子中经常带有神启语言的权威立

场，事实上，他在青年形而上学时期也的确认为自己的语言具

22.7 d磊Cd:J倒很仰~加却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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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权威性。我认识他时，他常用的句式是"一个形而上学

真理就是……接着就是与神学紧密关联、往往怪异得惊人

的断言。仅就这种风格而言， 1913 年的《青年形而上学》几

乎与 1940 年的《历史哲学论纲》没什么不间，只不过在内容

上具有反差而已。从根本上说，他可能会接受教会神甫这个职

位，或如有些人现在常说的，他会欣然接受马克思主义拉比这

个职位，尽管会对此提出一些辩证的保留意见。阿多诺和我之

所以在他身上看到了神秘主义作家的影子，就是因为他所生产

的那些独断的句子，诚然，这些句子从一开始就由于其本质而

必然导致被引用和阐释。这些句子的启发性也恰恰在于它们的

神秘性，而在与他一起被不同程度地引用的作者(从布洛赫，

甚至卢卡奇，到布莱希特和阿多诺)中，绝没有这种情况。这

些句子源自一位新入教者的圣经，几乎没有任何伪装，既理性

又神秘，正适合于这类句子。

在本雅明的全部著作中，我们看到原创的印象、洞见或经

验都被转换成直接语言，或用直接语言传达出来，汇聚成马克

思主义的反映，或至少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反映。像玛丽安

娜·凯斯廷这样谨慎的读者都说本雅明有一种倾向，即"在马

克思主义概念与审美步骤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他通过联想保

持了这一倾向，尤其是在后期围绕巴黎拱廊计划的著述中，他

的这一倾向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毫无疑问他的联想都是天

才的，开创性的，但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②本雅明的马克

思主义读者所难以接受的或不愿承认的正是这个事实。每个人

都知道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是有明确方向的，尽管关于那

个方向的定义的讨论永远不会完结。本雅明决心把阶级斗争的

问题和术语不仅作为世界史、也作为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这是

勿庸质疑的。然而，谨慎的读者对他这一"思想之山"不能不

产生疑问，他本人在 1935 年 5 月写给沃纳·克拉夫特的信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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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③他将接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改造那些思想，但

是与巴黎拱廊计划相关的许多片断与手记都未经改造，并且实

际上顽强对抗这种大肆宣扬的改造一一有时受到压制或仅在语

言修辞方式上说说而已，这些片段和手记为神秘主义传统提供

了未加任何掩饰的庇护所，公然表明了这个传统的延续。诸如

论莱斯克夫和卡夫卡等人的杂记打破了这样一个传说，即本雅

明的生产活动是沿着一条清晰的路线发展的，但是，如上所

述，这种说法往往导致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这些断片杂

记实行压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不利于真正理解本雅

明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喧闹声中，这些断片杂记对于接受

现已流行的本雅明构成了真正的抵制。

因此，现行阐释者出于窘迫而忽视或槟弃了本雅明人格和

思想的一些方面，现在则有必要把这些方面挖掘出来。他与神

秘主义传统和一种神秘体验的联系就属于这些方面，也许是最

重要的方面，尽管这种神秘体验决不是对上帝的体验，而那么

多头脑简单之人却认为惟一的神秘体验就是对上帝的体验。本

雅明深知神秘体验是多层面的，而正是这种多层面性在他的思

想和生产活动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本雅

明最惊人的特点→方面在于他能把卓越的洞察力与辩证的细微

观察能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把这种洞察力与奇异的

理论结合起来。早年，对于这些理论，每当受到质疑，他便立

即放弃，然后，他通过探究而更进一步深入到这些理论的核

心。在后期，他常常坚定地坚持这些理论，假托这只是一个纯

悴启发式的程序。神秘主义宇宙论与马克思主义洞见要么相互

渗透，要么并驾齐驱，这种紧密结合首先显见于《单向街》这

本小书，关于其最后一篇"天文馆个批评家曾满有道理

地说在此，热情中泄露了一种神秘的定象，直到某种技巧

把前者撤回到一种理性的和与道德无关的辩证关系之中。"⑤在

应当9d品~产销~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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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论本雅明的文章中，⑤我强调指出了本雅明思想的双重轨

道，其神秘的直觉和理性的洞察力往往只是在表面上通过辩证

法连接起来，下面我将提出有关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本雅明的许多著述背后，是他个人的、实际上是他最具

个性的经历，当投射到其著述的客体之中时，这些经历消失

了，或者变成了符码，致使局外人无从辨别，或者至多只能对

此加以猜测。《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关于忧郁的理论就是一例，

他是借此描写自己的性格。同样，在《论歌德的〈亲和力>>

这篇代表了一种美学文献高水准的著名论文发表 50 年后，人

们仍能宣布一个简单但隐秘的真相:即这篇论文一一霍夫曼斯

塔尔说它"简直无与伦比"一一一以及它所表达的洞见之所以可

能产生，原因在于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与小说的情景不可思议地

相对应的人际环境中完成的。归根结底是由于当时那"植物般

哑然"而美丽的"奥提列"撞入了他的生活，并带来了一系列

的后果，这一事件启发了他的直觉，使他产生了对美的意义的

感悟，和对美丽若隐若现的"表象"那魔鬼般的深奥的感悟。

与此相同的是一篇自传性的小文，是描写他自己和他的天使

的，我希望这能引发读者的兴致。这篇小文是本雅明的自我描

写一一无疑，使人不安，对他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连续两天写

出两个版本来。正因如此，我才认为它具有启示意义，并视为

珍宝，尽管我得承认它急需人们的评论。

这篇小文的题目的确令人困惑 "Agesilaus Santander"。人

们是在瓦尔特·本雅明的笔记本中发现它的。这是他留给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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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福的文学遗产，西奥多·阿多诺死后，人们组织了一个委员

会专门管理这笔遗产。这本笔记记述了他从 1931 年到 1933 年

的著述活动，其中，马克思主义和完全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观点混合在一起。它包括(在 15一16 页) ..论广播(在 25-

27 页) ..为人民的艺术-一为鉴赏家的艺术这是 1931 年秋

举行的一个讨论的总结，即与《文学世界》的编辑威利·哈斯

的一次讨论，其中，本雅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坚决捍卫

这样一个命题，即艺术是为艺术鉴赏家的艺术。从 31 到 35

页，是一篇文章的梗概，题目是"论相似性⑥是他于 1933 年

3 月逃离柏林后的春季，在伊比扎岛写成的，其中含有关于神

秘现象的理论，他曾把一份删节的版本寄给我(但主要部分略

去了) .集于《全集》中的就是这部分(1: 507-10) 。接着，

从 37 到 39 页，是较短一些的..Agesilaus Santander" .也写于伊

比扎，时间是 1933 年 8 月 12 日，第二个版本稍长一些，是于

第二天写成的。 1933 年 4 月到 10 月，本雅明住在圣安东尼奥

的伊比扎岛，他第一次在这里居住时是 1932 年 5 月到 7 月中

旬. <:青春艺术风格杂记》的前部分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

的。

促成这篇短文的具体环境尚不得而知。然而，人们可以提

出彼得·桑迪向我提出的问题。在关于这篇小文的→次讨论中，

他问这篇文章是否是发烧语妄的结果。据让·塞尔兹所说，本

雅明于 1933 夏患在疾。他没有说明具体日期，只说本雅明于

10月离开了伊比扎。与此相反的说法当然是本雅明自己提供

的说明:后来在向法国当局提供的一项申请一一显然与他要移

民法国并在法国长期定居的计划有关一一一中，他给出了在伊比

扎逗留的确切日期。我们有这份申请书的拷贝，上面说他于

1933 年 9 月 25 日离开了伊比扎。接着的日期是 10 月 6 日，地

址是巴黎某地。据他于 1933 年 10 月 6 日从巴黎寄给我的信来

1231 d后 dωØe/彷切伽 M何其



看，他到达巴黎时病情很重，而且'在伊比扎的最后几天里，

他"一直身体欠佳

的第一天。"到达巴黎后，医生诊断他患了在疾。那么，在他

出发的 6个星期前，即 8 月 12 日和 13 日，他是否已经患了茫

疾呢?在 1933 年 7 月 31 日给我写的信中，他说正写一篇重要

文章，即《柏林纪事》中的"剧院而且已经病了两个星期

了。另一方面，他在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高热已经开始。

懂得其后果的西班牙人说这是‘八月的疯狂非常普遍。在

外国人当中我能从头经历这次高热，这使我兴奋。"显然，他

本人此时还没有感觉到疾病的到来。然而，不管怎么假设，都

不能排除这篇小文的缘起与相对较轻的在疾之间可能会有某种

联系。不管怎么说，塞尔兹在他的回忆中是根据他后来得知本

雅明患症疾的诊断来推测的，他只是在本雅明回到巴黎之后才

得知的，因此无法证明后者究竟是否在八月就患了茫疾。我认

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那个文本并不怎么重要，因为文章的结构

和众多形象都有其内在逻辑，与他的其他文章没什么两样。

下面是 "Ag四ila山Santander" (阿格西劳斯·桑坦德)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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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想到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作

家。那样的话，最好不要让人一下子就看出我是个犹

太人来，于是，他们就在我的名字上加了两个非常少

见的名 o 我不想说出这两个名字来。但这足以说明

40年前父母就在重重困难中预见到了未来。他们认

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现已成为事实。但他们

为抵抗命运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却没有在最相关的人身



上发生效用。他不但没有通过写作把那两个未雨绸缪

的名字公诸于世，反而将其锁在心里。他保护它们，

就像犹太人保护给每一个孩子起的秘密名字一样。孩

子们直到成年时才知道这个名字。然而，这在生活中

却不止一次发生，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秘密名字都始终

保持不变，每逢一个新的成熟时期它都会自行发生变

化。因此，名字本身并不能保持其生命力，而生命力

又恰恰是借助名字焕发出来，与未入教者相抵触的。

然而，名字根本不能丰富叫这个名字的人，反而

从他身上拿走了许多，而最重要的是拿走了他年老时

看起来已经完整了的那份礼物。在我刚刚住过的房间

里，当那个人全副盔甲从旧名字里走出而进入光明之

前，他在我的位置上挂起一幅画:新天使。犹太神秘

哲学说，上帝在每一个瞬间创造无数个新天使，在化

为元之前，他们的惟一目的就是在上帝的王位前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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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我的天使受到干扰了;他的面目特征没有一点与

人相似的地方。至于其他方面，他让我付他补偿费，

因为我打扰了他的工作。我是土星座一一慢速旋转的

星球，表示犹豫和延岩的星宿，为了利用这个有利条

件，他先在画面上再造了男性形体，然后又通过最长

的、最致命的迂回派来了他的女性形体，尽管这两个

形体紧密相邻。

他也许不知道他这么做突出了与他相邻的那个人

的优点 O 任何力量都打不破我的耐力。它的双翼好比

天使的双翼，只需推动几下就足以使它们在她面前收

翼不动，这个她就是我的耐力决心要等待的。但是，

我的耐力像天使一样长着爪和利翅，看起来还不打算

扑向视野里的她G 它从天使那里学到了怎样先把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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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在视野之内，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连续不断地与他

搭讪。他拖着他逃向了他事先安排的一个未来。⑦他

不希望从后者身上看到什么新的东西，只想看到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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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面对的那个人。

于是，当第一次看到你时，我便与你同行，

我来的地方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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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8 月 12 日子伊比扎

第二个也即最后一个版本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想到我也许能成为一个作

家。那样的话，最好不要让人一下子就看出我是个犹

太人。所以，除了我叫的名字外，他们又给我起了两

个特别的名字，从这两个名字，人们既不能看出这个

人是犹太人，也看不出它们是他的家姓。 40 年前，

任何有儿女的夫妇都不会有如此远见的 O 曾经只是在

遥远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现在变成了事实。只不过他

们为了与命运抗争而采取的措施已被最相关的人搁在

一旁了。就是说，不但没有通过写作将其公诸于世，

反倒像犹太人对待孩子们的附加名字一样，将其当做

秘密保留了起来。实际上，犹太人只在孩子们成年的

时候才把附加名字告诉他们。但是，由于这种成熟一

生中不止发生一次，所以，秘密的名字只对虔诚的人

才是不变的，永远相同的，而每一次新的成熟都会揭

示名字自身的改变。我的情况即如此。因此，最严格

地把生命力聚集在一起的，与未被入教者相抵触的，

居然是名字。



然而，这个名字根本不能丰富它所命名的那个

人。相反，当那个名字变成有声的东西时，他的形象

大多消失了 O 最重要的是，他失去了表面上的人形O

我在柏林住过的房间里，当后者全副盔甲从我的名字

中走出而进入光明之前，他把他的画贴在了墙上:新

天使。犹太神秘哲学说，上帝在每一个瞬间都创造无

数个新天使，而所有这些天使在消失之前只有一个目

的，就是在上帝的王位前赞美他。新天使在未来得及

给自己命名之前也像他们那样消失了 O 我只担心会把

他不适当地长期从赞歌中带走 O 至于别的，他让我为

此付出代价。我是土星座一一旋转最慢的星宿，表示

迂回和延窄的行星一-为了利用这个条件，他通过最

漫长、最致命的迂回先在画中再造了男性形体， 然后

又派来了女性形体，并将他们最紧密地相邻起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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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并不相识。

他也许不知道他想要与之交谈的他会以这种方

式，即等待的方式充分展示它的长处 O 在这个男人偶

然碰到一个女人并为她神魂颠倒的地方，他即刻下决

心在她的生活路上埋伏下来，直等到病例，年老，衣

衫破旧，也要把她弄到手。简言之，任何力量都削弱

不了男人的耐力。耐力的双翼就像天使的翅膀，⑧只

需推动几下就能长久保存下来，在他决心不再离开的

那个东西面前归然不动。

然而，那个天使却相似于我不得不离开的一切:

人，以及最重要的物 Q 在我不再拥有的物中，他栖居

着。他使它们透明，而在它们背后，似乎是他们有意

得到的东西。所以，在送礼物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

我。也许，这个天使就是被一个空手离开的送礼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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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所吸引。因为他本人也长着爪和尖尖的、刀一样锋利

剧 的翅膀，看起来还不想扑向他所看到的人。他目不转
特| 晴地注视着他一一过了很久，才一点一点地、连续不
在| 断地想要与他搭讪。为什么呢?为了拖着他一起走向
明| 他所来自的那个未来，他对那个未来了如指掌，无需

左顾右盼，领着他所选择的人消失在视野之外。他渴

望幸福:独一无二之人的极乐寓于冲突之中("仅有

过的一次")新，尚未经历过"再次"、再次拥有的、

已然之物的极乐。所以他只能在回家的路上，在携带

一个新人同行的时候，才渴求新的东西。正像我一

样，我一看见你，就跟着你从我来的地方回去了。

1933 年 8 月 13 日于伊比扎

在开始解释这个根本不可理解的文本之前，必须说说那幅

画，即保尔·克利⑨的《新天使}，这是理解这篇文章的关键。

克利于 1920 年在慕尼黑画了这幅画，签署日期是 "1920/3/

2"。从 1919 年到生命的终结，克利有关天使的画作大约有 50

多幅，大部分作于晚年。如他儿子费利克斯·克利在 1972 年 3

月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吸引保尔·克利去表现神的使者一二

甚至往往以人类悲喜剧的形式。"于是，在日期为 "1920/9/1"

的 E略-el bright 血s Gew归schte 这幅画中，天使就仿佛是男招待

或女招待，如克利所愿在侍侯着他。在有关克利的著作和文献

中，这样的天使随处可见，大多都作于晚年。威尔·格罗曼的



两部书《保尔·克矛IJJ> (1954) 和《保尔·克利速写) (1959) 就

是很好的例子已关于这些天使，克利本人并没有任何说明，因

此我们没有理由况，人讨论格罗曼于 1954 年(第 348-50 页)

就这个话题展开的讨论。在那本书中，他试图把这些天使比作

里尔克笔下的天使( .. Duino Elergies") ，他说与里尔克的天

使一样，他们拥抱生与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整体之中，在隐

蔽的世界上看到了现实的更高秩序第 348 页)若要分析克

利的《新天使》在本雅明生活和思想中的意义和位置，格罗曼

的声明并不重要，因为本雅明对这幅画的思考出于完全不同的

动机，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动机。

克利的画于 1920 年 5 月和 6 月在慕尼黑汉斯·格尔茨艺术

馆举办的克利画展上展出过O 它的展览目录是以 Der Ararat 杂

志"保尔·克利专刊"的形式出现的，被列在 24 页上，号码是

245，但没有拷贝。它是一幅相对较小的水影画，第一次以书

页形式的拷贝出现在威廉·豪森斯坦的 Kairuan oder 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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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c.μeωm Maler Klee (Munich: Kurt Wolff, 1921)中，与 128

页相对。住在慕尼黑的豪森斯坦可能在克利的画室或格尔茨艺

术馆看到过这幅画。后来，又有新的拷贝一→显然是从豪森斯

坦的书中拷贝下来的，即在卡罗拉·吉迪翁-韦尔克的《保尔·

克和iJ) ( Stuttgart: hatje , 1954) 第 184 页上。展出时本雅明不在

慕尼黑，但 1921 年 4 月柏林举办了一次小型克利画展，本雅

明可能是在这里看到它的，在 1921 年 4 月 21 日给我的信中

((书信集》第 262 页)他说对这幅画特别感兴趣。然而，我竟

不知道这幅画究竟有没有在那里展出过。

无论如何，这幅画又回到了格尔茨，因为本雅明是在慕尼

黑弄到它的，并在 1921 年 5 月末 6 月初来看我时，带来了那

幅画，还请我在他在柏林找到永久住所之前帮他保管，他当时

已经是举步维艰了。在 1921 年 11 月中旬之前，这幅画-直挂

1237 必 cd;;CUÆJI~ 卢仰后彩 M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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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住所里一一先是在 Türkenstras肥-18 号，后来在 Gabels

bergerstrasse 51 号，我与后来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埃尔莎·布克

哈特一同欣赏它，它就挂在她的房间里，本雅明在几封信中都

谈到了这件事。我根据他的意愿把这幅画寄给了他，他于

1921 年 11 月 27 日收到 c {书信集》第 282 页)。在离婚之前，

它一直挂在他书房的沙发上方，先是在 DelbIÜckstrasse 23 号，

然后在阳nzI它gentenstrasse 俑号。在希特勒时代，即 1935 年左

右，一位女友帮他把这幅画带到巴黎。当我于 1938 年 2 月 10

日拜访他时，它又挂在了 Dombasle 路 10 号一间大屋子的墙上

了。 1归0 年 6 月，他逃离巴黎，把所有文献都装在两只手提

箱里，本雅明把画从画框上撕下来，塞到其中一只箱子里。乔

治·巴塔耶通过自己创建的社会学学院一直与本雅明保持着联

系，便把这两只箱子暂时存放在国家档案馆里。战后，它们辗

转到了阿多诺子里，先是在美国，后又到了法兰克福。本雅明

始终把这幅画看做他的重要财产。虽然他在前一年曾弄到克利

的另一幅画，即比萨仇rung des Wunders ， 但我没有见到。 1932

年 7 月末，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写了一份遗言，把它作为

一件特殊礼物送给我。

克利的画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本雅明的高度重视，在 20 年

的时间里一直对他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弗雷德里克·波德姐

斯曾在本雅明传记中利用我在一次谈话中 C{启迪》第 441 页)

提出的模式概述了这幅画的重要性:用作沉思的图画，用作灵

启的源泉。当然， {新天使》对于本雅明还有别的意味:在论

悲剧的著作中，本雅明用众多寓言揭示了辩证意义上的一个寓

言。在他的谈话以及著述中，他常常提到这幅画。他拿到它

时，我们都在谈论一种犹太教天使学 (Jewish angelology) ，尤

其是塔木德教和犹太神秘教的天使，当时我正写一篇关于犹太

神秘教抒情诗的文章，详细叙述了犹太神秘主义所再现的天使

d后~元ψ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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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歌。@我从对这幅画的长期思考中获得灵感，写了题为

"Gruss vom Angelus" 这首诗. 1921 年 7 月 15 日本雅明生日时

题献给他，在他的书信集中以注释的形式发表( <书信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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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页)。

在本雅明的书信中，第一次提到这幅画时是 1921 年 6 月

16 日，他和妻子朵拉从布莱滕斯坦共同写信给我，当时那幅

画就挂在我的墙上。朵拉在信中说《新天使》是"新创造的犹

太神秘教的保护神而本雅明则用引自根本不存在的期刊的

引语沉浸于一些幽默的暗示。在 Zentralbhlatt fi扩 A，略oelologie 中，

他假装读道在土耳其气候的影响下，那棵天堂般的克利之

叶又长出三片新叶。因此可以认为它属于四叶属植物。我们将

不断告诉订户有关这棵魔树的发展。"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同

时又从《就中枢器官为小书作的私人报告》中引文说可爱

的小小的魔鬼学与天使并不融洽。他要求把同一个天使搬到柏

林。签名 DellÜck 博士。"那天堂般的克利之叶当然就是挂在

Tu汰enstrasse 房间里的那幅画，三片新叶指我、埃尔莎·布克哈

特和与我们一起来访的本雅明的朋友恩斯特·肖思。当时，本

雅明还未把撒旦一堕落的思想与那幅画联系起来，只谈到天使

几乎难以承受"小小的魔鬼学"。这个小小的魔鬼学是一本小

册子，没有题目也没有正文，只是魔鬼的一些符号和临摹，实

际上是 1840 年在 Stuttgart 以平版印刷术出版的 Dr Fausts 

HlJllenzwang 的 Tafelbando。这本小书原本归本雅明所有， 1921 年

4 月下旬他作为礼物送给我，以表示对我的感激，因为我介入

了影响他一生的一件事。当时，他还建议我们采用通俗的 h

(你)而不是 Sie (您)的方式相互称呼。我现在还保留着这本

书。

本雅明在幽默或讽刺的通讯往来中经常使用 "Dr

DelblÜck" 的签名;暗指他父母的家， 即 Berlin-Grunew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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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bruckstrasse 23 号。在 1921 年写给我的那些信中，他曾几次

提到《新天使))，并以这位天使的名义就许多事情向我表示感

谢。 1921 年 8 月 4 日，他接受了海德尔堡出版商里查德·韦斯

巴赫的邀请，为他编一本期刊，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把期刊叫

做《新天使~ ( {书信集》第 271 页)。在出版说明中(将要付

梓时) ，他说这本期刊从一开始就要与天使罢花一现的性质相

一致。在本雅明真正理解了现实之后，这种罢花一现的性质似

乎是他让这本杂志所努力追求的正当目标。"据塔木德传奇，

甚至天使一一每一瞬间创造出来的无数群新天使一一的创造，

都是为了让他们在上帝面前唱完赞美歌之后，停止歌唱，化入

虚无。让这本期刊的名字表明，移交给它的就是这样一个惟一

真实的现实" ({启迪) 11: 246) 这次，他没有提到克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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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中，本雅明把众多各相迥异的概念与天使联系起

来，即在上面重印的文本中他所呼吁的天使。在 1927 年 11 月

18 日写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即我刚刚从欧洲回到耶路

撒冷不久，他非常兴奋地谈到我给天使写的那首诗一-与我们

一起发明的"穆里大学"有关，根据当时这所大学的文献，我

在柏林有两个从事出版业的兄弟，在他的积极调停之下，他们

出版了《哲学入门~，那是题献给本雅明的，并被誉为"穆里

中央和国立大学的官方说教诗"。他说我的诗是"写给大学的

主保天使的 o 1921 年的犹太神秘教的主保天使现在变成了穆

里大学的主保天使，根据其文献记载，一位"哲学家"和一位

"犹太教神秘主义者"→一在传统意义上既不是"哲学家也

不是"犹太教神秘主义者"一-一把传统大学及其学者当做了嘲

笑对象。这位天使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陷入忧郁状态，仍然对我

们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说话。人们可以"把他放在玫瑰的枝条上

( Rosenzweigen)" ，就是说，他仍然可以在弗郎茨·罗森茨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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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犹太哲学著作中找到可以逗留的藏身之所。

保尔·克利在画中描绘的那个天使当然令人困惑一一尽管

这个令人困惑的天使与队lÌno Elergies 和其他诗歌中的天使完全

不同，在后者那里，传递信息的信使已经完全失去了犹太性。

在希伯来语中天使"一词与信使是同义的。诸如大天使或

撒旦这样的永久性天使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都被看做堕落

的天使，对本雅明来说当然没有塔木德经中的夭使在上帝面前

形成和消失那么重要，在犹太神秘经典中，天使就像"煤的火

花一样转瞬即逝"。然而，对本雅明来说，还不止如此，犹太

教传统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天使，代表这个人的隐秘自

我，而这个天使的名字却是它所代表的人所不知的。人的神性

自我(和其他造物一样)呈天使的形状，但部分也呈现其秘密

名字的形式，编织成一个垂帘，挂在上帝的王座前。当然，这

个天使也可以与相关的凡人形成对立或强烈的对抗关系，本雅

明在 "Agesila田 Santander" 中肯定了这一点。 1927 年 8 月，我

和本雅明在巴黎共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刚刚发表一部

希伯来文著作，详细记述了 13 世纪犹太神秘教的天使论和魔

鬼论，并把这些讲给了本雅明。

然而，本雅明就克利这幅画的思考也掺入了堕落前的撒旦

因素，这并非直接缘自犹太教传统，而缘自他多年来-直魂牵

梦扰的波德莱尔。本雅明在著作和笔记中常常流露出对堕落前

的撒旦之美的强烈兴趣。在最近发表的笔记中，他记载了

1928 年 1 月 15 日吸大麻的经历，在麻醉期间他体验到了那种

"撒旦感受我的笑具有了撒旦特点:但更多的是撒旦的认

知，撒旦的满足，撒旦的宁静，而不是撒旦的破坏活动。"⑩然

而，人类"无法描写的美的面孔"在 1932 年左右尚未全部发

表的"Selbstbildnisse des Träumenden" 中却呈现出"撒旦的特点

一一强作欢颜的笑脸克利画中正在变成堕落前撒旦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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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形在一两年后也不存在了，这就是他写这篇小文的时候。

但天使传达信息的主题却没有消失。其内容当然随着本雅明观

念的改变而改变。天使传达上方的消息吗?是关于其自我和其

命运的消息吗?或许是关于历史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消息吧?

当最终在《新天使》中认出了历史的天使时，本雅明似乎认识

到了这一点。下面将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更加确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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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雅明在伊比扎岛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他就像→个避难

之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处于绝望的边缘。早在三个星期前，

即 1933 年 7 月 24 日，他写信给我，说他已把生活开销降低到

"最低限度，几乎不能再低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下，他集中思

考精神问题的能力几乎达到神奇的程度。他的一个亲属向我说

起他在一封失传的信中说过的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我在生存

的边缘采撤花朵"。在那几个月里，他一直深刻反省自己的生

活。在这种反省中开始了我们所讨论的对天使的新思考一一当

时那幅画已不在身边，而只出现在想象之中。这恰好迎合了他

对自己生活的反省，一个作家、犹太人和得不到回报的情人的

生活。在这样→种绝望的环境之下，他仍然决定写出自己的体

会，尽管忧郁但却和谐、并未全然无望的一种体会，它在各种

生命冲动之间确立了一种平衡，使他瞥见了生命的力量，这在

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阻止了他的自杀，他把这个体会总

结为耐力，并为此而以元以推翻的理由赞扬自己。

下面的解释基于这篇小文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版本，但

也考虑到第一个版本中的重要变体。



本雅明从虚构开始:他出生时，父母除了给他起名瓦尔特

外，还起了另两个相当奇特的名字，这样，如果必要，他可以

将其用作笔名，而不必直接暴露他的犹太人身份，而瓦尔特·

本雅明这个名字则无疑会暴露他的身份。(在德语中本雅

明"肯定是个犹太姓。)当然，通过预见他与天使的关系一一

哪怕只在他的想象之中一一他的父母也不仅仅表达了他们的猜

测O 斯巴达国玉阿格西劳斯( Agesilaus )这个谜一般的名字和

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 Santander) 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⑩无

非是一个重要的回文构词法。本雅明对国文法的浓厚兴趣是终

生的，用回文法构词是他的最大乐趣之一。他曾在几篇文章中

用回文法署名 Anne M. Bie 而不是 Benjamin。法兰克福的本雅

明文献中有一A整页是他亲笔书写的回丈。在论悲剧的著作中，

他写道，在回文中词，音节，声音，都趾高气扬，摆脱了

传下来的每一个意义联想，而成为可以被用作寓言的东西

据此，他认为他也有巴罗克作家使用回文的倾向。

让·塞尔兹也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这→特点。"有时，他从→

个词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往往在其个别音节中发现出乎

意料的意义"。塞尔兹恰恰是在写作这篇小文的伊比扎岛上发

现这一特点的。而他关于单个词之各个音节的论述也适于构成

回文词的各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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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ilaus Santander 似乎用一个多余的 "i" 掩盖了The An

gel Satan (德语 Der Angelus Satanas) 的回文。这种天使一撒

旦 (A鸣;el-Satan) 不仅见于希伯来文圣经中，如出埃及记 20:

10 中的"米德拉西新约全书中保罗给哥林多人的第二封信

(12: 7) ，也谈到撒旦，指的是堕落的、叛逆的撒旦。

以常用名发表作品的本雅明，如他所说，没有利用这种秘

密名字;而"像犹太人对待孩子们的附加名字一样，将其当做

秘密保留了起来要等到孩子们成熟时才告诉他们。这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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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的是一个希伯来典故，犹太人的每一个男孩都必须行割礼，在

京|行割礼时起一个名字，记入宗教文献，专在犹太教堂内使用，
特|以取代日常用的合法名字。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保密的

在| 因为被同化了的犹太人没有人用这个名字，尽管在孩子满 13
明|岁时一一犹太法规定 13 岁的男孩为成年人一一人们将第一次

用这个名字叫他，以便在教堂里读希伯来圣经。在犹太人中，

"成熟"仅仅意味着他们自己巳有责任履行希伯来圣经的戒律，

而公共场所的祈祷则要求必须有十个以上的成年人参加，因

此， 13 岁的男孩也算在内了。的确，在这个庄严的时刻，父

亲至少要严肃地宣告赞美主啊，感谢他卸掉了我对这个人

的责任。"

本雅明进而把这个观念移入神秘主义中来。成熟在犹太传

统中只具有边缘的性意味，现在却与爱的觉醒联系起来了，而

这种爱的觉醒在一生中又不止一次发生，即每一次新的、真正

的爱的到来。对虔诚的人，即忠实于犹太法的人来说秘密

的名字"也许在整个一生中都不会改变，因为除了法律允许的

婚姻外，他与别的女人没有新的性交往。对比之下，对本雅明

这种自认为不虔诚的人来说，名字的变化意味着一次新的成

熟，也即新的爱的到来。..我的情况即如此"一一一一种新的、

热烈的爱昭然显示，这就是以回文形式隐藏在旧名字中的新名

字，取代了父母断然给他起的Agesilaus。与这篇小文第二版本

结尾时所说的"正像我一样"相呼应我的情况即如此"这

句话显然指他生活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

但是，甚至在旧名的新变体之中也仍然保留着魔幻性质。

把生命中的天使力量和魔鬼力量最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An

gelus Satanas，实际上，在第一个版本中，正是这个名字唤起了

生命中的这两股力量。与每一个真正秘密的魔幻名字一样，未

人教者可能不相信，因此不宜向他们披露这个名字。难怪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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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文中，本雅明没有将其公诸于世。当然，本雅明在《单向

街~ (1927)结尾时说的一段话也可以在这里起到一定作用，

即具有同样神秘色彩的关于向古人学习的句子，而且与 1933

年春写的"论模仿能力"也密切相关。在《单向街》中( .，天

文馆"一节) .他的确没有用魔幻的名字谈论生命力，而谈到

了未来，未来只属于"依靠宇宙力量生活的人换言之，在

这些人身上，宇宙的生命力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一哪怕不是

像名义上的 Agesilaus Santander 那样，而是沉洒于古代人拥有

的、本雅明仍然努力拯救以便让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那种宇宙

体验之中，这与其说是马克思精神，毋宁说是布朗基精神。@

本雅明的小文由此而转向了天使以及这个天使与他自己显

然保密的名字的关系上来。对本雅明来说，这个名字未给叫这

个名字的人带来任何财富，该文第一个版本清楚说明了这一

点。出乎意料的是，本雅明的人之人格现在具有了保尔·克利

画面上那个天使的堕落前的撒旦性质，二者间的联系是深不可

测的，魔幻般的。第一个版本毫不含糊地指明 Agesilaus San

tander就是本雅明的名字，而他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在这个名

字中发现了新名字，从他身上拿走了过去似乎完全属于他的那

种模而不舍的才能。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但在最后的版本

中，话题转向了他猛然省悟的这个新名字的画。关于这幅画所

说的一切，就与下文的关系而言，都必定指的是克利的画。

假如这幅画叫《新天使~.其专有名词-一一即本雅明认为

它应该有的名称一一就"变成有声的了那么，它同时就会

失去很多。如果在第一个版本里，本雅明的秘密名字夺走了他

保持自我的能力，完全与过去相一致的能力;那么，这个名字

的画，堕落前的天使，就失去了显现人形的能力，如最后一个

版本所说。这里，本雅明超越了旧的天使论，即一个人的天使

保存其纯粹的原型(格式塔) .据此而呈现人形。下一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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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Agesilaus Santander 这个名字的变化，即第一个版本中的

"旧名字"变成了 Angelus Satanas. 它通过改变字母而"全副盔

甲"地从旧名字中走了出来。在本雅明看来，名字自行投射于

画面之上，而不是像一般所认为的，一幅画大概受到名字的限

制。然而，这幅画并不是自称为Angelus Satanas 的，而称为

"新天使"。第二个版本清楚地说明这不是本雅明所说的真名。

天使只是在上帝的王座前唱赞歌，然后在未来得及给自己

命名之前"就瞬间消失了。本雅明房间里的那幅画并不是他命

名的，但他知道在与谁打交道。"全副盔甲"这番描述指是描

绘画中天使的方式。本雅明干扰了天使唱赞歌，或者说，他把

克利的画囚禁在房间里多年，如第二个版本所说，让它不适当

地长期脱离赞歌。

只有考虑到本雅明所说的境遇，即新名字在接近新的成熟

时便从旧名字中走出来，同时由保尔·克利把它圈在本雅明的

房间里，下面的讨论才是可理解的。本雅明从 1917 年到 1921

年的婚姻生活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受到婚外恋的影响，尽管也

克服了重重障碍。但在 1921 年春，毁灭性的危机发生了，给

他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他在柏林一见到朱拉·科恩便疯狂

地爱上了她。她是个青年艺术家，哥哥曾是本雅明青年时期的

一个朋友。从 1912 年到 1917 年间，本雅明曾与她有过→段随

便的交往，此后再未见面。他的爱没有得到回报，但多年来构

成了他谨慎生活的核心。拿到克利的国时，他正处于爱的痛苦

挣扎之中，如这两个版本的小文所示，正是通过这番痛苦挣

扎，克利的画才向他揭示了新的秘密的名字。

本雅明生于土星座，就我所知，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他只

在这里公开谈论过他的生肖。因此，这位天使，由于对生肖性

格学的了解决不亚于对《德国悲剧的起掠》的作者及其忧郁性

格的了解，就不可能不让他付出代价，因为他干扰了天使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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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工作和唱歌表演。@当天使在保尔·克利的画中呈男性形体

时，他又给他送来了女性形体，即所爱女人的凡尘外表，仿佛

要用他的描述与本雅明作对一样。当然，这不幸f在大爱情的直

接实现，而是通过"最长期、最致命的迂回这可能暗指本

雅明面对的致命困境，因为他与那个女人的关系仍然未能实

现。人们也可以对该句进行另一种解释，即迂回指从 1914 年

他遇到那位绝顶美丽的姑娘时---到 1921 年这一时期，他的

生活走了一段漫长的、致命的弯路，如 1914 年他第一次订婚

和以后的婚姻生活，现在回顾起来，至少在他眼里经历了几个

致命阶段。这种解释与有关土星座的描述相符合，即"迂回和

延者的行星只有在长期的延者之后才意识到爱。

似乎不怎么明显的是这句话的结尾部分，即以所爱之人的

形象体现的天便和女性形体相互并不认识，尽管有过最紧密的

相邻。在Angelus 出现在他生活中的同年，这个女人也几乎同

时成了他生活中的核心，尽管除了这种"相邻"之外，他们之

间并未谋面:她在柏林时， Angelus 还未到柏林一一一就是说，

他并未出现在上述提到的本雅明参观的克利画展上。后来，当

本雅明得到那幅画时，她在当时的居住地海德尔堡。 1921 年

夏末，她来到柏林，我与她相识，而那幅画仍然挂在慕尼黑的

家里。然而，描写紧邻的这句话也指这样-个事实，即在克利

的画在幕尼黑画好之前，作为雕塑家的朱拉·科思也在慕尼黑，

还有一个工作室，而本雅明从 1915 年秋到 1916 年都在那里从

事研究。

本雅明通过土星的迟滞性展现了他的耐心等待，其最缓慢

的进展和决策，如他所说，这正是他的力量所在。那位天使，

也即一位真正的 Satanas，想要通过他的女性形体和对她的爱来

毁掉本雅明-一第一个版本说"与他搭讪第二个版本则说

了实情，即"想要与他搭讪"一一但在这段爱的历史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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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第一次展示了本雅明的力量。当遇上了一个使他着了魔的

女人时，他就果断地判断(第一个版本对此保持沉默)这种爱

的实现取决于在这位女人的生活道路上的"等待直到最后，

疾病，年老，衣衫破旧，她才能就范。(第二个版本中)这句

话的总体构想可能包括了令他着魔的一些女人，可能指本雅明

的婚姻出现危机之后，在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两个女人:以朱

拉·科恩其人体现的天使的"女性形体和阿斯佳·拉西斯，

后者从 1924 年到 1930 年对本雅明的生活发生过重大影响，尤

其是从政治向革命思想的转变，但并未像对先前(部分交叉

的)那个女人那样倾注伟大的爱。他在这两个女人的生活道路

上等待着，但是，当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他仍然等待着朱拉·

科恩，他根本没想离开她。 192步一1930 年，他为了阿斯佳而与

妻子离了婚，但这次离婚的结果并不是与阿斯佳结婚或与之建

立更密切的关系。当 1933 年他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她已经回

俄国三年了，此后他再未见到她。而在这些年间，朱拉·科恩

结了婚，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住在柏林，还给本雅明做了一

个半身木雕一一战乱时丢失了一一我现在还有这个木雕的两幅

照片。他在文章中表达的期待没有实现。但本雅明有权这样描

述自己任何东西都不能削弱那个男人的耐力。"本雅明是我

所知的最有耐力的人，他思想的果断和激进与他那元限的忍耐

和缓慢开放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照。要研究本雅明，你必须首

先具有最大的耐性。只有有耐性的人才能接触他的灵魂深处。

于是，在后面的句子中，他赞扬其耐力的双翼，相似于克

利画中天使张开的双翼，即在等待的所爱之人面前，以最小限

度的努力维护自身。本雅明之所以从表述清晰的第→个版本，

即明确指所爱之人， J1J比较模糊的第二个版本，其原因可能在

于第二个版本中天使的形象比较清楚。这个版本中不仅包含着

对所爱之人的在场或面容的可能选择一-尽管他没有占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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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心永不离开，也包含着关于天使本人的判断，他在本雅明

面前保持自立，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的目光似乎永远不会空

洞，而作为他所选择的人，他决心永不离开。第二个版本从关

于耐力的一个陈述过渡到另一个陈述，更确切地指向夭使的双

翼，而天使一旦下凡，便控制了他，成为他的Angelus Satanas , 

多年来，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直到最后，都任由他的摆布。从

本雅明的忍耐向天使自身的过搜在后来的句子中也有进一步体

现。两个版本都用爪和利翅的隐喻突出了天使的撒且本性，这

可以在克利描绘的画面上找到佐证。只有撒旦，而非天使，才

拥有爪和魔爪，比如，人们普遍相信，在安息日，女巫要吻撒

旦的"爪-样的手"。

在第一个版本中，本雅明深入讨论了耐力，尽管它隐藏着

自身隐秘的尖刻，但仍没打算主动地"扑向它所看到的人

也就是所爱之人。相反，它从也把搭档囚禁在视野之内的天使

那里了解到，虽然他没有与他搭讪，但却屈服于他，并据此拖

着他，如本雅明对克利的画所作的解释-样。第一个版本由此

进入结论。第二个版本恰好与此相反，除明显不同外，还比较

详细。由于本雅明彻底转变了观点，所以，天使不再与本雅明

所拥有的或现存状态相像了，而与他在目前状态下必须分离的

一切、他不再拥有的一切相像。他不仅提到他必须与之分手的

人，而且提到对他举足轻重的物品，尤其强调了后者。作为一

个避难者，在新生活-开始，他就与亲近的人分子。在远处，

他们具有了天使的某些性质，他们毕竟不再与他在-起了。

还不止这些:他所调节的、天使所建立的恰恰是他与那些

物品之间的一种深刻的思辩关系，那是他在柏林的房间里拥有

的物品。通过进入这些物品，他使它们清晰可见，而在这些物

品的背后，本雅明看到了拥有它们的那个人。它们活生生地出

现在他的想象之中。这句话可以用本雅明于 1932 年 7 月 27 日

2咽d后础叫花移卢四掘出幽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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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遗言加以说明，那是他于一年前写的。在遗言中，他列

出了那些对他举足轻重的物品，男女朋友各有一份。于是，他

自视为送礼物者，而天使就在那些礼物中徘徊。从给予中获得

快乐是本雅明性格的主导特征，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有多

么正直。在前二年作于伊比扎岛的《柏林纪事》中，他谈到这

是他从外祖父 (Hedwig Schoenflies) 那里继承来的两个特征之

一喜欢送礼物，喜欢旅游"。天使本人一一如他现在所认为

的一一可能为那个空手而去的送礼物者所吸引，这个送礼物者

必须与身边的一切分子。

空子而去的送礼物者这句话的转机使人想起论悲剧那本书

的结尾，他引用了一位巳罗克作家对圣经·诗篇 126: 6 的篡

改我们流泪把种撒在歇耕的土地上传痛而去。"⑩本雅明然

后写道空着手，寓言离去。"忧郁的观点在事物中发现了寓

言的无限深度，但却不能走完向宗教领域的过撞，因此终将要

空手而去，以为救赎只能通过奇迹发生。对送礼物者也同样，

他空手而去，没有得到所爱之人，反而把他的大部分创造力作

为礼物送给了她，尽管在想象中，他已实现了与她的最深切交

往，这就是该文结尾所要说的。

然而，在此之前，本雅明再次沉洒于天使的形状和性质。

在栖居于消失的物品之前，天使每日都在他面前。我们已经谈

到了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其中，关于本雅明耐力的一个判

断改成了关于天使本身的→个判断。现在，天使虽然长着爪和

利翅，但他好像并不打算"扑向他所看到的人"。很难确定这

个从属句中"他.. (him; ihn) 是否由于本雅明的疏忽而被略

掉，还是由于没有这个补充词句子仍然有意义。我倾向于第一

种说法。在第一个版本中，本雅明保持在视野之内的是他所爱

之人，现在，看到具有吸引力的天使的却是本雅明本人。虽然

天便有充分的理由扑向本雅明，因为他毕竟干扰了他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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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使却没有那样做。他抓住了进入他视野的人，这个人坚定

地与他对视着。然而，在与本雅明斗了几个回合之后，他又毫

不迟疑地退却了。他这样做是因为这符合他的存在，而只在这

时才向本雅明泄露真相。他携带着他所遇到的或遇到他的人，

或许给他带来一个信息-一一克利画中天使的头并不全然是光秃

的，那上面可能会有卷发，周围是无数卷轴，那上面可能写着

给他带来的信息。

下面的句子揭示了天使的本质。第一个版本说他将拖着搭

档逃入一个未来，他就是从那里来的。他熟悉那里因为他出生

在那里，因此，除了始终面对的那个人之外，他不会在那里看

到什么新东西。他是被从未来推出来的，现在又要回到未来。

卡尔·克劳斯在"弥留之际"中借上帝之口吟唱的诗句就是这

个意思你仍在源头，摞头就是目标。"本雅明非常熟悉这首

诗，并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节，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

的，而那篇文章与我们现在所论的文章又有紧密的联系。

当然，最后-个版本在谈论"进入他所来的未来"时比较

谨慎。他也来自未来吗?这里没有直接说明，但下文似乎暗示

了这-点。如果不是，他怎么这么熟悉这条路呢?元需左顾

右盼，领着他所选择的人"一一即本雅明本人一一消失在视

野之外"。归家的民也暗示了这一点，那恰恰是进入未来的路。

在他的掌握之下，他拖着人类搭档一起行进，使他成了天使想

让他成为的→个参与者:幸福，尽管在这方面他也许像本雅明

本人-样失败.他的生活中没有幸福，除非是这里所定义的幸

福，其辩证性质符合本雅明的深切意图。

天使与幸福的联系最初出自我的一首诗，是描写克利的这

幅画的。诗中，天使顺从地说:

我愿意插翅飞离，

目~51d后 dω伽电9卢咽~却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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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心赞同回归;

即便时光永驻，

我仍好运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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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当然，我在诗中所说的那种幸福指的是他使命的完成，对此他

几乎不抱任何希望。而对本雅明来说，如天使所愿，这种幸福

具有全新的意义。令人惊奇的是，它说的是"独一无二之人的

极乐寓于冲突之中， [‘仅有过的一次， ]新，尚未经历过‘再

次'、再次拥有的、已然之物的极乐。"

这一表述中的悖论是显见的c 与常见的"一劳永逸"的公

式相反，幸福是以"仅有过的一次"和"再次"之间的冲突为

基础的。在这个句子中，独一无二的仅有过的一次恰恰

不是人们所经历过的，即法语中的"已然时间 (le temps 

v岳cu) 的现在，而是全新的，尚未经历过的。与此相对的是

"再次指的是可以重复的东西，已经经历过的东西的重复。

跳出了这个普通公式之后，本雅明描写了辩证学家忧郁的快

乐。这也可能对应于天使要进入尚未经历过的、新的未来的道

路，所期待的幸福只能在回归的路上实现，这将再次走上已经

走过的道路。而只能在回归的路上实现的新则包括把一个新人

带回到他的起源。在第一个版本中，这种新的表述似乎更加勉

强。它不是携带一个新人归家的那种新，而只是对他所来自的

未来的希望。在最后的版本中，归家之路不再是向乌托邦未来

的逃离，乌托邦在这里已经消失了。

幸福的这些局限性的确说明天使的问题，但也表明瓦尔

特·本雅明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幸福。与这些局限性相反的是

最后一句话谜一样的表述，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句话的

受述者是天使还是所爱之人?当第一次看到天使，克利的画像

自己天使的启示一样影响着他的时候，本雅明是否与后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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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作为起掘的未来?或者，他对所爱之人说话，把她放在

了与天使相同的位置上了?他似乎要说:当我第一次真正地，

即友爱地看到你时，我就带着你回到了我所来的地方。我认为

对这句话的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那句"正像我一样，我一看

到你"引出了结尾句.在我看来显然与"我的情况即如此"所

引出的讨论相同。

我的解释是:正像我一一瓦尔特·本雅明-一一-样，秘密

名字的改变是在"新的成熟"的瞬间揭示出来的，那是爱的觉

醒;所以，由于第一次几乎没有真正看到你，我便与你一起回

到我所来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带着你，所爱之人，走上了从

起源到未来的路，或走上了进入这个起源本身的路，这样，我

感到和你在一起了。正如天使带着新人-同走上归家之路一

样，当你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时，我也带着你同行，走上回归起

掘的路。那么，这个他所来的起摞究竟包括什么呢?文中未予

交代。就天使所向往的幸福来说，这是他希望与她在-起的、

尽管没有实现的幸福未来吗?是超越性爱的另一种起源吗?我

不敢对这两种可能性做出裁决。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第一次

看见你"这句话的转机都不可能指本雅明与朱拉·科恩的第一

次相遇，他毕竟不是在 1921 年第一次见到她的，而 1921 年正

是天使显现之时，正是他自己在恋爱中与天使一起改造之时。

在我看来，这个语境也不是指阿佳斯·拉西斯，本雅明在 1924

年才见到她。

根据这篇小文，本雅明在遇到天使时经历了自身的参悟。

他在 1归8 年写的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 (1929 年初发表于

《文学世界})谈到这种参悟的性质，其表述的含混可能是最新

近的读者所未捕捉到的。他谈到了神秘体验和幻影:

对神秘的、超现实的、幻影般的天才和现象进行

a三 tWω伽电F产咽~ ，)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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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仓| 的严肃思考无不以一种辩证的交织为前提，这种辩证

剧 的交织永远不会适合浪漫的心态。 我们探讨神秘
特| 只不过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发现神秘。……比
在| 如，关于心灵感应现象的最热烈探讨教给人关于阅读
明一个重要的心灵感应程序)的知识，还不到外行的

启示性阅读教给人关于心灵感应现象的知识的一半。

或者说:关于大麻麻醉的最热烈探讨教给人关于思考

(一种突出的麻醉状态)的知识，还不到外行的启示

性思考教给人关于大麻麻醉的知识的一半。读者，思

考的人，等待的人，闲逛的人，与吸鸦片者，梦者，

醉者，得到完全相同的启示。且不必说那最可怕的毒

品-一我们自身一一我们在孤独中吸用。

读者和其他的外行启示，于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启示一-如果能

深入到生活底层的话，本雅明从中捕捉到瞬间的神秘体验，神

秘事件仍然潜藏其中。阅读对他来说是一个神秘事件，尽管哲

学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外行启示"也依然是启示，而

不是别的什么。读者，思想家，或闲逛者，都具有所谓神秘体

验所包含的→切，而不必一开始就强行进入那种体验。而在对

这种体验进行的唯物主义思考中，虽然神秘的或玄秘的因素消

失，但那种体验仍在(日常体验)。在本雅明想象的幻影中，

《新天使》成了他的天使的画，也成了他的自我的神秘现实。

五

上面已经说明本雅明于 1933 年如何对《新天使》进行了



深刻的个人化解读。但在 1931 年，他己接触到理解克利画的

一个视角。除了上述对天便的个人化神秘理解外，还要先说说

一种历史的理解。这里，在论卡尔·克劳斯的名文中，天使仍

然处于一个突出位置。在本雅明的全部著述中，马克思主义的

思维方式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与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

式并驾齐驱。在由此而感发的关于卡尔·克劳斯的社会作用的

思考中，本雅明最后再次谈到《新天使}，并在它身上再次看

到了卡尔·克劳斯的使命:

人们一定追随建筑师阿道夫·鲁斯而与"装饰"

的巨龙搏斗，接受了谢尔巴特故事中充斥的外星生物

讲的星际语，或已经看到了克利的《新天使}，他宁

愿通过从人类索取而解放人类，也不愿通过给予而使

人类幸福，从而理解通过破坏来证实自身的一个人

类。

如此看来，天使使命中潜藏着的解放是与幸福相对立

的一-这似乎是远离革命的幸福前景的一种解放。因此，按照

卡尔·克劳斯最严格的解释，正义的人性是破坏性的。卡尔·克

劳斯内心的魔鬼已经被天使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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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征服者不是纯洁，不是牺牲:但在本原和

破坏相遇的地方，他的统治结束了。他的统治者就站

在他面前，不是一个新人，而是由孩童和食人魔成长

起来的一个生物;一个非人的生物，一个新天使。也

许，根据《塔木德}，他是在无数寄主中每一瞬间都

被重新创造的那些生物之一。他们一旦在上帝面前抬

高了嗓门，便即刻停止，消失在虚空中。哀悼，责

场~卢~ tJe.例，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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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还是欢庆?这都没有关系一一一克劳斯罢花一现的

作品就是对这种即刻消失的声音的模仿。天使一一就

是传达那些旧版画的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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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在本雅明敢于把自己与天使的对峙写成书面文字之前，他

本人几乎与天使一样无望，坐在伊比扎岛上，不得不与作为其

组成部分的一切分子，这时，他已经认识到了卡尔·克劳斯的

"完美本性如果用旧的灵智学大师的话说，卡尔·克劳斯以

天使的形体出现(如"Ag臼ila田 san恤der" 中的夭使一样，是

一个非人的天使)。他站在语言的-边，向语言的破坏者新闻

界实行报复，但他仍然是塔木德传奇中的天使之一。这个天使

是否在上帝面前唱赞美歌，欢庆之歌，这已无从确定，因为他

宁愿哀悼或咒骂语言的破坏者，这是他隐藏的撒旦性质的真实

写照;而且，在希伯来语中，撒旦有"诅咒者"的意思。但

是，如《新天使》的声明所示，真正的现实是罢花→现的，因

此，卡尔·克劳斯的作品模仿了天使那即刻消失的声音，这仍

然是犹太教的观点。

对本雅明来说，天使的最终形式产生于 1931 年的文章和

1933 年的自画素描之间，即产生于它们表达的两种观点之间

的新关联。 1归0 年初，当他从集中营里出来时，与摆脱了希

特勒德国的所有避难者一样，他在战争爆发后被拘留了→阵

子，在此期间，他写出"论历史概念"的那些论纲，彻底从希

特勒一斯大林之流的冲击中苏醒过来。作为对他们的回击，他

把这些论纲读给患难之交索玛·摩根斯坦。他们充分讨论了社

会民主，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形而上学的证明，特

别强调指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更多地源于神学一一这是当

时的"马克思主义"读者所不能接受的。如他们的著述所充分

证明的，这些人以为他们和马克思一样，完全有能力在摆脱神



学的情况下从事历史研究，因此，他们在阐释本雅明时必然要

删除相关段落。像尤根·哈贝马斯这样心胸开阔的读者完全有

理由把我们这里所论的论纲说成是"对犹太精神的最感人的证

明。"对处于生命尽头的本雅明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一

个"牵线木偶

赛。而历史唯物主义如我们所知，在今天已经干泪，必须

隐藏起来。"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并未被完全隐藏起来，在这

些论纲中，它常常只作为空洞的术语出现。

把我在 1921 年写的那首诗中的那几行文字作为引子，我

们且来读一读本雅明的第 9 条论纲:

克利有一幅画叫《新天使》。画面表明一个天使

正要离开他所凝神审视的东西。他目光凝铸，嘴大张

着，双翅展开。这一定是历史的天使的样子。他的面

孔已转向过去。在我们看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

到的是一次灾难，不断地把被破坏的废墟堆积起来，

抛在他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重整河

山。但一场风暴从天堂袭来，卡住了他的翅膀，再也

不能合拢起来。这场暴风雨不可抗拒地把他推向他所

抛弃的未来，而他面前的那堆废墟则拔地而起。这暴

风雨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瓦
尔
特
·
本
雅
明
和
他
的
天
使

在此，本雅明的个人天使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使他回归

"我所来的地方在对克利的画的新阐释中变成了历史的天

使。他凝视过去，从那里移动脚步，或将要移动脚步;他要抛

弃未来，但天堂之风却又把他吹向未来。这股天堂之风吹入他

的翅膀，不让他合拢和逗留。于是，他就像信使一样走在暴风

雨的前面，在平凡的语言中，人们称之为进步。他宣布他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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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但他的面孔却朝向过去。关于天使使命这句话的转机几

乎逐字逐句地引用了他写作时摆在面前的旧文本。。在 Agesilaus

Santander 中矗立着瓦尔特·本雅明其人，天使在拖着他，或紧

跟其后，走向他曾经被推人的未来;而现在矗立的是作为普遍

本质的人，是历史过程的承载者。以前似乎是等待着爱的耐

性，现在是要把他吹入未来的天堂之风，尽管他并未完全转过

他的脸来。

句子中耐性与暴风雨的对仗是惊人的。而从耐性到暴风雨

的转向更加说明了本雅明观念的改变。此外，天堂既是人的起

源和原初的过去，又是救赎后未来的乌托邦图景。这→历史过

程的观念是循环的而不是辩证的。"本原即目标"一一-甚至在

此时，克劳斯的这句名言也依然是第 14 条论纲的座右铭。甚

至在前一个速写中，天使就屈服，就"不断地"或"坚定地"

向未来退却。何以不断地呢?理由只能在论纲中寻找。在论纲

中，暴风雨阻止他逗留，迫使他继续前行。天使这个新形象中

最感人最令人忧郁的地方是他走进了未来，而且是他根本未

看、将来也不会再看的一个未来，作为历史的天使，他只需完

成其单独的使命。

这个天使不再唱什么赞美歌了。实际上，他能否完成夭使

的使命，还是大可怀疑的。这涉及到本雅明在这条论纲中与过

去的关系。在人类观察家一一应该说历史的非辩证哲学家一一

看来是历史和过去的东西，在天使眼中是大灾难，它的恶性爆

发不断地堆积废墟，并把废墟抛在天使的脚下。他明白他的任

务:他真的愿意"唤醒死者，重整河山。"在这个句子中，本

雅明熟知的两个主题合二为一:一个来自基督教巴罗克艺术，

另一个来自犹太教神秘主义。这个主题在《德国悲剧的起源》

中已经论述过:对巳罗克寓言作家来说，历史不是永恒生命得

以成型的一个过程，而是"不断腐朽的一个过程"。想要"重

d后~伽ψ2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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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河山"的天使重又谈起了论悲剧的著作经常谈起的巴罗克艺

术的分化，这与对历史的过去投以忧郁的凝视有关。腐朽的过

程变成了一次大灾难，把过去置于天便面前，不过仅仅是一堆

废墟。同时，本雅明把犹太神秘哲学的 tikkun 概念也包括进

来，即犹太人的复国精神，它要恢复事物的本来状态，当然也

要恢复历史，它们都是通过"打破容器"而破碎和朽烂的。当

然，对卢里亚@的喀巴拉教来说，唤醒死者，修复残垣断壁，

并不是天使的任务，而是弥赛亚的任务。任何历史的东西，只

要未得拯救，本质上就都是破碎的。

然而，如本雅明在这里所看到的，历史的天使未能完成任

务，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弥赛亚来完成。如最后一条论纲所说，

弥赛亚能够穿过历史时间中已经完成的每一秒钟的"狭窄之

门本雅明在阐述犹太人与时间和未来的关系时也谈到这一

点。那么，是什么使天便没有完成使命呢?恰恰是来自天堂的

暴风雨，它不允许他逗留;还有未得拯救的过去自身，它作为

一堆废墟在他面前拔地而起。他能够克服这堆废墟，或走得如

此之远以至于与它一起构成乌托邦或得救的整体，关于这一

点，本雅明未予任何说明。正是"进步"使救赎的恢复任务变

得更加危险和难以解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神学

语言，在于弥赛亚;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中，则有向"历

史的开放领域"的辩证跳跃，有本雅明视为"向过去的虎跃"

的革命，第 14 条论纲如是说。

那么，历史的天使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忧郁人物，他毁于

历史的内在性，因为只能通过跳跃才能克服这种内在性，但这

种跳跃并不能以"永恒形象"拯救历史的过去，而只能从历史

连续中跳入"当下的时间不管这个时间是革命的还是救赎

的。在此，能否说一-如我想要说的一一这是-种忧郁的、实

际是绝望的历史观，这仍然是有争议的。历史可能通过救赎或

四@场 ~ω彻移卢咽~J6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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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突然爆裂成碎片，这个愿望中仍然含有进入超验界的因素，

这是论纲所否定的，但却是它们通过唯物主义的表述而暗示的

神秘内核。当然，与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道，本雅明在

最后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描写的天使只留下了一种技术终结

的讽刺关系，而这种技术终结指的却是其反面，即一个更坚强、

缺少神秘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这并不是本雅明所愿意担当的。

本雅明按照犹太教的历史观划分了弥赛亚的功能:肯定完

不成任务的天使，肯定完成任务的弥赛亚。如果考虑到这里所

讨论的他在这 10 年中的著述，那么，在这种划分中，天使本身就

字面意义上说是"跨功能的"。但在本雅明对这个概念的使用

上，天使依然是→个"辩证形象"。这个概念在他的著述中最先

出现时仍然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后来对这个概念

的阐释当然也适于对克利的天使的阐释辩证形象一闪即逝

.…在可知的当下闪现的形象。"在这个形象中对已然事物的

拯救完成了"一一而且只能在这个形象中完成。来自天堂的信

使不能完成使命，他的现实被来自天堂的暴风雨骤然分成两半。

我的解释是:现实是由乌托邦所决定的历史和动力分裂的，而不

是由生产方式。历史的天使的确对它所代表的历史不抱任何希

望，所能希望的只不过是..Agesilaus Santander" 中变成天使的东

西，他所希望的新只能是回归路上的新，因为在这条回归的路上

他遇到了-个新人，瓦尔特·本雅明其人，便携他一道走了。

瓦尔特·本雅明的天才全都集中在这个天使身上。在后者

发放的欢乐之光中，本雅明的生活运行着自身的轨道，其中有

"小规模的胜利也有"大规模的失败， 1932 年 7 月 26 日，

在给我的-封信中，他表达了这种深切的忧郁，第二天，他企

图自杀，但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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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Z. von Manteuffel , Neue Z曲仇er Zeiuo堪， Decemher 13 , 1970. in the 

supplementμteraJ;ur wu1 必mst ， p. 53. 

( DeuJsche Zeitu唔-Christ and W楠，Septemher lO， 1971 , p. 11. 

③瓦尔特·本雅明<书信集}，第 659 页。值得注意的是他于 1935

年 5 月写给阿尔弗列德·科恩的一封类似的信，谈到"有益的再造过程，

其中，大量原创的、直接的、形而上学的[关于巴黎拱廊的]思想组织

起来，堆积在一起，更加适于表现存在的状态。"

(Dietrich Böhler , Neue Rund比如u ， 78 (1967): (x始.

⑤见Scholem ， On lews and ludnism in CrisÌ5， 国ns. Werner Dannhau配r

(New York: Schocken , 1976) , 172-97。

("Doctrine of the Sinúlar，"住缸国. Knut Tarno附，ki ， New German Critique 

17 (Spring 1979): 65一制.

⑦本雅明先用"行驶.. (F，矶时，然后又改成"逃离.. (Flucht) ，并在

该词下面又写了一遍"逃离"。

"蓝色骑士派"成

③本雅明先写了"天使的双翼然后划掉了。

⑨克和~ (Paul 阳时， 187'步-1归的:瑞士画家，

员。一一译注。

@该文是为 M. 韦纳的《犹太神秘教的抒情诗} (Vienna and Lei阿，

1920) 所写的书评，发表在 Buher 主编的 Der lude 6 (Autumn 1921): 5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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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关于赞美歌，详见ω一-610

@Hugo Ball在 1919 年 3 月 3 日拜访本雅明后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这

本小书的〔刀时tω der Zeit ( Lucerne: Vita Nova , 1归7) ， 243): "带有魔

鬼插图的-本论魔术的犹太神秘教著作。魔鬼为了掩盖他们的邪恶而故

意让人们看到一些平凡的东西。丰满圆脸的少女拖着长裙进入撕踢的身

体。火域的后代，肥胖愚钝之人的后代……朦肿魁梧的平庸之辈，为了

误导而突出出来。"

261 d二td;;ω够比电F卢咽~M惚i



rJ&得eJ

@Walter Beniamin , über H.ω而sch ， Novellis邸ches ， 如此胁 ， MaJer也lien ，

ed. Tillman Rexroth; intn对uction by Hennarm Schweppenhäuer ( Frankfurt a. 

M.: S吐rrkamp ， 1972) , sentence 69. 

⑩熟悉本雅明这篇小文的一个青年学者曾在我的一次讲座上指出，

本雅明可能有感于卡尔·马克思《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

话而用这个名字的。那段话讲述了阿格西劳斯国王的一个著名逸事;参

见马恩全集第八卷(柏林， 1蜘) ，第 175 和 623 页。但这一猜测是不能

接受的，因为本雅明只在 1938 年 6 月去 Sk，例如strand 最后一次拜访布莱

希特时才读到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如果不与布莱希特接触的话，他几乎

没读什么马克思著作)。这在本雅明读过的书单上可以见出，书单的主

要部分都保存下来了，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被列为 1649 号。 1933 年

前，本雅明只读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即 1归8 年读过的《法国的阶级斗

!/feø;;.倒似<<!&去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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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号码是 1074。

⑩布朗基(Luois Auguste , 18臼→1881) ，社会主义革命者，献身于激

进主义的传奇式殉道者。一一译注。

@人们几乎可以把本雅明与天使的关系冒昧地与创世记 32: 27 中雅

各与天使斗争的犹太教传统并列起来。这里，塔木德与米德拉西传统也

没有清楚地说明雅各在黎明时分与之摔跤的天使是光明天使，还是

句mael，即撤旦的名字，或是犹太教传统的 h蛇ifer。据圣经文本那个

人"与雅各摔交，到天亮时对雅各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而根据

一个版本的犹太教传奇，他是这样说的我是夭使，自从被创造到现

在，我还没有机会[在上帝面前]唱赞美歌，现在机会来了。"正如本

雅明的天使让他忍受痛苦，因为他把这个天使囚禁在房间里而没有机会

唱赞美歌一样，圣经故事中的天使也同样，由于雅各耽误了他唱赞美

歌，所以就把他的大腿窝扭了。米德拉西圣经清楚地表明雅各的天使是

那些"新天使"之一，他们不断地翻新;他们的任务只限于唱赞美歌。

本雅明与天使的相遇把他自己的名字Agesilaus sar阳der 改成了新的秘密

名字:雅各也同样，据圣经故事，在与天使摔交时，雅各改了名，从此



以后叫以色列。在犹太教传奇中，当雅各问他名字时，天使不告诉他自

己的名字我不知道我将改用何名"一一如新天使不愿意告诉本雅明

真名-样。

⑩原文为流泪撤种的，必欢呼收割。"一一译注。

。即Agesilaus Santander 0 -一译注。

⑩卢里亚(I咀ac ben Solomon. 1534-1572). 犹太教喀巴拉派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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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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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不入"瓦尔特·本雅明

《历史哲学论纲》申辩证的文化概念

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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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夏埃尔·勒维

把瓦尔特·本雅明看做是一位文化历史学家合理吗?事实

上，他明确地拒斥"文化史认为它是非辩证的、物化的、

拜物教的和历史决定论的产物。他甚至反对文化具有一个与社

会和政治状况相分离的个体历史的观念。①然而，我们从 1940

年的《历史哲学论纲》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力的、攻击传统观念

的片段，它们表达了另一种辩证的(因而是唯物主义的)文化

概念。这些片段在第 7 节中得以概括。在关注本雅明的这些非

正统的、破坏性的文化观念的间时，我们时刻都不应该忘记它

们是与他总的历史概念和对受压迫阶级所承担的政治任务密不

可分的;因为这些观点并非完全旨在创立一种新的美学理论，

其目的更在于提高革命意识。

在《论纲》的备注中，本雅明用寥寥数语归纳出了他的反

历史主义的总的指导方针破坏的时刻:拆除总体历史，消

除叙事成分，不移情于胜利者。历史必须被格格不入地书写。

文化史本身被排除在外:它必须被纳入阶级斗争史。"②第 7 节

是对这一纲领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但是《论纲》中有

几处关于历史主义的评论也涉及到文化问题。我在这里不做冗

长的评注，而是试着用→些"辩证的意象"作为理解本雅明主



张的阐释工具。

历史主义的信徒们……移情于……胜利者。

「
格
格
不
入
」

一一一第 7 节

当然，这里的"胜利者"所指的并非是普通战役或战争的

胜利者，而是阶级之战的胜利者，是统治阶级这一方。从起义

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思到罗莎·卢森堡的斯巴达克团、从罗马帝

国到第二帝国，统治阶级在与被压迫者的斗争中"从未失败

过" (第 6 节)。③文化历史主义移情 (Ei础血lung) 于统治阶级。

它把历史看做是一系列光辉的文化成就，每一个成就都建立在

过去所有成就即"文化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它颂扬过去和现

在主子的文化。它把当今的统治者赞颂为以往文化合法的"继

承人"。换句话说，正如那些给胜利者的头上加桂冠的人一样，

它自己便加入了这样的"行列，在这个行列中当今的统治者从

匍匍在地者身上迈步而过第 7 节)

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得到了

启示，但同时也具有尼采的成分。在他 1869 年所写的尚未成

熟的著作《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第 12 节题记所引著作)

中，尼采嘲弄了历史主义者"对成功的赤裸裸的赞赏"、"对事

实的盲目崇拜" (ωtzedienste des Tatsächlichen) 以及在"历史

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倾向;他用一个奇特的意象把他们描述

为"以中国式的老套"向每一个现存权力点头称是。因为魔鬼

是成功与进步的主宰者，真正的美德在于反抗现实的暴行

因5~~仙we户'即汤。仰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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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rannei des Wirklichen) 和逆历史潮流而上。此外，尼采仅仅

嘲笑了"历史一美学的知识庸人( Bildungsphilister)" .他们忘

记了文化只能在生命中生长和繁荣，否则它就只不过是虚假贫

乏的"纸花"。④

在这篇 1869 年的抗议书和 1940 年本雅明呼吁格格不入地

(gegen den Strich) 书写历史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但是不同之

处亦不容忽视:尼采对历史主义和文化史的批判是在"生命"、

"青年"或个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而本雅明的批判则代表着失

败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无论如何迥异于尼采主义并

且站在那些"被罚入地狱者"一边:那些匍匍在被称为文明、

进步和"文化财富"的高贵华丽的战车车轮之下的人们。

然而，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迥异于主宰着社会民主

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带有进化论和实证论烙印的"科学社会

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碎、破除和

摧毁历史和文化连续性的老套。因此，他应该以怀疑的眼光来

看待所谓的文化财富。在他看来，文化财富正如庆功行列中胜

利者所携带的战利品，其功能是迎合、彰显和装点权势者的优

d后功彻彻杉2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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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

在巴罗克寓言中往往能发现这样的庆典，国王和皇帝踌躇

满志，时或有带着镣铐的囚徒和装满珠宝的箱子尾随其后;本

雅明把寓言定义为历史的希波克拉底的面容 (facies hippocrati

臼) .这些便是惊人的例证。例如，第 7 节所提及的庆功行列

让人们想到其他"辩证的意象其中众所周知的-个意象似

乎体现了两千年间犹太民族的命运:罗马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深

浮雕表现的是罗马军队庆功行列中作为战利品的犹太人的大烛

台。正如布莱希特在他的小说《主人尤利乌斯·皑撒的业绩》

和剧本《卢卡拉斯的审判》中所做的那样，本雅明对罗马帝制

和现代帝国主义的相似之处颇感兴趣。但是，本雅明的论点涉



及到的是自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教会以来为胜利者所持有而后

又由文艺复兴至今的资产阶级所承袭的全部文化"遗产"。在

每一种情形下，精英们都通过战争和其他野蛮手段挪用了过去

的文化并把它整和到社会和文化统治体系中去。因此，正如本

雅明在第 6 节中所警示的那样，文化和传统都变成了"统治阶

级的工具"。

没有一部文明史元，不同时又是一部野蛮史O

「
艳
艳
不
入
」

一一一第 7 节

这一原则是辩证的文化概念的关键。本雅明并没有将文化

(或文明)和野蛮看做是相互排斥的两极或者是历史发展过程

中不同的阶段(启蒙运动中的两个主题) ，而是把它们表现为

相互矛盾的统一体。他提到的存在于每部文明史中的"野蛮"

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第 7 节指的是"无名者的辛劳"。在纪

念建筑物中能够找到该野蛮最鲜明的实例;人们会想到代表着

修建金字塔的希伯莱奴隶的传统犹太人形象(来自犹太传统文

学)。还可以提到许多此类雄伟的建筑物，从罗马高架渠到大

教堂，从凡尔赛宫到拿破仑三世的歌剧院加尼埃宫。

野蛮的成分有时直接存在于建筑自身的性质中。庆祝帝制

胜利的纪念碑(例如法国的凯旋门)便是这一"内在野蛮"鲜

明的象征。本雅明对此类建筑物、它们的古罗马根源以及政治

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兴趣都记录在《拱廊计划》中，书中有好几

处提到了 1928 年由汉堡瓦尔堡图书馆出版的费迪南德·诺亚克

!267 场~移户'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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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l 的文章《胜利与凯旋门> (ω5: 15←52)。⑤在本雅明的《柏

京|林纪事》中，我们能够看到对凯旋柱仰伊削e) 可怖的描
特|述，他将顶端优雅辉煌的胜利女神雕像与底部表现(在孩子的

在|想象中)像但丁作品中被罚入地狱者般(如古斯塔夫·多雷所
明|见)正在受难的士兵场面的灰暗壁画做了对比:寒风如鞭子般

抽打在身上，被冰块围困着抛人黑暗的洞穴 (GS 4: 242)。该

意象和第 7 节开端所引布莱希特剧中语句"想一想在这响彻神

秘之声的山谷中/有着怎样的黑暗与严寒"具有惊人的相似。

其他形式的野蛮文化纪念物直接记录了阶级之战中统治者

的胜利。美因茨的文艺复兴喷泉就是→个值得注意的实例(本

稚明很可能知道) :这一美丽的杰作是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

特大主教为庆祝 1525 年王侯镇压二农民起义( "Co叩ratio rustÌ

corum prostrata") 胜利而竖立的。在文学、绘画和雕塑中要找

到类似的实例毫不费力。

本雅明的思想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高雅文化是群众用辛

劳为特权者生产出来的;如果没有无名的直接生产者(奴隶、

农民或工人)的劳动，高雅文化就不可能以其历史的形式存

在;文化商品是穷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在所有的生产方

式中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以剥削(即由统治阶级所占用的剩余劳

动)也就是"野蛮史" (即关于阶级不公正、社会和政治压迫、

不平等、大屠杀和内战的记载)为基础的。

(历史唯物主义者)把格格不入地书写历史看做是自己的

任务。

---第 7 节



"格格不入"对于文化史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是要

以犹太人、贱民、奴隶、农民、妇女以及元产阶级这些失败者

的视角"谨慎公正地"审视"文化财富"。例如，法国第二帝

国丰富的文化这一本雅明文化研究所特定的对象不得不从它的

反面来看，看做是工人在 1848 年 6 月的失败以及随后几十年

来(如《拱廊计划》所写的那样)革命工人运动(布朗基! ) 

所遭到的镇压。魏玛时期灿烂的文化不得不面对失业者、穷人

和通货膨胀受害者的境遇(如《单向街》所写的那样)。要在

阶级斗争史中整合文化需要一种批判和革命的立场，该立场要

由"受奴役的祖先"和"受压迫的世世代代"的形象来提供养

料(第 12 节)。

格格不入地书写文化史也意味着揭示货币的商品化和商品

拜物教的契机，即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官方文化中的物化。这

是本雅明的《拱廊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⑥同时还需要人们

珍视失败者的文化、被压迫者的文化传统以及被精英官方文化

所鄙视和忽视的大众文化一一例如被爱德华·福克斯所称颂的

中国无名雕塑家的古代大众艺术。在本雅明看来，比起一再强

加给社会的领袖崇拜，对无名艺术家的尊重"更能促进人类的

人道化"。⑦

「
梧
娼
不
入
」

然而，本雅明对该文化史方法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

"文化平民论者他并未把"高雅"文化的作品看做反动的而

加以拒绝，而是相信许多作品都或明或暗地敌视资本主义社

会。格格不入地书写历史也意味着重新发现隐藏在文化"遗

产" (如 E. T. A. 霍夫曼的奇异故事、弗朗茨·封·巴德尔的

神秘作品、约翰·巳霍芬论母权制的文章或尼古拉·列斯科夫的

小说)中的乌托邦的契机。里查德·沃林认为，本雅明在他最

后一批论文和《历史哲学论纲》中"不再谈论对传统资产阶级

却9场拍ω咄切/伪惚YÜ:e Ju~ 



~必mJ伊~

文化的扬弃( Aufhebung) ，这是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

品》和关于布莱希特的评论中所持的观点;这是本雅明为保存

埋藏在传统文化作品中秘密乌托邦的潜力并使人所共知而做出

的努力，本雅明把它视为唯物主义批评卓绝的任务。"③如果把

"保存"理解为辩证地与破坏性的契机相联系，那就着实是这

样:只要打碎官方文化物化的外壳，被压迫者就可能拥有乌托

a三 d主ωφd屯乡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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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内核。

但是，本雅明的兴趣首先在于要把颠覆性和批评性的文化

形式，即那些发自内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东西从被

文化统治集团不朽化、中立化、学院化和神圣化(波德莱尔)

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这就是要力争抢救文化史中的火星，不让

统治阶级将其熄灭，并且把它们从即将压倒它们的因循守旧之

中抢夺出来(第 6 节)。⑨

这并不等同于一种更广泛或更好的文化史(一种"民主"

或"大众"的文化史，正如共产党的文化政治所拥有的那样)。

本雅明的革命态度所针对的东西更为激进:一种辩证的干预，

用以破坏"文化财富"的资产阶级拜物教，揭示文化产品中隐

蔽、野蛮的方面;一种文化史连续性唯物主义的中断，以寻求

"历史中希望的火花"以及历史中与危险的当下秘密契合的契

机。

我们时代有个实例有助于阐明他的意图:发现美洲 5∞周

年 (1492-1992 年)庆典。由国家和教会发起、私人倡议的这

一系列文化庆典就是一个移情于 16 世纪胜利者的绝好例证

一一这种移情 (Einf时阳tg) 始终有益于当前的统治者。格格

不入地书写文化史需要拒绝一切与 5∞周年官方英雄的认同，

即与西班牙征服者以及将宗教、文化和文明带给"野蛮的"印

第安人的欧洲列强的认同。同时也需要把殖民主义文化的每一

座纪念碑(墨西哥大教堂、盖尔纳瓦卡的科尔特斯)都看做是



「
皑
白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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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野蛮的记录，是战争、灭绝和无情压迫的产物。这不仅需要

以失败者(被征服者镇压的种种美洲印第安文化)的视角来审

视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当前正威胁着殖民时期印第安和黑

人奴隶后代的危险出发去考虑过去的文化事件，特别是由当前

在庆功行列中取代了西班牙帝国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们所代表的

危险。没有→幅寓言画是颂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丁美洲的

胜利大游行的，但是那些在矿井中工作、给西班牙国王送去越

来越多黄金的被奴役的祖先和如今被难以置信的外债所压垮的

南美大陆的穷人之间存在着隐蔽的一致性。

往事在不同的阶级和种族社团的集体记忆中保存至今:胜

利者的传统和被压迫者的传统必然相互对立。几个世纪以来，

"官方的"发现、征服和传教史不仅已居主导地位，而且实际

上已成为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惟一的主角。 1911 年的墨西哥革

命才使这种官方历史遇到了挑战。迭戈·里韦拉在科尔特斯宫

的壁画 (1930) 以其对西班牙征服者反对崇拜偶像意义上的去

神秘化和对印第安斗士充满间情的描绘在这方面代表着拉美文

化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50 年以后，美洲大陆杰出的随笔

作家之一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以高度的综合能力在他的名著

《拉丁美洲开放的血脉~ (1981)写出了对伊比利亚半岛殖民的

控诉，他所采用的是殖民活动的受害者(印第安人、黑奴、梅

斯蒂索混血儿)及其文化的视角。

加莱亚诺在评论 5∞周年纪念时写道在从北到南的整

个美洲大陆上，主流文化只承认印第安人是研究的对象而非历

史的主体:印第安人所拥有的不过是民俗而非文化，所实行的

不过是迷信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所讲的不过是土话而非语言，

所制作的不过是手工艺而非艺术。"加莱亚诺是否熟悉《历史

哲学论纲~?无论如何，他几乎是在用本雅明的语言呼吁"歌

颂失败者而非胜利者去"拯救某些我们最为古老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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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公有社会的生活方式。因为美洲需要"在其最古老的渊源

中去发现它最青春的力量:历史所讲述的事情会让未来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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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0 月，正当西班牙、欧洲和美国忙于筹备纪念哥

伦布的功绩的时候，在玛雅文化的大本营之一危地马拉的克萨

后
应
和
持
·
本
指
明

拉胡召开了一次拉美会议，号称要纪念"印第安人、黑人和民

众 5∞年抵抗运动"。政治、文化和历史在围绕着 5∞周年纪

念的对抗中亲密地联结在了一起。然而，这应该不会让瓦尔

(曹雷雨译)

特·本雅明感到惊讶。

释:

①关于该问题，我建议读者参阅本书中欧文·沃尔法特优秀的论文

注

《打碎万花筒》。

( Walter Benjamin , " Anmerk山Jg凹，" in Gesammelte Schr，万en ， 7 vols. ,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 1972•), 1: 1240 

(hereafter GS). 除了特别说明的之外，所有译文都出自笔者。

③《历史哲学论纲》的引文都出自瓦尔特·本雅明论文的英译本选

集《启迪> UUumiru:ztions , ed. Hannah Arendt , trans. Ha町Zohn ， New York , 

1969) 。

④Niet配he ， Vom NuJzen wu1 Nachteil der Historie ρu 句s Leben (Stuttgart , 

1982) , pp. 81 , 83-84 , 96 , 102. 

⑤多处参阅了维克多·雨果论凯旋门的诗 (pp. 147-49 , 154-55) , 

以及引自阿尔塞纳·乌赛(Arséne Ho凶姐ye) 所描写的拿破仑三世"在两

千个凯旋门"(p. 199) 下进入巴黎的片段。

@See the beaut面Ù book of Susan Buck-Morss，加 Dialectic 0/ Seeir略: Wal哺



ter Benjamin 0IIf1 t，加 Am田先s Project (Cambridge , Mass. , 1989). 

( Walter Be可amin ， "Eduard Fuchs: Collector and Historian" (1936) , M四Y

German CritÛJUR 5 (sp对ng 1975): 58 

(Richanl Wolin , Walter Benjamin: An A四thetic 0/ Rede叩Ûon (New York , 

1982) , pp. 263一币4.

⑨多尔夫·厄勒(DoIf Oehler) 在两本明显受本雅明启发的著作中突

出地强调了 19 世纪文化中反资产阶级的成分 Pariser B，曲T 1, 1830-48: 

Antibourgeois A臼仇etik bei Baudela时， Daurrúer , 即u1 Heine (F rankfurt , 1979) , 

and Ein Höllenst阳 der Alten Welt: Zur Selbs份rsc，阳啄由M呻me nnch dem Ju1i 

1胆8(Fra地furt ， 1988).

「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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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⑩剧uardo Galeano , "El ti伊皿ù y nuestra tierra prometida ," in Nosotros 

decimω no (cronic，ω) (Mexico City , 1991) ,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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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的文化史批判打碎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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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沃尔法思

有些人把东西传给子孙后代，靠的是不让人碰而

得以保存它们 E 其他人把工作传下去，靠的是让它们

切实可行从而清除之。

一一瓦尔特·本雅明《破坏型性格》

..要保存文化，如果需要的话。

一一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 (臼 2: 219) 

统治者的概念始终是照出"秩序"意象的镜

子。一一万花筒必须被打碎。

一一-瓦尔特·本雅明《中央公园》

以下从本雅明 1923 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摘录的艰深的片段，

是他对自己的方法论观点所作的最初的不成熟的陈述，两年之

后他在《德国悲剧的起源》的"认识论一批判序言"中发展了

该观点:

不存在艺术史这样的东我理所当然地认为，



西……(艺术品)根本上是非历史的。试图将艺术品

置入历史语境并不能洞察其最内在的核心……当前艺

术史研究中所出现的东西总是形式史或内容史，作品

在其中仅仅充当范例和样板:作品本身的历史从未被

设想过。没有一例是以广阔的时间性的方式与后者相

联系的……艺术品之间的根本关系始终是集中的。在

这方面，它们就像哲学体系，只要所谓的哲学"史"

要么相当于某种乏味的教义史，要么相当于某种哲学

家史或问题史 O 因此，它总是冒着与时间的维度失去

联系而转向非时间的、集中的阐释的危险O 同样地，

艺术品特有的历史性……是"艺术史"无法接近却是

能够阐释的。阐释所产生出来的是相互关系……它们

是永恒的而且并非没有历史含义。在启示的世界(即

历史)中迅速扩大成为世俗性的那些相同力量在隐蔽

中集中出现……这些观念的世界(即自然与艺术品)

打
碎
万
花
筒.. 

本
挂
明
的
文
化
史
拙
判

它们没有照入历史的白

昼;它们在其中无形地工作着……艺术品依次可定义

为自然的样板，这个自然不等待什么日子，因此也不

等待审判日(这个自然既不是历史的舞台，也不是人

类的栖居之地)。被救赎的黑夜。批评是对观念的呈

现。它们集中的无限性把观念描绘成单子……批评就

是辱没作品。①

是群星而不是启示的太阳。

实质上，本雅明关于悲悼剧的研究本身并非是对文学或文

化史的贡献，尽管它借用了不少那一类的著作。②根据以上所

提到的序言，对于任何直率的经验一历史之眼来说，任何文学

形式的"起源"都是不可见的。在该语境下，起源与历史的因

果律或有机发展 (Ursache ， Entstehung) 并不同义，而是与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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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广泛的时间之流构成了原初的断裂(Ur-sprung) 。本雅

明把这种中断想象为将经验材料卷入其观念的"游涡"。③

尽管具有准柏拉图主义，该断裂不必在人类的时间界与观

念领域之间划出一道简单的界线。夜间的艺术品始终分享着两

个领域。一方面，本质与历史据说存在于诸多不同的、无与伦

比的层面。因此，对"本质上非历史的"作品所作的"非时间

d委 d注ωφd电F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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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的阐释"是与"艺术史"不眠的幻想相对立的。因

此广泛"与"集中"、"时间的"与"非时间的"、自昼与黑

夜截然对立。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关联都被分隔为两个世

界。以上所引的段落也谈到了艺术品"特有的历史性"和"永

恒的而且并非没有历史含义"的相互关系。除了与时间和永恒

的对立，它把集中的时间性与广泛的时间性进行了对比。据说

艺术史考察的是后者;而阐释获得的是前者。在"辱没"艺术

品的时候，阐释暴露了其"观念" (抵抗融入历史之流的核心)

的基本内容。

艺术史家可能很想知道，他们要如何理解他们的学科并不

存在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声言。的确，任何一个工作中的历史

学家该如何理解本雅明对历史主体的深奥难懂、公然是形而上

学的思考呢?

几年之后，当本雅明开始成为"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时

候，他第一个接受了自己的挑战。一种复杂的、尽管不是非断

裂的连续性显示出存在于《德国悲剧的起源》的"认识论一批

判序言"中的柏拉图主义和他企图在《拱廊计划》中例示的唯

物主义历史学之间。④因此，各种不同的暂存事物可能被认为

共存于本雅明自己的作品中，其作品本身就是种种时间复杂性

的明显事例，这些复杂性与以上段落中他归于艺术品的复杂性

不无关系。

构成本雅明历史思索的常量之一在以上段落中列了出来。



本雅明声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代表了他所知的与他自己的观

念理论最确切的对应物。由于它们"集中的无限性"和无窗口

的"隐蔽性(Verschlosse出eit) ，观念及其在艺术品中的部分

实现被认为是菜布尼茨的"单子" (臼 1: 227-28)。这一主

题最终会进入本雅明真正的唯物主义史学。如今单子被表现为

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远非根本是元历史的当思考突然止于

孕育着张力的星座时，它赋予那一结构以震惊，它因此具体化

为一个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在他遭遇作为单子的历史主

体的时候，他才会接近这一主体。"③该情形从对报涡的思考转

移到对地缘政治学力场的思考:璇涡从它最有希望的历史材料

(起源现象)中重构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起源，而地缘政治学的

力场则在历史的压力下具体化为一个"辩证的意象飞尽管如

此，在两种解释之间还是获得了可辨认的相似性。在两种情况

r , --般时间的悬置或跳跃 (Spru吨)或压缩以及伴随出现的

另→个更具本原性的时间性产生了一个清晰的"单子"。在

种情形下，这种分裂开辟了非时间性的观念星座有机的"形

成"。在另-种情形下，它将历史结构浓缩为它的基本形象。

在两种情况下，时间的和本质的之间的简单对立崩溃了特

定的历史性"这一未成熟的观念在第二种情形中发展成了本质

的、集中的、全面的时间性的观念。这是本雅明要通过把历史 l 打

和元历史层面之间的对立转化为历史内在的对立(这并不要削

弱该过程中它们之间断裂的激进程度)从而使弥赛亚神学世俗

化的更大企图的一部分。将历史与前历史分开的历史内在中断

的名称会是革命。因此，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本雅明以"非时

间地"阐释"非历史的"艺术品的名义对艺术史的拒绝同样会

被解释为一种不同的、革命的艺术史。

这并不是说，容易做出这样的解释是因为有可能性。如果

"翻译者的任务"永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在本雅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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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它就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他强调将他早期的形而上学思考

改铸为唯物主义的模型的困难性并非毫无目的。单单来看该转

变中的诸多矛盾之一:任何要"把艺术品置于其历史语境之

中"的企图都在以上段落中被斥责为与真正的阐释格格不入，

而本雅明会把他的唯物主义批评的事业描述为试图把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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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人" 19 世纪 ( Br均作， 752)。然而，在后一种情形中，要将

艺术品语境化就是显示它如何槟弃了时间顺序。⑥阐释者介入、

进入了时间顺序，从而强调了作品自身独特的干预模式。通过

将作品重新插入其语境之中，本雅明"破除"了作品的时代

( {历史哲学论纲} "τb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263) 。

因此，本雅明的唯物主义阐释理论把他早期的形而上学论述称

为艺术品的"无历史"性的东西解释为作品对历史之流的历史

内在的抵抗。⑦它逆流而上，并没有把历史的材料卷入形而上

学的大搅涡之中。⑧在把艺术置于"历史的白昼"和"人类的

栖居之地"之外方面，本雅明的早期形而上学可能受到要把文

学置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太人性的范围之外的需要

的激发。但是，这也许要将太多人的和历史的领域放弃给敌

人。本雅明后来的立场可能被看做是要求为另一种"唯物主

义"的人道主义恢复那一领域。@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包含着本雅明最明确的"文化史"批判

的唯物主义论文《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我们

发现他早期的声言"不存在艺术史这样的东西"是在一个全然

历史的框架之内被论述的。"艺术史"的陪衬物不再是犹太一

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而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早期费尔巴哈

研究中一个著名的句子作为开头不存在政治史、法律史、

科学史……艺术史、宗教史"0 (cited in OWS , 351 , and GS 5: 

584) 正如学术研究的分工所反映的那样，对资产阶级脑力劳

动分工的这一批判在恩格斯后来给弗朗茨·梅林( Franz 



Mehring) 的信中得到发展. {福克斯》一文援引如下:

尤其是国家政体、法律体系和每一不同领域思想

观念的独立的历史的假象最为迷惑人。如果路德和加

尔文"战胜了"官方天主教，或者是黑格尔"战胜

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他的共和社会契约间接

"战胜了"立宪制的孟德斯坞，那么这个始终存在于

神学、哲学或政治学之内的过程代表着这些特殊思想

领域史中的一个阶段，而且甚至也未超越思想领

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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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拱廊计划》的笔记中，本雅明使这一意识形态的批判

对文化领域产生了影响恩格斯说……:‘不要忘记，同宗教

一样，法律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对这两个领域适用的更加决

定性地适用于文化。根据文化人(Kultunnenschheit) 的形象构

想一个活生生的元阶级的社会是荒谬的 (GS 5: 583) 从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可能有独立的文化史。然而，无论物

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模式可能会如何简化，本雅明都将它

看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尽管如同马克思·韦伯、尤尔根·

哈贝马斯、皮埃尔·布尔迪厄及其他人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阶

段的特征是对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领域的有效的区分，然

而这种相对的自主化反而造成了各个不同领域内存在完全独立

的自主性的幻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是由体力劳动和

脑力劳动之间社会经济分工所助长的自足的错觉;换句话说，

这是由它所忽视的下部结构造成的。本雅明的确同时注意到，

人文科学把美学、伦理学和认识论分为三个自主领域也对它们

融入一个过于广泛地被视为超越"自然"的人类进步的元差别

的"文化"概念产生了不利影响 (5:ω1)。而这不过精确表

目279d'e ~/V'aa加 M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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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r马克思对由意识形态的暗箱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幻象的基本

批判。本雅明会在他的《拱廊计划》的第二步计划中简述相应

的"幻觉效应"的理论。

如果以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为依据，就不会有艺术史和自

我产生的任何不同学科史这样的东西。"文化史"又名"观念

史"又名"意识史"会是一个视觉幻象。相应地， <拱廊计划》

并没有将自身看做是文化史，而是"破除文化史的激进尝试。"

从这一角度来看，不存在"文化史"这样的东西。遵循这一名

称的是某种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又名"破坏型性格( OWS 

157-59) 不得不清除的东西。。它不是一门要实践的学科，而

是一个要消除的幻景:不是一种严肃的史学模式，它自身值得

或者也许不值得进行历史分析。因此，如果我们要赞扬本雅明

(以护封上陈腐的语言)是"富有革新精神的文化史的倡导

者我们会完全丧失他的意图。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我们会

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新颖所产生的幻觉效应"。有意或无意地，

我们会把他的作品挪用为历史主义的幻觉效应，它会使我们从

中觉醒。这种重新挪用会是说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宽容、复苏

的迹象。

文化史的概念出现于本雅明关于主体@的不多的轻蔑论述

中，它是一个被极大削弱的黑格尔主义的概念，文化 (Kultur)

在其中作为历史的前进精神代替了精神(Geist) o@以下摘记举

例说明他所认为的"最糟糕意义上的"文化史是什么。在《中

世纪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the MiddJe Ag帽)中赫伊津赫

(H回到n伊)谈到要注意中世纪后期田园画中人们的生活。"在

该语境中，应该提到正在觉醒的对衣衫槛楼的外貌 (das Zer

lwnpte) 的兴趣。日历微型画满足地强调着谷物收割者疼痛的

膝盖，如同乞丐的破衣烂杉画-样……从此开始的这一路线经

过伦勃朗的蚀刻画和牟利罗的童丐，通向施泰因伦的街头的人

d饰。今倒似比电F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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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只有-句评价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

为什么最差这也是一个相当能说明问题的文化史实例?因

为它任意从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分离出一个主题，并且轻率地

用它来适应一条从中世纪延伸到现在的"路线很难说是一

个"观念")赫伊津赫对各个时代画中破衣烂衫的概述分享了

他所加以评论的共谋关系。通过把批评和不加批评的态度混合

在一起，它也将贫穷加以审美化。阿比·沃伯格(AbyW缸burg)

说，上帝就停留在细节之中。赫伊津赫回顾历史所持的观点，

用兰克的话来说，就是事事从中都"同样地接近上帝"。马克

思的"意识形态的暗箱"变成了一幅"宏大的全景画"。

(OWS , 54) 

在本雅明看来，历史主义与社会民主-样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资产阶级化。在指责赫伊津赫的貌似无伤大雅的言论时，他

正在疏远歪曲他自己观点的一种史学形式。赫伊津赫似乎分享

了本雅明脱离语境来引证的偏爱和他对显著的不完善的细节的

鉴赏力。但是，如果本雅明把唯物主义历史学家想象成检破烂

者，⑩这自然就是自下面来书写历史，而不是从上面来审视它。

《拱廊计划》的作者用他的捡破烂者的棍子迅速抓住了被忽视 In

的意识形态的琐碎细故，并且几乎不加任何评论地把它们展示 l 需
出来。@在从破烂中制造文化资产和从唯物主义的捡破烂者的 |E

颠倒的观点来考虑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一个不同的世界。相形|本

之下，赫伊津赫把破烂包括在他的文化概述之中证明了没有不|雅

能被缓和的物质(甚至是可能充满历史张力的历史"单子"亦|器
如此)。在本雅明看来，历史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1m
该实例对后来要把本雅明的计划用来适应文化史模型的任|最

何企图都是一个教训11 。在本雅明看来，不存在革命的文化史学 l 判

~rÆ;ω伽移卢伽加 M何其 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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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样的人。把文化史革命化只能意味着要毁灭它。相反地，

把本雅明自己的计划等同于文化史便会消除它的危险性。美国

有一名专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念史学家曾对我说，本雅

明要给予无声者以声音的梦想目前已充分实现了。他声称，屠

夫、面包师、烛架制造者都与此同时从新一代史学家那旱，得到

了他们应有的承认。惟一一个问题是，这种情形是否出现在赫

伊津赫或者是本雅明身上。本雅明的计划是否被全面彻底地研

究过，或者是所需要的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我认为，两种说

法都有证据。然而，非常清楚的是，本雅明对为了把下层阶级

包括在某个宏大的视野内而扩展史学家的领域不感兴趣。他没

有成为上帝的助于(即把右翼历史主义转换成左翼历史主义)

的野心。@

即使本雅明在《拱廊计划》的笔记中关于文化史的散论几

乎算不上是系统的控诉，他的好几段更具纲领性的陈述中也出

现了这一批判的纲要。他的简介性的《巴黎， 19 世纪的都城》

的第二版发展了他的"从 19 世纪唤醒"的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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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题是叔本华所表述过的一个幻想，那就

是为了抓住历史的本质把希罗多德与早报相比是可能

的。这是对 19 世纪历史概念所特有的迷惘感的表达。

它相当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用无限的具体化的事实来

构筑世界历史的过程。这些概念所特有的残余就是所

谓的文明史，它把所记载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其产物

的详目排列出来。存入文明宝库的财富被认为是万古

长存的。这样的概念轻视了以下事实:这些财富不仅

仅归功于它们的存在，而且也归功于社会一方长期努

力对它们所进行的传播(然而，这一方不会让它们毫

无变化)。我们的调查打算显示，作为这样一个具体



化的文明概念的结果，上世纪所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

和经济与技术革新是如何进入一个产生幻觉效应的世

界的。它们不仅通过意识形态的变换以理论的方式而

且以感觉在场的无中介性经历了这一"启迪"。它们

证明自己是产生幻觉效应之物 (GS 5: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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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生幻觉效应之物中，本雅明挑出来加以特别注意的

是:巴黎拱廊街，它们构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水族馆;万国博览

会，它们预示着新生的娱乐业;游手好闲者所体验到的集市幻

景 2 由个人和收集者所施行的内部仪式 E 豪斯曼所拥护的文明

白身的产生幻觉效应之物 (72-74) 。因修建林荫大道而开辟

出来的长条形通道在由文化和文明史学家从进步之路上向两边

张望(即投向也s Zerlumpte) 时所开辟的通道中找到了对应

物。。本雅明写道在巴黎的豪斯曼化过程中，产生幻觉效应

之物变成了石头"0 (74) 因此，产生幻觉效应之物就不仅仅是

意识形态话语的错误意识。它在空间、对象和实际中被具体

化。因此，通过把它限制在某个脱离现实的观念领域中而使其

"内在化"本身就是一种产生幻觉效应的活动。尽管意识形态

的暗箱的确是隐秘的，但它却包括了梦想中的整体。

幻觉效应这个词出现在《德国悲剧的起源》将近结尾处

(白哈切， 232)。它也出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章，在此

它指的是由商品生产所产生的错误的商品生产意识。作为以异

化劳动(其中，生产者必然会误解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物与物之间

的关系而存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则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

样被体验着。因此，物化与拜物教和泛灵论联合起来，这些明

显相反的事物中的每一个都是他者的对立面。这一著名的分析

在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最初→部分有其文学对应物:路易·

d.二$;倒似化电~~汤æ Jß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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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Louis Aragon) 在他的《巴黎的乡巴佬} (Paysan de 

Paris )中所描述的在歌剧院的过道上以鬼魅般的、超现实主义

的方式活灵活现的橱窗展。

本雅明所说的是，流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进步观念都

是如此之多的额外的崇拜物，它们最终都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换句话说. 20 世纪将要唤醒的 19 世纪的历史概念并非是

产生幻觉效应的世界的解毒剂，而是它的另一个症状。它把历

史看做是无限多的具体化事实，因此看做是→种处于非常静态

的永恒运动。《历史哲学论纲》会谈到历史主义试图用来填充

"空洞、同质的时间"的"大量资料( Illuminatio邸. 262) 本

雅明把这样的历史概念称作是令人眩晕的，因为它在两个对立

的幻觉效应(即无限进步的幻觉效应和无限重复的幻觉效应)

之间拉锯，这二者交会于资产阶级的格言"万变不离其宗"

(P1us ça change. plus c'est 1a meme chose)。⑩在这种令人入迷的线

性进步的时间性中，每一个瞬间都会消除最后一个瞬间。用波

德莱尔的话来说，这种原是元聊 (Ennui) 的对立面的时间性

"能够一个哈欠将世界吞下"。在这个意义上，进步就是它所斗

争的颓废;在本雅明看来，它那令人眩晕的真理就包含在尼采

和布朗基对"无限重复"的地狱般的洞见中 (GS 5: 75-77) 。

他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写道人类的历史性进步与人类穿

越同质、空洞的时间的进程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对于进步

概念的任何批评都必须以对于这样一种进程的概念的批判为基

础( Illuminatio邸. 261)。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

中所论证的，正是为了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利益，时间应该

最终被看做是理性化之网。时间被化为以抽象的方式计算的相

同的单元后，又被重新赋予目的论并被称为进步，与此同时只

作为标志性的时间而留存。马克斯·韦伯写道，过去的诸神又

以非人格化的面目回来了。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化的时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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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认为是克罗诺斯 (Chronos) 的回归，也就是吃掉其孩子的

萨杜恩 (Satum) c 

这也不是现代神话的惟一实例。本雅明从巴黎简介中引了

一一段马克西姆·迪康 (Maxime du Camp) 的话作为开端，迪康

把历史比作杰纳斯(Janus): 一张面孔朝着现在，另一张面孔

转向过去，而且每-张面孔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GS 5: 

60)0 在这个语境中，本雅明自己启用了另一个神话形象ο 他

写道现代性的面孔以古老的一瞥压垮了我们。这就是希腊

人眼中美杜莎( Medusa) 的凝视" (72)υ 这就像是杰纳斯的一

张面孔将美杜莎的凝视投向另一张面孔，因此把所谓进步的永

恒运动凝固成了原始风景。永久重复并非全部真理，尽管它掩

盖了进步的进程。当"历史天使"回头看着世界历史不断上升

的碎片时( IlluminatÙJ时， 257-58) ，他所看到的景象与布朗基

和尼采的"永恒回归"并不十分相同。后者是前者的神话翻

版。按照先验图式的说法，进步的学说是一个逃避现实的白日

梦;永恒回归的幻象是→个认识自身的噩梦，但只能从内部认

识，而天使完全从噩梦中醒来后却不能摆脱噩梦。

这就是作为幻觉放应的 19 世纪的历史观念。在本雅明的

眼中，文化不过是→件崇拜物(像商品拜物教-样，游、于抽象

的行为)。文化史学家通常同时从使文化成为可能的难以名状

的苦役中和从使文化得以传给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机器中来进行

抽象。⑩这些抽象行为累棋的结果就是我们显然称作文化、(伟

大的)传统、经典的抽象概念。为了使读者疏离这些异化的、

拜物的概念，本雅明求助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历史哲学

论纲》第 9 节(一个保罗·克利的水彩画《新天使》的中介)

就是打算使我们疏离"我们称为进步的东西"。第 7 节对于被

尊为神圣的、光环围绕的文化概念起着相似的作用:

1285 场均倒向电9/l'咽必彩幽暗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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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任何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的人都会加

入庆祝胜利的行列，现今的统治者在行列中从匍旬在

地者身上踏过。按照传统惯例，战利品要随队列展

示。这些战利品被叫做文化财富，而一位历史唯物主

义者却以谨慎超然的态度来看待它们。因为经他审视

的文化财富的渊源无一例外地使他骇然思之。它们的

áe cÆJω伽移2届

论
瓦
尔
特
·
本
雅
明

存在不仅归功于创造它们的伟人和天才的努力，也有

赖于他们同时代无名者的辛劳。没有一部文化史册无

不同时又是一部野蛮史。正如这样一部史册不能免除

野蛮一样，史册从一个拥有者手里传到另一个拥有者

手里的方式同样也沾染着野蛮的气息。因此，历史唯

物主义者尽可能地使自己远离这样的史册。他认为，

以格格不入的方式梳理历史正是他的任务。 (RlU1时，

natio邸， 256-57)

一个貌似无害和无辜的概念原来却具有欺骗性和进攻性。

我们所称为"进步"的东西是一场世界史的龙卷风;而我们称

为"文化"的东西却是在我们深情地唤做"历史"的胜利行列

中展示的战利品。这些有效的隐喻几乎把历史化解为胜利者与

被征服者之间摩尼教般的对抗，而文化在其中扮演的是后者从

前者那里所窃取的不义之财的角色。然而，我们不应该就想当

然地认为高尚的野蛮人的神话如今在某种被压迫者的马克思主

义的幻觉效应中找到了对应物。历史唯物主义者效仿布莱希特

的"赤裸裸的思考"在此所面对的简单事实是，使文化成为可

能的那些人总是被排除在文化之外。@这其中之罪便在于矛盾o

因此，本雅明拒绝把无阶级的社会等同于文化人类( Kultur

menschheit，文化统一的人类)。然而，他指责拜物教的文化概

念并不是要把文化本身单单作为幻觉效应而摸弃。我们看到，



他所展示的是文化与野蛮之间无法化解的对立，其中任何一方

都不能瓦解为另一方。

在论爱德华·福克斯的文章中，本雅明提出了是否远远不

值得接受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文化史的确不能够满足唯物主义的

需求问题。因为，如果像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不同的学科都

仰赖于一个自足的幻象，那么对文化史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并不

能适当地矫正学术劳动分工的问题便出现了。

对如今枝除了外在自足性的各门学科的研究难道

没有必要纳入作为人类迄今所保存的文化史学科之下

吗?实质上，任何提出此类问题者都仅仅是在用一种

更成问题的统一体代替包含在精神史( Geistes

geschichte. 文学和艺术史、法律和宗教史)中的许多

成问题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者明白，文化史呈现

其材料的程度不过是由错误的意识所造成的幻象。@

打
碎
万
花
筒
.
本
挂
明
的
文
化
史
批
判

…没有一部文化史不同时又是一部残暴史。也没有

一部文化史( Kulturgeschichte) 曾经公正地对待过这

一基本事实，而且几乎没有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文化概念对历史唯

物主义来说是成问题的，正如它令人不可思议地分裂

为人类所拥有的商品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不认为过去

的作用已经结束。它看不到任何时代或时代的任何部

分像一件物体一样轻易地交由它来处理。作为作品本

质的文化观念拥有某种拜物教性质的东西，而这些作

品如果不是独立于产生它们的生产过程，那就是独立

于它们继续存在的过程O 文化是以物化的面目出现

的。文化史不过是由从未被真正地即在政治上经验过

的古董遗留在人类意识中的残余。此外，我们不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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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一篇以文化史为基础的叙

事能够避免这一成问题的……以实用的历史事实

(团storie) 为基础来书写文化史当然几乎没有什么意

义。而一部辩证的文化史甚至更没有意义，因为历史

的连续性一旦被辩证法炸碎就会散布在不会比人们称

为文化的那部分更大的区域里。

总之，文化史只是好像表现了深刻的洞见。.

因为它缺乏保证真正辩证思想与经验的破坏性成分。

它可能会加重堆积在人类脊背上的财富包袱。但是为

了把这些财富弄到手，它没有给予人类摆脱它们的力

量 (OWS ， 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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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所谓的文化和文化史的批判和可能的破坏再次突出

了本雅明计划中的政治激进主义。它以解放马克思式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为名而起作用。这种对立成为《机械复

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等论文以及《拱

廊计划》的最后说明的理论构架。《拱廊计划》的最后说明重

申该对立如下 "19 世纪不能以新的社会秩序来回应新技术的

可能性。这就是这些幻觉效应核心中的旧与新的欺骗性的幻景

具有最新式之物的原因。由这些幻觉效应所支配的世界用波德

莱尔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性" (ω5: 7命一77)。换句话说，要消

除 19 世纪的幻觉效应需要一场政治革命。万花筒早就应该被

打碎。诚然，如今革命的观念本身逐步被看傲是遗留下来的垂

死的幻景。然而，要掩盖本雅明思想中激进的政治之维就是要

把它降级为文化史的幻觉效应。因此，难道我们得出的渺茫的

结论是:如今的任务便是幻觉效应之间的协商?

在以上援引的段落中，本雅明考虑(并且拒绝)了这样一

个命题，那就是文化史可以宣称已经超越了现存的学术劳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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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没有一个这样的跨学科的事业能够

"克服"这些分工。如果文化史本身早已完全成问题以致于在

某种意义上都不存在了( ..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事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没有什么新的、改进的样极还能行。只消举一

例，辩证唯物主义的样板仅仅会把批评的因素纳入现存的模

式。在本雅明的眼中，这样的包容在本质上最终是政治性的，

而且他随处都可以找到证据。新酒随处都在被灌进旧瓶里，这

是因为新的生产力产生不了新的生产关系。无论对革命的预见

有多么的荒谬，这当然始终都是一个十足的眼前的危险。人们

会很容易想象本雅明的文化史批判被纳入了一个文化史的新标

准，这一标准会因此设想出另一种旧与新的欺骗性幻景。但是

为何要如此想象?难道这不是总在我们身边发生吗?

"打碎"万花筒就是要"摧毁"历史的连续性。并不总是

要用"野蛮的力量有时候还要"小心谨慎"。从本雅明早期

所写的《暴力批判》到最后的《历史哲学论纲}，这一复杂而

原始的冲动始终存在着。如今，我们毫无提问地需要以本雅明

所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文化遗产"时所具有的超然态

度来考虑他那些一触即发的隐喻。否则它们就会成为或始终是

我们的崇拜物或过攘的对象。乔治·奥威尔 (G咽rge 臼响的针

对书呆子气的知识分子对暴力的迷恋用尖刻的言辞进行了讽

刺。是否有必要补充说仍然还有工作在等着"破坏型性格"去

做?@的确，正如利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等人首先认

识到的，我们这些现代学者都是靠传播一种敌对的文化来过活

的，这种文化把布莱克、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本雅明都包括在

它的反经典中。然而，这种学术上的反文化几乎不能擦伤强势

文化，就更不用说打碎它了，而且它首先要有助于恢复连续

性。更为糟糕的是，它通常都是倾向于连续性的，因此同时把

罪恶与有害的信仰i昆合在了-起。如果有可能在理论上或实践

.289 8三a1;;ωφ化移/伊四汤Ce~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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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打碎万花筒的话，我们可以脱离这种文化自己去完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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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 Walter Be叼amin ， B.π讲， ed. Gershom Sholem and 币leodor W. Adomo 

(Fra地缸rt ， 1叨8). P. 322. 

洼

( Carl Schmitt , Politica1 Theowgy (Munich , Leip吨， 1但2) ，尽管该书具

有交叉学科的性质，但显然是一部"观念史"。

( Walter B叫amin ， The α屯in 01 Gemum T，..喀ic Drama , trans. John Os-

bome (London , 1977) , p. 45 (hereafter 侃gin) . 

④关于作为起源 (Urspru吨)和元现象(Urphänomen) 的拱廊，参见

Walter Benjamin , Gesammelte sc加拚en ， 7 vols. ,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

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 1972-) , 5: 577 (hereafter GS) 。

( Walter Benjamin , ..四皑皑 on the Phil恼。phy of Hist呵，" in nlumùUúions , 

ed. Hannah Arendt , tr四18. Harη Zohn (New York , 196的， pp. 262-63. 

(.. (艺术品)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分裂了。"有一种我们熟悉的说

法生动地切中了要害划时代.. (fai陀 date) 并不是消极地在时序之流

中意外地发生，而是催促时机。 (Henri F ocillon , cited in GS 1: 122争-30. ) 

⑦"对‘永恒的真理'的决定性的拒绝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不仅仅

如马克思所言是知识的时间功能。它与知者与被知者内部的时间之核

(Zeitkem) 密切相关。这样一来，永恒更近乎于衣服的饰边而非观念"。

(GS 5: 578) 这里，本雅明同时在两个阵线上起作用，同时反对柏拉图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③对历史主义隐含的批判可以追溯到本雅明早期的论文;参见 GS

2: 75 and 133-34. ..认识论一批判序言"明确指责文化与文学史的"调

和"是一种狂热的"幻象它以"移情"的名义将一切事物与自身同



化 (α写切， 53-54) 。因此，历史主义者不言而喻地被认为是后来的寓

言家，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他以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世界。因

此，他那把一切置入其历史语境的声言恰恰产生了相反的结果。

( Walter Benjanùn ， αE 酌y Stn回t 田dαher Essay宫，国ns. E. Jephcott 

(London , 1979; he陀after OWS). 

( Cìted in OWS , 350 , and GS 5: 585-86. Le忧er reproduced in Marx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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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s , Sekcted Corresporu1ence (Moscow , 1964) , pp. 541-42. 

。因此，通过把"拱廊工作" (P，他锦ge阳heiÜ 更名为"拱廊作品"

(Pas吨;enwerk) 而使之接近于文化史的一隅是编辑的误导。

@在《拱廊计划》的注释中，本雅明给自己写道应该弄清楚文

化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在不同的时代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该术语

符合什么样的需求。结果可能会是，只要它指的是‘文化商品'的总

合，它就具有最近的根源;它当然不是(中世纪早期)神职人员对古典

文化遗产发动毁灭战争时的用语"0 ( GS 5: 584) 同时参见引自恩斯特·

伯恩海姆(Emst Bemheim) 的话，大意是:文化史是孔德史学的产物，

孔德的史学忽视政治史并且把文化史抬高到了惟一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课

题的地步 (GS 5:ω1)。

。埃里希·奥尔巴赫声称通过"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已经书写了一

部西方意识的"内部历史这是一个著名的适例。 see Erich Auerbach , 

"阳101，吨;y and Weltliteratur ," Cerûennia1 Re时即 1 (l货型的: 5一-6.

⑩民e my "Et cetera? The Historian as 0间(fonnier ," New Ge171lLll! Crit句时，

2d special i随时 on Walter Benjanùn , 39 (falI 1986): 142-68. 

@See Benjanùn's portrait of Si咄ied Kracauer 田 such a ragpicker in GS 3: 

219-25. 

@But 酣 Heinz-Dieter Kittsteiner' s chalIe咱鸣 "Walter B叫血的Histori

cism," New Germnn CritÜJue 39 (1986) , pp. 179-一215.

。人们很容易想到如今以诸如《文化史中的新视角> (New Perspec

tiæs in CuJtural HI臼ωη) 这样的名目出版的书籍。本雅明对豪斯曼改建巴

1291 场均ω伽电'J/伪伽伽 M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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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的简短描述与尼采(他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相比是对现代视角

时尚完全不同的建构。在本雅明的眼中，广阔的全景代表着来自上方的

威严专横、至高无上的视角，人们打算用它来消除一切阻力。豪斯曼建

造大道意在摧毁街垒。它实际上也赶走了游手好闲者，同时鼓励了一种

更高级的闲荡，即尼采所谓的"知识花园中被宠坏了的游手好闲者"

(cited in muminntW邸，却)如果本雅明想打碎万花筒，那是因为他把知

识和意识都看做是伪装成游手好闲者之花园的战略要地。

⑩在本雅明看来，这是一切时尚的法则。但这也是强调历史主义历

史观的思想倾向。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高级与低级文化、历史学与文化

工业都会被相同的势力所控制。

⑩在"接受美学"把自己要么局限于文本所投向的"隐含的读者"

要么仅仅局限于受众社会学的情况下，它也趋向于从文化得以生产、再

生产和传播的物质条件中来抽象，因此在本雅明文化史批判的范围之

d磊功ω仰ψ去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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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第 7 节和雅克·朗西埃 (Jacqu创

Rancière) 的《劳动之夜》之间应该展开一场对话。在把夜间从事写作的

那些劳动者"解救"出来的过程中，朗西埃证明了生产文化的脑力劳动

者和使文化成为可能的体力劳动者之间简单的对立在历史记载中并不恰

当。进一步的对话应该同米哈伊尔·巴赫金(阳灿ail Bakhtin) 的作品一

起展开，他的作品论证了高雅文学受惠于通俗的资源。

@这里指的是阿尔弗雷德·韦伯(Al企ed Weber) 在 1912 年德国社会

学大会上的开幕辞，他在开幕辞中宣称只有当生活超乎其必需品和

有用品之上时，文化才能出现。"本雅明评论说这种文化概念包含着

已经发芽的残暴的种子。"他随后引用了韦伯对文化和艺术品的比较并

指出 25 年以后"有教养的阶层"会达到与艺术品相像的顶点。该论点在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后记中得到发展，其中法西斯主义被描

述为审美化的政治 (mumin础。ns ， 241-42)。存在于文化和残暴之间对

立中的新的、法西斯主义的阶段对本雅明的文化史批判具有特殊的毒



性。正如他在《文学史与文学学》中所表明的，德国纯理论美学的非政

治的大话(例如，创造性、移请作用、再创造、共同经历、幻象、艺术

享受)在某些情况下会充当内战中致命的炮弹(臼， 3: 2届一肝)。

@See my "No民Man's-问时:伽 WalterB叫町的‘ Destruct即 C胆r假如，

," Diac均阳(Jur陀 1978): 47一才55.

@或者说万花筒这个隐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它所指的陷阱?关

于这种从柏拉图的山洞到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的黑屋子的光学的形

打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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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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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参见 sarah Ko缸1811，巾mera obscuro de l'idéologie (Paris ,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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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法西斯统治的帮凶:本

雅明对法西斯主义症候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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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法西斯主义生成和发展期间所进行的经验和理论反

思得到了比若干年前更多的关注，已进入了形成专题理论的阶

段。这些反思在针眨时弊、关注实践中的定位与反抗方面胜于

所有的多少带有客观主义要求的系统化理论尝试。它们在"时

时戒备"和"前沿生存"的条件下获得了启迪学意义上的敏锐

性，本雅明在 1930 年左右还把这两项条件作为"真正的无产

者"能够区别于他的左倾激进间仁的严格标准①。几年后的强

制流亡将这个标准相对化了，对身体的危害也成为强加在不断

无产化的知识分子身上的经验。尽管这样，值得注意的是:法

西斯在文化上的野心要求它去笼络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代表，

甚至将其文化理解也进行政治化，所以它在挑衅资产阶级文化

遗产时也颇谨慎。对文化遗产花样繁多的篡改割窃曾只被归咎

于法西斯的野蛮，而没有在文化传承或者本身的渊源上找原

因。只有少数左派知识分子看到了控告资产阶级文化的必要

性，因为它作为教育传统和对意识形态的辩护在起作用。他们

洞察到，这里原告同时也是被告，它难辞其咎，必须梳理自己

在其中的牵连。本雅明就是做这种反思的知识分子之→。

本雅明称自己为"文艺斗争的战略家他所针对的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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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主义现象。②他揭露了法西斯政治和控制民众的现实形式，

指出一些知识分子不情愿或无意识地充当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

供货商，而他们却自以为是在"维护文化例行"文化工

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以生产的方式通过-种传媒与法西

斯展开斗争，这样的方式使"战略家"脱离了底层，被置于→

个曲高和寡的媒介当中，本雅明描述了这种传播关系中的麻木

不仁和人云亦云。有批判力的大众传播的生产结构已经分崩离

析，流亡的组织形式也无法给资产阶级传媒重新定型，使之在

政治上具有可操作性。创作由此更加受制于特殊的强制、顾忌

和匮乏，这些条件加重了文人们的孤立和对物质的依赖;缩小

了其影响范围;使他们越来越困于生计，于是就转向惟一可介

入的，他们深信法西斯无法查封的东西:历史③。

本雅明指出了这种依赖的窘迫，然而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他不得不参与到无法自主的生产流程中去。有的人撰写反法西

斯的历史，通过对反法西斯历史进行新的梳理和拨乱反正来挽

救和保存文化传统;本雅明也要证实文化遗产，却要在政治的

筹码游戏中，在被操纵的群众运动中的美学表象生产中，在非

功能的技术中，证实存在着文化遗产。

本雅明坚持认为:唯美主义、颓废派及其表现原则是法西

斯文化概念和实施政治审美化的源泉，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之

一。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本雅明并不要求对法西斯主义的物质

历史原因进行分析，而是追问它在所置身的文化传统中的现象

形式，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不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本雅

明倒是对感觉形式和大众行为的物化感兴趣，这种物化被他称

为"审美化这尤为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的精英特性及文学生

产状况中。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生活审美化"的范例在广义

上是本雅明 30 年代整个作品的主旨。他认为:资本主义晚期

文学、哲学和生活实践中的唯美主义倾向已经给法西斯主义做

坦白u;.ø;;ωφ仰户相喝彩幽仰



好了铺垫。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预设，法西斯的宣传策

略就不会运用得那般十拿九稳，最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该预设

就已经被同化为普遍的意识水平了 c

资产阶级各阶层与法西斯主义充满矛盾纠缠;他们反对法

西斯时在智力上的力不从心;他们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运动

与自己的阶级背景牵强附会，并且由此产生了在法西斯面前的

无能一一尽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一一但绝对不是理想的与法西

斯对抗的方式。所有这些问题使得政治上的自我启蒙成为流放

时的首要任务，这种自我启蒙应该说也是愿望意义上的在法西

斯灭亡后积极准备投入的状态飞警觉的无产化了的文人将前

线贯穿到各个阶级，而该前线恰恰让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代表

去面对强敌，他们无法理解对手，有的只是无助感。那些始终

不愿意相信事实的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公民教育表面的同质

性在统治的伎俩和虚弱的人性道德律令面前一一破碎。鉴于以

上原因，加之与对抗的工人政党难以沟通，从半右倾到左派的

资产阶级作家都呼吁进行"文化救赎他们将该使命理解成:

为了"文化遗产"和为了人道主义的目标进行的"持之以恒"

的战斗，并且不断磨跚自己的文学武器，将遗产从法西斯手中

夺回来。本雅明和研究所的其他核心成员对此显得有所保留，

他们甚至采取否定的态度⑤。他们要采取双重战略:→方面激

烈抨击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将其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锻造

成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武器。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批判要从对资产

阶级知识界的自我批评开始;作为理论的推进，将资产阶级文

化那些受排斥的要素锻造成武器，而在超验价值无法继续起到

稳定政治关系并将其合法化的社会中，这些要素必须在非对抗

的社会中得到扬弃。

那些反法西斯的文化捍卫者忽略了一点:他们试图拯救的

文化传统可能恰恰与"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无恐惧忧虑的法

vm:l!必~d。但共a二~æ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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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拥有同一个源头。"⑤后者也属于它的不曾被质疑的特权结

构。处于一个特殊的阶层，其生产过程又通过流放受到了额外

的限制，不得不将抽象的教育内容作为工作内容，这些内容既

有从"历史认识主体" (GSI , 7∞)中获得的，又有从技术的

生产资料那里波取的，这样的情况限制了好为人师的态度，同

样质疑了"向无产阶级说明其处境"⑦的能力。本雅明在 1930

年-篇关于克拉考尔的文章中提到过就连知识分子的无产

化也从未曾使知识分子真正的变为无产阶级" (GSIll, 225) 。

作为原因，本雅明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个非物质的生产手

段-一"教育特权

者资产阶级有了团结一致性。与此相对的"背叛"也可能仅仅

是提供一种局外人的角度而已，其实反倒起到"建设性"的、

确认的作用，做到了"本阶级的政治化"。这就要求将文化和

知识分子生存表面的无产化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使得政治确

保统治的实际权力获得了合法性和更大的范围。

本雅明根据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暴力形式得出了它的不公正

性，这种形式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程度有关，与它的资本主义|文
化

形式化(Fonnalisierung) 和由这种矛盾而引发出的政治稳定性

有关。一个简单的唯能论的帝国主义危机模式帮助他得出 个

法西斯暴力实施的必然性的结构关系。这种危机模式的主要特

征是将不断的工业生产能力转化成社会外部的破坏性的消费形

式⑧。它的宣传形式和社会心理特征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传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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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雅明眼中，生产力民众和技术在历史中互相联系，他

们之间必须相互"组织使对方身上能促进文明的力量得到

开发。资本主义工业要求技术具有再生产的特征，并且片面强

调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导致劳动力社会性的瓦解过程。这

样一来，传统意义上通过社会分工或者竞争而造成的不稳定的

社会群体，在机械化的运动形式中转化成为可随意分割的、单

质化的集合，成为"大众"。他们身上不仅仅打上了工业劳作

的刻板重复的烙印，同时与机器抽象的功能性所进行的物化交

往也导致了这样一种特性:即要听从潜在技术的指令，生产也

定位于再生产的特征。因此，工业劳动的"附庸" (马克思)

即便不在工作当中，也会在业余时间与融入游戏的技术接触，

有机会"将技术融为自己的器官"飞首先是在"多重技术适

应能力" (polytechnische Anpassur耶他igkeit)⑩和诸如"人类感知

器官的功能转换" (Um缸nktionieru吨 des men配hlichen Apperzep

tionsapparates )。得到强化的意义上，要求政治诉求空间的民众

可以通过运用技术工具来发展自己的交流形式。"社会的基本

力量"依赖于同时适用于他们的技术标准，该技术标准自然也

要符合相应的科学水平。而这种发展事实上却受到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产品私有制的阻碍:资本家为开发商品市场

将技术开发只限制在提高生产力上，却抑制了技术社会性发展

的可能。工人相应地也被降格为出于经济目的而投入的要素，

所承担的不过是高技术的使用功能。在这种抽象的分配中，生

产力超越了传统需求的水准:即为了相应扩大了的系统再生产

而消费。

本雅明将自己的视线投向了这种抽象化的社会后果，即大

众与技术之间的异化关系。从经济政治学的角度上说，帝国主

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在道德上大众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了体

验行动(Erlebnishandeln) 的特征。因为技术多以一种神秘的、

d后~伽电F2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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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般的主体角色出现的，这种主体本身往返于极限绩效

( ExtreIIÙeistung) 之间，也相应地要求使用者达到这种极限绩

效。大众如何以英雄似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形成体验(使

重复的再生产变得独一无二) ，这时他们似乎就会回到自身:

"在盛大的节日游行中，在化装集会中，在体育赛事或者战争

的群众活动当中，今天所有的这些活动都能通过音像设备呈现

在感官面前由于电影媒体的再生产性能满足大众自我生产

的愿望。"大众可以亲眼目睹自己" (GSI , 506) 。在技术层面

上这符合一个形式化的消费机制，这个机制呈现不断片面膨胀

的潜能，去滋生更多的生产和商品，这种潜能可以确保统治阶

级的特权。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强有力的危机处理

办法:战争、大肆地在传媒中进行备战，通过技术来惨透民众

的凝聚力(劳动纲领、公共生活的仪式化)，这些作为独特的

手段都-一在系统的意义上-一促使了带有系统跳跃危险性的

生产力可以进行毫无损失的危机转移。由于无法从体验的角度

给予这种过程以社会的或者是政治经济的阐释，而只可能以审

美的方式体验。然而审美过程中的内容是相当随意的，并且可

以被投射到神秘象征或者领袖形象上;而这种被宣称无效的意

识恰恰需要这样的认同感和合法性证明，由于官具有行动的强

制性但又无法令人透彻了解，从而具有了仪式和崇拜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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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在宣传文化理念的外衣下用推行暴力来确保统|去
治安全。最晚从 1934 年开始，纳粹就宣称推行的是文化强国

战略，并系统地将大众传媒为己所用。在"统一与实力"的党

的
帮
凶

后~伽够产物加邮仰剧



Jß得税}-

代会上，希特勒做了一个文化政治的演讲，宣布要对全体德国

人民进行文化再教育。同年，一位批评家在《柏林股市日报》

上，就戈特弗里德·本刚刚发表的散文集《艺术与权力》写了

一篇书评，称该书描写了如何"努力超越虚无主义而这种

超越要建立在"形式的伦理"@和"艺术与权力奇异统一"的

基础上历史证明两者总是同时发展，也因为这种共时性而

得以显现。"历史上"通过在政治领域获取权力(……)似乎

可以转移到艺术类型中去，并且使艺术愿意并渴望通过宏大的

对象检验自己形式上的力度。形式是统治和臣服的原则

(……)"。尽管艺术"自恃清高，曲高和寡但是"它拥有法

则，并且存在于法则中， (……)表现，即一个种族内在特征

的显现( ...... )材料要归顺意志，意志赋予材料形式，

(……)它所依据的等级和方式与治国没有什么两样。无论艺

术家或者政治家都要实现相同的人类学态度。人们必须要铭记

这种事实才能够理解，在过去的几年中，西方历史中为什么出

现了从艺术到权力的发展方向，一改过去从权力到艺术的轨

迹:从施戴凡·格奥尔格到希特勒，从马雷奈提到墨索里尼;

从传教士的"我受命带着火与钢铁，以使你们坚强"的严谨形

式到第三帝国( ...... )。当然艺术并没有创建一个国家，它离

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要想超越自己蜕变成别的东西也非易

事，但是它却在自己的领域里首先实现了那个拥抱命运的英雄

主义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创造一个全新的国家(……) : 

它由种族的生物遗传获得坚毅与纪律，创造与风格，从一昧的

单-形式状态中突破出来，以对抗现代民主缺乏塑造力、只会

无病呻吟的平庸。

这样，审美的意识形态部分就具备了充满命运感的英雄气

节，法西斯主义将审美作为赋予形式的功能用于"人民材料"

的塑造上 E 依照目前的描述，法西斯的全套艺术理论实际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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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r审美特征。本雅明认为通过历史的重构可以说明，法西斯

的意识形态在多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颓废派和唯美主义，以及

为什么它们的先锋恰好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走极端的艺术家

中出现" (GSlII, 487) 。

本稚明正确地估测到文化概念的形成(……)属于法

西斯主义的早期阶段不可原谅的是德国的革命批评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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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以前没有及时给予戈特弗里德·本或阿·布洛内 (Amolt

Bronnen) 的理论以必要的重视" (GSlII, 485) 。⑩本雅明自己也

难辞其咎，他 1930 年发表的容格尔文集的评论《德国法西斯

主义理论》才标志了他的一个转折。在那里他指出了颓废派、

为艺术而艺术和"原始日尔曼人的神秘命运"是将战争神圣化

的源泉，同时他还影射了斯宾格勒和克拉格斯⑩。 1934 年他又

提到了巳莱斯 (B缸τ如归的浪漫的虚无主义， 1936 年在针对莫

尼埃反对纪德的争论中本雅明还指出了王尔德的不朽概念

(GSlII, 487)。他提到这个观点在法国没有被过分借题发挥，

然而却在意大利被邓南遮 (D'Ann山1Zio) 和马雷奈提所演绎。

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在阐述以上各个关联谈及德国时小心翼

翼地将格奥尔格 (GSlII， 392严和"古典主义的形象"补充上

去，并承认形象在古典主义中有"统治要求" (GSlII, 258) , 

尽管卢卡契在 1934 年发表了《尼采作为法西斯美学的先驱~，@

而本雅明也一定了解该文章，但是他却拒绝将尼采纳入这个范

围。⑩

不管出现得如何零散，以英雄主义美学的方式对抗世界历

场 dω白电P产物喝彩幽何其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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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虚无的模式已经存在于晚期资产阶级文化的极端和没落形式

当中，或在可以被归到颓废派和唯美主义的概念下的资产阶级

实践的典型形式中。法西斯主义的连贯性首先体现在:虚无主

义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而美学则被证明是它的形式

化的特权。要想确保这种特权，必须解决虚无主义的问题，因

此与其内容相符，只能用暴力才能获取。艺术家比脚踏实地的

小市民阶层更敏感地体会到自己与事元补;这种暴力是以一种

内倾的方式出现的，它或者被升华成艺术使命，或者被阐释为

a三td;;倒似化电F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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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实践的战略。

唯美主义倾向在资本主义晚期呈现了多种多样的矛盾形

式;但是它们在一点上却是统一的:即感知和意志追求趋向于

成为自我体验。"审美教育"的理想主义的纲领通过艺术的自

治⑩而实现，而唯美主义形式因为具有虚无主义的基本态度，

从而将自己从"审美教育"的纲领中分离出来。这种虚无主义

的态度通过将社会内容，尤其是将自然概念、形式(教育)要

求进行神秘化、私人化而得到补偿。精神和感官感受转向可以

确定形式的(以及通过形式得到确定的)自身，这种方式使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现实生活的缺失被风格化成生活和艺术的

时尚，因为美学的自我形式不仅仅可以决定对象的选择，而且

可以将潜在着所有的对象关系叠加起来。从范型上来看，艺术

家在避世的态度和世纪末 (Fin de siècle) 的状态体验到这些。

这时，经济社会体系的强制性实现形式被体验成自然强制力，

形式美学转化成一种严格自律;形式美学除了进行艺术生产之

外，在生活态度上建立了稳定的秩序，起到对抗虚无主义经验

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它继承了宗教价值观的遗产。

文化作为美丽表象的渊蜜被与物质生活过程区分开来，其

中一个民族的文化产品被当做传家宝一样盘点得一清二楚，于

是物化了的文化将整个的艺术特征集于一身。@纯粹形式具有



了自治权，它的劲敌是自然材料;形式通过审美消灭自然素

材，无论它是可延展的物质、语言材料或是所谓的人的兽性。

这种形式前提在席勒的美学唯心主义那里还具有社会先锋作

用，在反思意识当中，社会进程的虚无主义越明显，形式要求

就会越发精英化、越发难以琢磨。同时有一个与之相反的倾

向:在文化批评中出现的意识形态普遍化，文化批评只是抽象

地涉及西方"精神"的发展误区，这会慢慢过夜为政治原理;

就好像艺术通过纯粹形式扬弃虚无主义一样，国家作为保存形

式的权力机构必须挽救文化，使之不至于葬身于文明带来的后

果，同时还要给跃跃欲试的"野蛮" (泯灭个性的大众化、心

灵匮乏、机械化)设定边界。尽管如此，社会实践中对形式的

规定会像谎言一样被识破。这种尴尬境地的解决办法在于美学

理想主义的双重和矛盾的迂回中:一方面通过人类学的决议

( "生存所必需的谎言")抬高社会的形式要求，另一方面回归

到一个新的可接受的自然关系，它的表现原则可以着重对抗形

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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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当然不想与上文所引的戈特弗里德·本评论中

提到的"空洞而单薄的形式主义"有任何瓜葛。因此衍生出这

样的问题，即法西斯理论家如何解释得了形式和元首原则在精

神上优于"大众的原始材料" (戈培尔语)。对此问题的答案在

于如何表现像戈特弗里德·本一样的艺术家"获得的关于可能

存在新的仪式性的认识"，@同时民众在这种新的仪式中得到重

视。表现的概念原本是与唯美主义二元论形式原则相悖的，纳

303 áe tWω彻电乡卢切加 M仍具



拟|放 d阳州åJßfi/'IZa伽仰-ðJ-

论|粹将两者拷贝下来，拼凑到一起:人们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个堪

京| 当先例的标准，尽管它在道德上毫无责任能力。我要提出一个
特| 论点:通过形式消除审美材料与为了使个体依附于形而上的实

在|体保障(在此被依附于"种族的遗传生物特征")而进行的
明 I ..永远通过形式存在"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而纳粹文化概念

的基础就在于将两者揉合在一起。该文化概念在社会心理层面

上具有极权主义泛滥的典型症状O

"形式"在费希特和席勒的唯心主义美学中具有二元性，

由于它作为规定性不是代表存在的总和，而是代表一种美的统

治要求。形式对于"材料/内容"的作用最初被理解成社会的

事先和解，后来却渐渐生成带有使美丽的表象自治化倾向的规

训。席勒所说的"形式可以消除材料"主要指"游戏"中对材

料的扬弃;而在唯美主义那里这却成了目的本身，该目的摞于

(似乎只能通过美学意义)自我实现的困境。实际上，审美表

象粘附在整个资产阶级的生活形式中，而这一点只被艺术家们

认可。作为社会交往准则，审美教育所形成的表象具有开化社

会交往形式的有效性，②其效力是通过个人主义的经济原则和

对自然基础(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剥削的强制于段而建立起来

的。自然的主体一方(人们大约会想到表现主义)理所应当地

通过一一表现一一来抗议这些强制手段。"表现"在传统的相

面术和修辞学中关乎整个客观整体:一个不可分的个体或者通

过个体进入"现象"的物质整体。这样的整体在生命哲学那里

被看成形而上的生命基础:外界现实的全部现象被理解成本质

性的内在、无限生命之流和生命力的外在表现或者象征，它们

可以描述经历。照此说来一-为了阐述的明晰，我举一个当代

文学史中的例子一一对于恩斯特·容格尔和一批他在 1930 年出

版的文集中(本雅明为该作品写了评论y2J介绍的参战的人来

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现实无异于生命之流的勃勃迸发，



它因为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技术发展)才形成了技术装备战的

可怖形象。前线战士英雄般地经历着战争(或事后附会的)

"纪念碑样的雄伟，这是一种"表现他们通过这种表现

作为个体有了命运的归宿感。换言之，一战对于他们来说成为

"一个无条件的现实"以及"融为一体而又无法转变的存

在，，@将生命形而上地理解为战争的"表现"和"象征"。由

实际的战争技术装备战特征体验到的意义匮乏被用"英雄主义

态度"和虚无主义的鲁莽来加工，这是内在进行的强制性客体

化，它与战争的客观暴力融为一体，为形而上的抽象的生命臆

想出-种安全性。这种立场看似客观，实际上是更彻头彻尾的

唯心主观主义，它使得自我实现最终转变成自我出卖。

被归并到表现原则的形式法则和对抗人类的审美化了的形

式意志是社会对个体潜移默化的统治要求。只要美学将"形式

纯洁"的理念与表现原则结合起来，其中艺术的自我表现被圃

于永恒形式的存在空间，那么形式意志同时也就成为个体的自

我毁灭。这种英雄式的虚无主义的主观主义并未被恰当地了

解，也很少被洞察成社会强制，而更多的是被戴上忘我的追求

终极真实的面具(容格尔的"英雄现实主义")。为艺术而艺术

伍'art pour l' a川虽然作为个人寻求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坚持

反抗规范的干预，但是就社会的广度而言，要想做到这一点还

要通过贵族美德的集体主义才行。在表现主义那里我们可以看

到雏形。 文
(匕

形式与协俐的普遍对抗和表现意志时对峙在理|:
解美学疑难中起了重要的角色，而法西斯主义却出乎意料地

"解决"了该疑难。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概念将形式和表现结合

起来，将统治作为文化要求置于同样抽象和真实的自然基础

(艺术的材料、民族性、种族)之上，从而把统治在"形式"

和"表现"中升格为存在(艺术品、国家)的决定因素。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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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神话实体符合赋予形式的暴力，因为暴力想驾驭内容并

表达出内容。民众通过屈从于(某个)形式一一即元首原则来

表现自己(表现其作为最终本质的种族实体)。感受或反思这

种表达时所获得的印象反过来又成为民众赋予自身的形式，这

样人们就可以有严格的形式法则作为形而上的保障，从而克服

物质的匮乏(定额配给) .战胜内在弱点"。这样公众的集体

行为就和审美主体的个人行为具有了类似的反思性。大众不是

由此达到自我理解、表达和最终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在自我

a二 dω仰移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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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

进一步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现一一印象机制，它使得形式原

则发挥作用，使大众采取形式的表现，并赋予他们内在的抽象

的经历强度一种外在作用的纪念碑般的壮丽。这里可以联系到

克拉格斯的想法，他把其中的关联在人类表现学的框架里做出

了堪称最精确的阐释。克拉格斯认为人的生命表达形式最初不

是独立于社会行为的，而是交织在人的全体生命实现中。人并

不是将预先设计的抽象的目的置于作品中，而是考虑将自己在

影像中客体化。克拉格斯的文化批评指出了这样的趋势:理性

的目的性的行为被肢解了:表现的需求被降低到审美和情感领

域(或者可以说手稿)的自留地。由于表现活动只纯粹在它产

生的印象反馈中得到实现和证实，这样克拉格斯将表现看做与

有目的性的、由意志决定的行为截然相反的活动，文化哲学层

面要求两者的再次融合:表现和"无规则运动"要以工具目的

性的代价重新合为一体。本雅明把政治宣扬的"表达"称作

"伪行动"和"政治审美化在我看来，他吸收了克拉格斯的

这个对立(该对立在任何生命哲学中都起作用)。克拉格斯将

表达活动定义为"行动的譬喻因为‘意义'和世界中的现

象一样被直接经历，在本原上甚至比感性直接接受的事物特征

更接近现象"。@但是在表达活动和表达的目的对象之间还是存



在着实在的关联，只不过它不是个体的，而是类属的关系:比

如说敌人(形象)不一定是具体的确定对象。实际上，政治审

美化的真正矛盾在于:当政治在行动的意义上发生时，哪怕它

采取极其残暴的破坏形式，它在自我目标确定的意义上其实缺

乏对象。也恰恰因此它才能被采用。也就是说深层心理由这样

一个过程:在社会中渴望得到实现的动力会遭到现实和内在反

抗回绝并被重塑O 随后这种动力会被反抗的结构重新表述出

来，转化成影像，把它的潜能发挥成渴望不朽的幻想和英雄主

义的自我陶醉。与此相联接的是政治上剥夺行为和理性思考能

力的过程、尽管操纵者的自我过度膨胀，他已经不在主体内

部，而是被外化了，如通过一个元首形象、通过民族象征或

"理念"被外化。

五

鉴于当时的法西斯运动及其在国家组织中的运作，霍克海

默曾在《个人主义与自由运动》→文中证实了由此已在早期资

产阶级中产生的革命群众的"力量转变过程并通过资产阶

级的反抗历史对此过程进行了追踪调查。@虽然此文与本雅明

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他的《巳黎信札》同在|文
1 f匕

1936 年出版，而本雅明之前一定从与霍克海默@的谈话中了解

到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此文发表后，本雅明也撰文就其政治塑

造的论点，恐怖、空想、渗透与暴行之间显现的关联性方面给

予了有力的认同。@

霍克海默也把政治审美化这种现象描写成渗透与解决冲突

的权宜之计的过程，这些冲突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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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之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基本矛盾在于:由于其经济环境造就了

到现实的个人主义，同时却也设置了道德约束，以便仅仅在外部
创建立最小数量的共识和集体利益，并加以保障经济体系无障碍

割的重建。这种道德约束应当具备广泛的效用，但是它们却只对
明|那些没有参与到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底层一一即针对那些贫困

的、被剥夺权利的大众施加压力。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政

治斗争本来就是通过民众的起义取得成功的，他的发家史是以

群众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在政治上的言行举

止(行为和相面术)都出自由此所规定的社会功能，借助无产

阶级大众来实现有产阶级的利益，大众迫切而又难以兑现的物

质需求同时又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人民大众一方面

被妥协争取，使得他们的个人主义可以得到感情上的满足;另

一方面为了真正满足他们的(政治上模棱两可的)愿望而被欺

骗。这就确定了政治策略机制:资产阶级的领导自己成为社会

多种力量的矛盾结构的牺牲品。他们可以基于迥异的利益不给

支持他们的群体制定任何明确的政治原则，也不确定对全体有

效的目标，而是需要建立起"宏大形式以便通过非理性内

容的暗示，通过象征和仪式，尤其是通过他们的"个人魅力"

来笼络大众。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充分利用陷于社会窘境而绝望

的大众，将他们的运动调动为自己的政治力量，而领袖们则用

做秀表演的手段对大众施加影响，使无条件服从成为大众的义

务，从而凭借以此形成的权力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

行动的自主性本来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中心要点，是资产阶

级启蒙的全部内容，声称是实现启蒙的关键，却通过巧妙的手

腕儿非法私扣了大众的这个权力。这些伎俩中有精心上演的群

众聚会，通常安排有煽动暗示性的主打节目一←搅拌着理性论

述、道德呼吁和恫吓的元首致词。对大众心理能量的分散和转

化是通过渗透同化的途径来进行的，大众在表达他们的自我利



益时或多或少有些含糊不洁，于是渗透同化的手段就是宣扬牺

牲精神、否定个人利益、号召集体意识，其中个人主义被视为

洪水猛兽，追求具体幸福的个体被抹煞一一带有威慑的警告总

是指向古老威严的或者形而上机制，元首要求成为它们的执行

机构并且从中获取他的权威。元首在所有的仪式般的策划中都

将自己上演成一个为了某个更高的信仰或信念而禁欲苦行的典

范，这样他通过等级层层传达的对绝对服从的要求便似乎更加

勿庸置疑了。对曾经本来参加革命的社会群体提出的禁欲要求

由这种方式慢慢渗透，并转化成道德鼓动的绩放要求。

通过渗透将对个人利益的不齿转化成内在要求，并使集体

的能量与政治仪式神奇地扭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人类学的一

贯性 (anthropologische Konsequenzen)" (65) .其中蔑视人类和

自我贬低的内在关联会导致一种残忍的特质倾向，这是所有资

产阶级群众革命的→个特征。霍克海默将这种"对自我具体存

在的隐秘的轻视"以及"对别人幸福的仇视"定义为狭义上的

"虚无主义，它在近代史的历程中体现为欢乐幸福的终结者和

野蛮破坏的推行者"。这种虚无主义随之带来的还有"偏激的

自由意识以及自大和盲目崇拜" (68)。代替个体意识和臼我本

能的是与虚张声势造出的领袖人物的认同。被如此配备的群众

会在革命阶段显现出一种折衷办法，它可以解决从资产阶级利

益角度提出的矛盾任务:大众既反抗又顺从权威;既有虚无主

义的特性，又乐意接受信仰。 文
(七

在资产阶级元首普通公民和大众主体之问辨认出 Jli

种"结构身份 (Strukturidentität) .这种身份赋予他们的行动

和思维方式"幻想"的特性。结构身份的实现是通过对资产阶

级生活形式的基本矛盾导致的冲突进行强制的象征化。霍克海

默以罗伯斯庇尔为例，说明由于法国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必然

得要求他抛头露面，而罗伯斯庇尔对禁欲的个人需求和对戏剧

西
斯
统
治
的
帮
凶

必&;;aHlJå移卢伽瑞~M仰|栩



J6够~

性演出效果的反感肯定无法得以坚持。市民阶层的经济和道德

之间矛盾的动力不断产生出表象的多样性，而具体的个体就成

了他们的牺牲品。"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个宗教作为统治手段，

因为普通的利益无法将社会维系成整体" (58)。在评价法西斯

运动及其历史作用时，霍克海默在上下文的叙述中持较有保留

白搭度这是关于(……)-场资产阶级伪革命的上演，动

用了最激进的种族习气来对抗一个可能的新的社会制度。它们

的形式简直是其所宣扬的运动的拙劣膺品" (64) 。

霍克海默的观点基于历史的视角，引用了埃里希·弗罗姆

的研究，试图解释法西斯主义结合民众的基本现象:诸如集体

主义中削弱的自我，元首崇拜，合法化仪式，不择手段的工具

主义化，以及在操纵和渗透的理论下大众的残忍。这些现象摞

自资本主义早期解放运动中已有的利益矛盾。我们所希望证明

的关联是:资产阶级的结构特性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被嫁接到大

众身上，导致具体利益和行动潜力的消解，导致-方面行动被

极端地整合成象征性行动，另一方面工作被监控，允许甚至希

望暴力侵略。文化是这种转化的场所。尤其在渗透了的绩效伦

理的意义中进行释放个体的革新时，要考虑经济要求，另外

"一些由改良者所倡导的大众文化进步都直接与积极地对待个

体联系在一起，就像古老的传教士所用的方式一样" (46)。鉴

于"把全体民众纳入到制度体系中的必要性资产阶级需要

在其社会格局中(……)不断地在文化上进取"并"要求内在

更新" (48)0 "随着资本的集中和中心化，由一小群垄断资本

家所构成的阶层对文化活动大众的控制得以加强" (47)。这不

仅仅在弃绝的意义上，也在补偿的意义上支配着意识慰藉

心灵的宗教越是丧失其可信度，给凡夫俗子制造快乐的文化工

具就越得到精雕细刻和施展的空间" (12)。通过这种方式达到

"自我抽象意识"的个体变形或破除形式(Defonnation) 的结

场~似仰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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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所有阶级社会里 (13) ，尤其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

倾向于通过道德和实践形式暴力之间的冲突，最后回归到个人

主义。本雅明似乎在容格尔的士兵作品当中遇到了内在"态

度"虚设的英雄主义问题，他想把霍克海默仅从透视主义角度

观察到的审美化的法西斯主义现象形式在霍克海默描述的背景

上进一步具体化。他也提到了能量的转化过程:法西斯主义通

过或多或少对有意识的个人利益的抵制来规定(赋予形式)民

众，并将民众置于它的"文化"组织形式之下，与此同时建立

一套仪式活动所采用的政治象征话语，如同在异化了的影像中

体验自身一样，民众在这套象征话语当中幻想着，以为实现了

自我。本雅明在此还发现了资本主义晚期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

矛盾结构的关键变化:资产阶级原本通过道德限制危害系统的

力量、进行解放的实践，之后却采取了泛滥无度的方式:为了

保持系统的功能，而不惜破坏由它解放的生产力。不受束缚的

要素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将自己独立出来，系统

化并将自身形式化，而这个形式的概念包含了作为统治能力的

自由，可以约束随意的"材料"。然而唯美主义通过美丽的形

式建构消灭材料的表象，而这些表象只为精英保留，唯美主义

对材料的消灭在政治中的运用体现在:制造大众可以消费的表

象，大众在这些表象中被消灭或者说将自身消灭。这个表象发

挥成一种面向公众的戏剧，由外向内地挥放作用，运用社会心

理的魔力进行鼓动宣传。 I :史
I{七
{乍
为
j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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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概念中各种因素"充满矛|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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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地交织在一起它将颓废的艺术理论和强大的宣传集于一

身，体现了贯穿帝国主义社会各个阶段的矛盾，也就是自由及

自由理想主义理论和受不断强大的垄断及国家集权控制的实践

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理论保证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发展，但由

于它并非针对大众，同时由于自行发展起来的权力垄断，这种

理论便沦为精英式的思想和纯粹的形式。但是经济实践必须要

驾驭生产力，生产力虽来濒于实践，但却有超越实践控制范围

的危险，因此经济实践必须利用所有的特权结构，尤其是像它

完美体现作为必要补充成分的文化那样。在法西斯主义中，艺

术的美丽光华成了阶级斗争的手段。反之，政治只是作为后资

本主义利用艺术并使之成为暴力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能够在

垄断经济阶段控制生产力，它表面上似乎考虑到垄断经济的历

史需求及发展趋势，实际上只是象征性地存在，在审美形态的

魔幻背后，它只是无目的地作为政治组织形式发挥作用。一种

文明若公开承认自己的作用是统治阶级"手段和虚假构想的秩

序是"不可或缺的等级制度"和由于"人的兽性咱而出现

的谎言，审美形态的表达原则和强大就会操纵民众，阻碍民众

富于表现力和象征性的对自我的吸引。强势的表达方式是扭捏

作态的巨大生产力的僵化，它体现了民众最大程度的异化状

态，民众自身在遭极大贬低后成为被展示的对象。技术在这里

的作用是双重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它和民众一样受到压制，

被扭曲而发挥展示效应，丧失了功能价值;作为生产手段，特

别是作为媒体的生产手段，它的作用又有助于这种表达一影响

体系的审美反馈放果。它在帮助自我异化过程迅速物化的向时

也加强了形式上的自我感知。战争是被强制接受而表面显示满

足这种双重暴力的极端体现;在战争中，人类"将自我毁灭作

为头等的艺术享受" (GSI , 508) 0 

本雅明以艺术政治化的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这种有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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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审美化后者不但将资本主义艺术作为世俗的膜拜对象

绝对化，更使其走向了灭亡。针对国家社会主义 30 年代中期

就已经在帝国党代表大会和奥运会上达到完美巅峰的民众领导

技术(j)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了

艺术实践的标准，以艺术的功能和使用价值为依据，艺术作为

民众特殊感知需求的补充在复制技术的发展中发生了根本改

变。他首先从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标准入子，这种标准" (目

前尚难以控制地)使用导致对现实素材进行法西斯主义式的加

工" (GSI , 473)。本雅明表示，这种标准的历史从根本上而言

就是资本主义个人构成审美感知主体的历史，这段历史由于自

己引发的技术发展以及社会接受美学的改变而结束，因为这种

标准的历史性不仅在于它的发展实际上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

资产阶级的角度而言就是不可重复性的集合)融为一体，它更

是隶属于历史，也就是说，隶属于审美对象生产与接受的物质

条件。相同性、粗糙和重复性这些自然历史现象形式渗透进一

切生活领域，随之消亡的不是人类的进步史，而是资产阶级的

历史。资本主义-方面通过发展商品生产肆元忌惮地毁灭形成

个体性的历史，同时又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保留艺术膜拜的

部分。有悖于技术发展的趋势，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现存的生产

关系状况下有意无意地保存下来，被帝国主义的立场风格以及

艺术和后资本主义个人生活形式的世俗神圣化所粉饰@到法

西斯统治时期才被强行延长。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帝国主

义的艺术障眼法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强势艺术在约束旧有生产

方法上使用了新的技术生产手段。由于生产的目的总是达到

"灵韵"的效用，即产生权威和隐秘的膜拜距离感，因此生产

方法就不是以技术物质，而是以所欲达到的目的为依据，对法

西斯主义而言这个目的就是政治宣传。如果说帝国主义统治下

的艺术创作中，处处都可以在形式上运用以谅解和集体性为理

1313 场 d缸幽仰移~rJb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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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新生产手段〔在现存的生产秩序中，这一秩序"既试图消

除又试图粉饰"自己的缺陷 (GSV ， 46) )，那么法西斯主义中

的这种空想的成分则退化成了纯粹的替代性满足感，民众在被

宣传强行利用了欲望和痛苦回忆的状态下一再假扮出这种满足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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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艺术实践通过意识策略充分利用后资产阶级的精英

式生存方法，只为了象征性地满足民众大量被扭曲的需求从而

以其为尺度使精英式的生存方式更实用，并且用这些方法应付

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压力。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有表达一影响体系

的心理控制，它掩盖了后资产阶级意识中真正的社会关系，同

样起作用的还有神圣的形式和独一无二的策略，它们使得资产

阶级有可能利用审美维护自己受到经济唯物论威胁的存在。这

种意识形态的形成能为法西斯主义所用根本不在于其"不合理

性而是意愿与感知的反射性，这种反射性自身就允许象征

性的过程存在，只需要补充以领袖原则以及种族传说和象征以

迎合大众即可。颓废派虽将伪创作当做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进

行，但毕竟还是与自我有关，即便这个自我只是一个抽象的、

单薄的艺术形象，而在强势形态的迷惑下，民众从一开始就借

助领袖原则感知自我，感知的空间由"精英"开拓并确定。新

技术为集体过程的可再生产性创造条件，在因退化而形成并被

民族的主导想法强行占据的经历中，可再生产性也可能被代之

以独一及永久价值，同时，被本雅明视为需求和客观增长的历

史关系的民众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就转向反面。一方面现

在民众的迫切需求"是"使事物在空间上更接近同时更人性

化它们"‘对于世界上同类事物的意义'也应该让它(们)

能够通过再生产在独一的事物上达到目的" (GSI , 480); 另一

方面，在法西斯主义中，技术政治所计划的赋予法西斯主义的

公开性以宗教仪式性质的政治宣传和象征过程的重复→再被冠



以永久性的名号。因此，本雅明为被法西斯主义滥用的狂热崇

拜③明确其历史意义，指出受压迫的物质"发展趋势并将

矛头对准了与公众有关的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策略。同时他为反

法西斯的群众工作建立分类基础，这些反法西斯工作要让那些

由他"新引入艺术理论的概念"具有"战斗意义 ( GSI , 

473)0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似乎时而明确

时而隐晦。他一方面希望在外国发表见解@并从外国左翼知

识分子那里得到不同阶级的启发。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极

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意抵制本国强大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他的目的又似乎在于使那一部分他认为并非受法西斯

民众直接统治"机构"的蛊惑而是受技术特别是电影宣传手段

巨大冲击的民众产生免疫力，不管是通过什么媒介。这是法西

斯统治下大部分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而在将会法西斯化或将

被占领的国家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本雅明假设存在"分散

的"民众精力不集中的接受行为，指出传媒技术的形式结构，

辩证地加强感知的敏感度，相信民众的集体自制力和组织力，

他这种向民众"演示n@如何对影片采取抵制态度的尝试或许

能使心理恐惧成为家常便饭，使得上述成为可能。但德国民众

现在的状态和他们被法西斯主义所压制的表达需求几乎没有在

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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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奇怪的是，本雅明在确定"政治审美化"主题时似乎并不

很关注国家社会主义所假定的民众基础，尤其是所谓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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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民众作为新行为方式的"基层"应引起更大的关注;

此外，他认为民众就像被资产阶级战争美学那样被法西斯主义

贬低为"强势结构"的"人员材料.. (GSIIl, 489) ，但这并不

意味着本雅明只把民众看成同类人或只是些"被愚弄了的人"

(同上， 488)。但是民众化这个特点却为他辩证地观察资产阶

级美学(广义上的)的消亡形式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利用暴

力保持这种美学的正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强势力量。同

时，本雅明认为"行政干部"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无产阶级，一

大部分属于失去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他不但能够设身处地理

解这些中产阶级在法西斯统治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同时还试图

通过审美的方法去体会他们的想法。在这个领域中知识分子起

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所以本雅明从法国着手，利用法国的

例子解释"社会基础知识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特殊的、

归根结底只是看似可替换的两极分化( GSII , 779 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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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里通过对比大资产阶级巴莱斯 (B缸咙s) 和小资产

阶级极端派的思维方式，对比"新生无产阶级.. (GSI , 506) 

和"精英.. (GSIIl, 488 f. )以及"特权阶级的地位"展示了

一个起先看上去更富于变化的事实。特权阶级不仅包括直接通

过政治影响维护自己所有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或是巴

莱斯 (GSII ， 779) 这样寄生虫似的大批财富的"继承人同

时也包括由于受过教育而获得特权的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文

学家、教授和教师这一类的人。他们的地位在"帝国主义社会

状况下( ...... )越来越发炭可危.. (同上， 777)。由于他们的

经济状况而产生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没落.. (同上， 783) 体现

在他们身上或是看似极端的贫困的理想化，或是退缩进"精

神"统治的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种精神在多大程度

上成为特权，这种保守主义同右翼极端主义有多接近，这些不



光在德国能够见到，在德国出现经济危机后，这类知识分子的

一大部分代表都改投了有权力可以使用的阵营。"让莫尼埃成

为法西斯的是认为只有运用暴力才能维护特权阶级地位的观

点" (GSI/l, 486) ç 莫尼埃保护的似乎并不是自己的财富，他

保护的是被纪德这样的人"出卖给共产主义"的"文化" (同

上)。但由于他想把大众排除在文学之外，那他所为之斗争的

就不仅仅是一-个元能的思想精英所拥有的→点点可怜的特权，

而是为了特定阶摄的统治，为了能永久保有"自己的特权

这个阶级能够同时也愿意把"文化"当做个人超直觉的经验去

为之付出 c 文化吁:不再有用道德粉饰那些玩世不恭的声明的需

求而代之以谎言和不加掩饰的权力欲望后，在莫尼埃这样的人

看来，文化自身也就成了以统治群众为目的的行为的典型体

现。自然，莫尼埃只是在打算为"赤裸裸的暴力"做宣传，他

"找到了知识分子" (同上)。但恰恰是这→点说明资产阶级文

化是在怎样的状态下让积蓄的力量有了不纯洁的趋势:活力论

的行动主义(行为的"综合")和极权主义文明谎言的艺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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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这时候，另外一部分羞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资产

阶级还依然对文化存有较美好的(现在是经过过滤的)梦想，

这种文化的资助者早就考虑到它的平衡作用。通过克拉考尔有

关"职员"的书，本雅明在这些人中发现了一个阶级，他们的

"意识形态(……)通过资产阶级的回忆和理想使现有经济状

况奇特地交叠在一起，这种经济状况非常类似于无产阶级。

(……)职员远比领薪水的工人更适应当今秩序中不人道的那

→面。相应于职员与生产过程间接关系的恰巧是更直接地被卷

入符合这种生产过程的人际关系" (GSI/l, 2却)。被如此卷入

巨大"绝望"中的结果是产生了"错误的意识这种意识最

初并非是劳动力被剥削而产生的异化，而是由于被剥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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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所以其原因在于文化和空闲时间的市场化，而这些文化

和休闲产品的所有交际功能都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因此无产

阶级化职员阶层的错误意识并不只是规范化和企业环境下办公

室工作的副产品，而是直接照顾到"上层(阶级〉的利益

刻意在劳动力这种商品中制造普遍忠诚的结果。对于失去了物

质保障，废寝忘食又勤奋接受教育的所有中产阶级而言，其结

果就是他们虽在物质条件上属于无产阶级，但却比后者对宣传

蛊惑和象征性的满足更敏感，并且由于遗留下来的对精神的崇

信和被认同的意愿，他们更容易醉心于蛊惑性的许诺和法西斯

的"精英"活动。"精英"本身就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

成的，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这已经表明，他们

的转化对本雅明来说也不可能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中产阶级

由于自身所处的状况对法西斯主义失去了抵抗能力。

所以，法西斯主义并不排斥艺术至上的文化概念，因为它

的形式是自认享有特权的主体的权利需求，这种形式倾向于获

得所有易受影响的材质，因此在它转向政治领域之前其实就已

经囊括了这个内容。为了能在造作的自我肯定的唯意志论调中

用暴力强行操纵危机现象，二者都注意到了后资产阶级的解体

现象。在法西斯主义中，得到全民赞同的艺术品和"冲动的团

体化" (马克斯·韦伯)一方面需要进行筹划的知识分子具有文

化政治领导才能，另一方面还需要在物质和道德上都没有得到

满足的群众拥有象征性的表达欲望。稳妥地使新国家具备了公

开性并且建立了"运动"机构的法西斯精英们负责那些具有理

想主义传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把他们-一分解。这种理

想主义传统总是要求人们以文化和精神的名义做出牺牲。法西

斯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种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和形式，

从它所有的代表结构看，法西斯国家机构的根本特征来自霍克

海默所描述的假满足策略③，这种策略在民主机构的"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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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崩溃"00后的特殊政治危机条件下可能就是虚无主义问题

艺术地象征性解决办法，就像形式及表达性意识形态中的那些

办法-样。如果不了解(被斯宾格勒等人整理利用的)群众的

恐惧心理，不知道他们已绝望地意识到被希特勒等人当做靶子

的理想主义的确正在消亡，而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效应中就包

含了虚无主义，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背景，那就不可能从社会

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人们对领袖及民族神话的狂热，以及他们

有组织地粉饰民众活动时的那种激情。使资产阶级在虚无主义

中走向灭亡的理智产生反常现象的正是法西斯主义对虚无主义

的"解决方法而恰恰又是这种反常被当做"更新这种悖

论里处处都是矛盾。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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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没有接受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说法@，他坚持认为

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强权的暴力中一再起作用的是经济因

素，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描述了法西斯主义政治中的一种特

权。然而这种特权恰是存在于一种公开的假象中，也就是说，

经济只有在臣服于国家行为和政治目的的时候才能占据统治地

位。这种政治从它自己的规定来看也只是一种假象。它把"变

群众为人民，变人民为国家"@视为自己的社会任务，或是像

本雅明引用尼采的追随者莫尼埃的那种说法，把"文明"当做

"手段和虚假构想的使用和秩序社会运动不符合它的利益所

要求的那种(反资产阶级的)活跃程度，它必须在表达一影响

方面按照虚拟满足的规模对其进行"组织"。霍克海默所说的

资产阶级起义中的领导问题在尼采看来就是具有指导特征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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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无主义精英式文化理论，这个问题不仅是由于权力政治总想利

剧用文化(或宗教)给自己戴上善良的面具才重要。因为文化现
恃|在除了统治功能外，还成为资产阶级精英们伪装自己的手段。

在|早期资产阶级起义的政治目的对外界而言虽然常常并不明确，
明|但终归是由处在上升阶段的市民阶层的经济利益决定的，但在

法西斯主义中，对政治起决定作用的仅仅是"意愿的取向"而

已，政治因而成为经济依赖性和权力政治利己主义的避难所。

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法西斯主义的运动特征只能从字面上去

理解。意志对于意愿表达过程的影响以及神话般、象征性地满

足对目的的设想是以尼采理论为基础的生活哲学，民众一贯善

于运用这种生活哲学。法西斯主义领导的用意就在于用国家的

象征物掩盖自身行为事实上的漫无目的，这些象征物满足 r民

众由于历史和社会文化原因产生的需求，政治在国内范围的阻

碍作用也因此成为其主要内容。社会在这里只是作为处理危机

的行动基础，并且由于作为生产力时并没有完全资本化，因而

具有了全民性和扩张性的形式。但是因此被激发并以人民中实

际存在的虚空为载体的活力则要最终将那些象征物的超直觉

性，包括被拼接在一起的国家转化为政治。

同时，这种人员材料是"民族"、"种族"和"永久存在的

有形物"这样的实体，这是政治美学中最根本的一个悖论，而

本雅明并没有注意到这点。仅仅把它当做欺骗的手段而不去重

视的话，未免太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对理想主义危机活力的

普遍意识要避开社会经济学的观点就势必会面对非社会的生物

性，这种生物'性似乎既有益又危险。文化的继续存在似乎是和

生命的生物操控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尼采显然认为这种操控带

有暴力的特征。社会进化论中颓废的恐慌和生物活力以及将生

命理解为控制物质和塑造形式的力量这类观点能把对创造形式

的狂热转化为种群论。从唯美主义文化理论这方面来看则表现



为即将席卷现代文明的大众化势必会导致对虚构的自然创造性

的回应，这种自然一方面出于为文化服务的目的被塑造成有抵

抗力的物质并被统治，另一方面作为力量的中心又可以直接过

渡成为文化，在文化中被"表达"出来。

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自然在 19 世纪的时候是生物性的，

被定义为分配性的再生产和选择机制。它相应地被生命哲学赋

予前瞻力，同时却又成为形而上学的思想内容，只有通过"直

觉"方能接触得到。这样它就让人既能够批判地看待资本主义

技术发展，使其具有相对性，同时又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把这

种技术发展理解为非超直觉的自然进程，与之相对的是以文化

的形式体现自然之合理要求的独立的艺术。用直觉的认识于段

也可以给主体下个定义:主体是自然的精神力量及形式，其感

知能力只是广泛生命运动的一分为二。生命运动的创造力在于

它集合了物质以及能够产生形式，而作为形式又要有进行自我

破坏的能量。于是艺术的表象就作为无目的的造形和毁灭倾向

在自然中生根，自身的暴力也取得合法地位。被资本主义在经

济体系中抽象化了的物质毁灭在艺术家的行为里被"有机地"

同自然的创造及毁灭本质联系在-起，并"独立"地出现在功

能化、机械化的社会面前。艺术家把艺术的表象当做比经济更

现实的事物，这时他们那些要保持纯洁的形式文化和政治搅在

了一起;尼采已论说过这种同政治的联合。文明形式的衰落被

生物学理解为一种颓废，由于这种衰落，政治必须支持自然的|文
11七

另外→种合理要求，那就是种群的更高发展。这种要求在文化

形态学的生物主义中就体现在"种族净化论"里，雅利安人就

是"造物原则"00的最典型代表，这同时也是战争原则。

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同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传统相联系的地方:同古希腊、罗马传统一脉相承的对古

典的崇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贝姆勒 1931 年从尼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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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中发现了"政治家⑩建立在战争性意志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

东 I ..战争性强权国家"是文化的基础，而这种文化又是‘存在于
特

不
雅
明

‘国家与艺术，政治欲望与艺术信念，战场与艺术品之间'的

关联国家的现实及其所有的恐怖是产生具告慰作用的艺术

品始终不变的前提尼采晚期作品中的超人就是这样一个角

色。文化就是创造这个超人要服务的全部对象;尽管非常有必

要为人类这个目标努力，但这个虚构的目标从技术统治的计划

合理性方面而言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下层军官

试图将国家的机械性模式用于实践中，他们后来在实际运用中

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宣传的蒙蔽功能，

贝姆勒在德国哲学中为这种功能找到了论据。当然，与在人民

中宣扬追求权力的意愿没有"目的" (意愿耍的是自己)相比，

追求经济特权和强权政治的目标要更容易一些。借用贝姆勒的

话利用‘(变化)无罪'的概念排除所有的目标状态"解释

了"从意识角度看总是走向蒙昧的"意志的"自由"和"存

在"。就这样，真正的目的脱离了主体可及的范围，各种各样

作为行为理由的托词也得到了解释事实上‘起作用的'总

是力量"。@贝姆勒这篇早期作品在纳粹时期多次再版，其中国

家社会主义中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已初露端倪，并且主

要是以他后来的"事实政治"为视角;在他的这个理论里，唯

意志论继续发展成为技术统治论。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遗留下

的文化遗产:这矛盾出现的原因不仅在于它自己的本质，而且

也存在于后资产阶级文化中，那就是通过造成独立的假象维护

资本的统治地位，而主体又通过艺术的方式让自己和这种假象

融合在一起。



九

本雅明批判地接受了唯美主义的观点，并将其用来解释法

西斯主义，这种方法忽略了民众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因而具

有严重的缺陷。不过这样的结果只有在把唯美主义同具有时代

性的艺术家的自然存在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出现，对这种艺术家

而言，独立的艺术理想已经转化为个人的生存形式。如果把唯

美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这同时也是这篇论文的一个观

点) ，那么它就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家的范围，而是同活力论的

思潮联系在一起，变成那些失去社会地位后奋起反抗的部分民

众的社会文化行为方式。本雅明一分为二地看待立场和表达

(GSlIl, 489) ，并为这种理解指明了方向 c 坚持"立场" (阿德

尔 [AdelJ称之为"态度[ Contenance)" ，二者之间有不小的

差别1)证明了因从属于"社会"而相应具有的强势表达"

是被剥夺政治行为能力的知识阶层实现自我的形式。威廉时代

的德国在社会化过程中最初的经验@是，只有内心的驯服和对

形式的认识(对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和功能差异及其规则的认

识，而这个社会的运动规律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才能够把自

然形成的主体变成为→种社会存在。由于对那些并非由形式上 l 文
11七

的(没有得到世界观证明的)特权引申而来的规则所定标准具!俘

有随意性，因而这种观点是唯美的，同样唯美的还有这种建立 1;丢

在规范自然基础、包括磨灭人的本能欲求的强制性。同时，帝|露
国主义还需要可调用的、随时做好充足准备的力量储备。就这|去
样，对社会的适应成为从力量到形式再到艺术的不断循环往复|害
的仪式，其恐怖之处首先体现在对青年人的教育上:力量的神 l 凶

脱码ω伽移户'即必如幽饵~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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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圣化(崇拜英雄和生机论)一一恐怖式教育 强制接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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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一一侵略意愿一一将侵略同巳具备的好胜心理(力量以及

英雄主义理想)联系起来一一将成就等同为力量的表现(表达

方式，空洞的英雄主义)一一将表达的行为作为单纯的个人经

历和成就的可支配性。如此这般制造而成的，同被视为上升因

素的形式上的自我感知联系在一起的活力就作为生产力被彻底

形式化，不会对体系的稳固性产生不利影响。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一点，艺术的唯美主义只是一个正彻底

形式化过程中的形式极致。本雅明认为其根源在于以特权为条

件的"利益坚持要将一种现象(这里指生产力)的功能特征从

自己的视野中清除出去。"本雅明通过观察经济危机得出结论，

"这点特别体现在技术上" (GSlII, 490 )。本雅明看到资产阶级

实现这一阶级利益的两种方法。其中小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

通过对技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从文化角度进行批判逐渐削弱技

术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认为隐密性是进步科技生产性的衍生

物而将二者归结在一起，这种归结就这样成为表面上的不赞同

所具备的良知。这样的文化批判是" (19) 世纪资产阶级(尚

能够尽情享受)的欢愉在隐隐约约的惬意中永远不必了解

生产力在他们子中应该怎样发展" (GSII , 475)。由此产生的

反法西斯主义是继承者采取的立场，他们将遗产的价值理解为

享受服务，认为其缺乏个性。另外一种"大资产阶级的思维方

式"则如马雷奈提的未来主义→样"有意识"坚持技术的"不

可利用的→方面为机器的高度运转、为钢铁、为机器的准

确性、为它的噪声、为它的迅捷而洋洋自得;简言之，他们陶

醉在一切可以被视为机器自身价值，而又与机器的工具特性无

关的特征之中"。@机械技术形式化后成为纯粹的欣赏物，在这

里就是它的"诗一般"的魅力，帝国主义者利用了这种形式

化，因为他们使旨在获利的生产性和维护体系存在的颠覆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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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帝国主义辩证的两个方面都能够被合法地需求和公开地尽情

使用。只有从唯美的角度去看，反常的技术才能成为第二行和

对需求表面上的满足，这就为一种感知的方式铺平了道路。在

第→次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战中，这种感知方式证明了它在使

用民众方面实际的政治功能，通过对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用形式

替代对技术装备的毁灭这种艺术越界行为的理解，它激发了民

众合理的行动愿望。

本雅明在认识法西斯主义上做出的特殊贡献既不在于对阶

级的分析，也不在于揭示了法西斯主义实际的规模及其间愿意

肯定一切的民众基础间的联系。他的贡献一方面是对生机主义

"表达原则"有力的解释:这一原则是大规模行为的形式，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得社会矛盾能够在政治军事侵略中象征性

地表现出来，并使得百姓能不断被调动起来为法西斯主义所

用。本雅明另→方面的贡献在于把法西斯主义煽动艺术和仪式

的神秘影响力历史性地降低为法西斯主义中残留的资产阶级艺

术后期的伪艺术形式独特的作用"。本雅明把规模化理解为

"通过麻痹(行为或接受中的)能够改变现存关系的人群

(……)使其永久化" (同上. 489) ，他的解释已扩展成为对法

西斯主义统治下民众意识状态的理解，从现象学角度解释失去

阶级地位者的政治行为;这些人由于身陷社会困境而采取直接

行动，自我提高在集体中的地位时，他们的运动不断僵化，本

雅明的解释方式使这些人本难以理解的行为变得容易理解。我

们要把关于规模化魔力的这个原理同错误意识的产生联系在)

起，借鉴了克拉考尔描述的职员心理特征，本雅明建议用该原

理补充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原理(向上， 223)。对于这个"问

题:从经济环境的矛盾中怎样产生与其不适合的意识?"本雅

明根据弗洛伊德有关神经官能症的形成是被压抑之物的重新出

现这一观点做出假设。受审查的魔力迷惑的争端变成了幻想，

担5扬扬ω仰移/切;<<æ ，)6仰



~ 

成了不受控制的理想。乏味的日常生活在"光彩和年轻、教养

和亲切的幻像"中被唾弃，同时又作为计划被抬高了。这种近

乎神经症的对意识的理解一方面制造出对立的景象，另一方面

又能够解放有自我破坏性的认同意愿，它使人意识不到生产过

程中真正的阶级状况，而意识到后者才能认识到困苦状态的社

会条件。这更主要是出于压抑恐惧感形成的原因。同矛盾冲突

的这种复归式象征相联系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本雅明对向法

西斯主义过渡原理的解释)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表现出的社会

感知能力的内心化，社会感知能力作为独立、空想的精神自我

证明的方式感到"受威胁"并非没有道理。一种以意识的形式

存在的物质作为拯救的机器以浪漫的、人生哲学的和社会进化

论的形式应运而生:完整无损的天性，它的匿名性却要求有强

烈的意愿，这种意愿必须由一个"先知"和超人代表。这样，

集体的神经质理想思维症状的形成就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以

及行为策略相吻合，体现出以人民组织和对敌人的侵略为手段

的公众化理想和英雄主义唯意志论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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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曹雷雨译(王歌

释:

①本雅明一篇关于克拉考尔的评论《一位引人注目的局外人> (Ein 

Außenseiter macht sich bemerkbar) ;在《新天使> (A，喀dω Navw;) 中的标题

是: {心智的政治化> (Politisierung der Intelligenz) ，第 427 页。臼111 ， 225 

〔臼在本文指《本雅明全集> (胁 Gesammelten sc加悦en) 之后为卷数和页

数〕。

( GS IV , 108. V gl. dazu Günter Hartung , Der Stratege im Literaturkarnpf, 

in: B山khardt Lindner (Hrsg.) .. [i，咄阳tte noch al缸 sich zu ent1也seln. . ." Wal-

注



ter Benjamin im Knn阳t. Frankfurt / M. 1叨8.

( V gl. Günter Heeg , D陀 We叫咱 Zl1T Geschichte. Knnst削ionsprob的ne an

t扩ωc胁附加rL必eratlU im Exü. Stuttgart 1977. 

( Vgl. Wolfgang Enunerich "Massenfi由而sm邸 " und die Rolle des 

Ästhetischen . F.ωchisrrw.stheorie bei Ernst Bloch , Walter Ber归min ， Be，巾lt Bn配ht.

In: Lutz Winckler (Hrsg.) , Antifiωchist由cheli印刷lU， Band 1 ，险。nberg 1977 , 

S. 273. 

(Benjamin , B吨元， Frankfurt / M. 1蝠， S.ωf.金特·黑格(见注释

3，归-96页)将霍克海默的文章《个人主义与自由运动> (Ego isrrw.s und 

Freiheits阳吨田尊， 1936) 理解成他对反法西斯联盟民族前线理论家提出的

纲领的拒绝，该纲领要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传统结合在一起。

@Benjamin，助er den Begr在r der Gesc缸加，币lese 7. In muminotionen u. 

d. T. GeschichJ.sphilosophische 1ñesen S. 271. 

(Benjamin , Edunrd Fuchs ， 命r 句mmler und der Hisωriker (Abschn. 2) , 

GS II , 473. 

③参阅我关于本雅明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理论> ( Theorien des 

de山chen F.ωchisrm必)阐释，载于 B. Lindner (面写.) "μ成s 阳tte noch al缸

sich zu entr，幽幽" (Anm. 2) , S. 127 ff. 

( GS III , 238. 

( GS 1, 1归队 auch GS III , 493. 

@GS 1, 1049. 

@Frank Maraun (d. i. Erwin Goelz) , Das Ethos der Form. Abl(edruckt in: 文ð..............~.....n... ......化

P. U. Hohendahl (Hrsg.)，阳·吼叫毗er Willen. Dokumente zur 克

Wirkun阴eschichte Berms. Frankfurt / M. 1971 , S. 188-191. 

⑩《巴黎信札:纪德和他的新敌人> (Pariser Brief. And而 Gide und 

sein neuer G咱1时， 1936 年在莫斯科移民杂志《言论> (加肌的上发

表。本雅明称这第一封巴黎信札为"关于法西斯艺术理论的札记"。

Briej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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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rien Iks deutschen F，ωchi.snw.s， GS III. 243 u. 250. 

:D Zlun gegenwärtigen gesellsclwftlichen S，阳UÚJrt des )协副:sischen Schr许

stellers. GS ll , 778. 

⑩关于本雅明和格奥尔格的关系，参阅 Michael Rumpf, Faι切ation

UIUi DistaT1Z. Zu Benjamins GeOl军e-Rezeption ， 仇 P. Geblwrdt u. α. ， Walter 

Bel叭min-Zeitgenosse der M.呻me ， Kronherg 1976 , 51-70. 

@赫尔穆特·普福滕豪尔提到本雅明同尼采有矛盾而又带有透视主

论
瓦
m
d特
·
不
挂
明

义特点的关系.两个人之间在思想上存在共性。 Hehnut 目。tenhauer ， Ben

川un UIUi M陀tzsche. In: "links 阳tte n配h alles sich zu enträtseln. ….. (Anm. 刀，

S. 1伪一126. 他不厌其烦地列举证据，试图将本雅明思想、中极端迥异的

张力降低为.. (不理智的)不押韵.. (同上，第 103 页) ;并把"本雅明式

的文采"委曲晦涩解释成他思想的不连贯以及有意要在"德国哲学史

(Ge时Iúchte deutschen Tiefsinns) 中占据一席之地.. 0 Vgl. Michael Rumpf, 

Wal的 Benjamins Nac.枪击en ， in: Deutsche VieT叫UhrsschT坊 ， 111978 , S. 163. 至

于提到尼采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不难得出这样的猜测:由于尼采当时

元处不在，不仅仅是有类似贝姆勒的相关阐释，这反倒使得本雅明无法

澄清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 In : 1 nternationale μ印刷UT. De山che B，阳的， Moskau , 1934. 

⑩赖纳·施托尔曼试图说明:席勒提出的的艺术自治前提已经被

(不断采用商品形式的)重叠的价值抽象扭曲了 υ 因为子段(自治)从

它的目的(自由社会)中暂时独立出来，从政治那里得到仿佛已经得到

兑现的错觉;政治正是通过艺术获得了商品形式和广告的兜售特色。法

西斯的"伪社会主义"由此看来不过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大众偏偏

在真假之间优先选择了冒牌货，而最初在艺术自治思想中得到扬弃后经

马克思唯物主义解释的社会主义完整生活( Lebenseinheit )却被冷落一

旁3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帝国主义经济法则的基础上建

立了-个社会(福利)主义的假象。于是，大众对法西斯的顾虑就有了

商品理论上的说明:在利益格局中多种多样且分布不均的中产阶级将与



自身矛盾的革命工人运动形式据为己有，以便于在权力争斗中保持竞争

力和垄断地位。"因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可以被理解成假冒的、变态的、

古典审美理念和意图的纯形式的兑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不允许的情况

下，它就掉包成伪社会主义。" (Rainer Stollmann , F aschistische Politik a1s 

Tendenzen der Asthetisienu啄 des politischen Leben.s im National

sozialismus. In: H. De他ler ， K. prümm (险-sg. ), Die deutsche μtera1ur im 岛市

ten Reich , Stuttgart , 1976 , 83一1∞， hier S. 97.) 意识形态和生活形式的介

入使得大众诸如表现行为( AusdruckshandeIn)和处于自我毁灭的待命状

态没有得到澄清。 Vgl.

GesamJkunstwerk . 

Auch R. Stollmann: Asthetisienmg der Politik , 

Stuttg缸t ， 1978. 

@参见本雅明 1912 年分析的阿尔弗莱德·韦伯(Al企ed Weber) 的文

化概念。 GS II , 476 (Anm. 7). 

@Benn , Lebensweg , GW IV , 66. 此处引自 Frank Maraun (见注释 12) , 

第 19 页;本段的其他引文也出自该文，戈培尔 (ωebbel) 的引文引自

R. Stollmann (见注释 19) ，第 87 页。

@"依照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Id) 的看法，教育不过是教会

一个人如何体面地剥桃皮，随后才是巴莱斯( Barrès) 提出的整套浪漫的

以及政治系统;为了宣传‘对尘世及死者的膜拜\除了‘使信马由缰

的感情克制些最终并不服务于任何更高尚的目的。克制不羁的感情

无处不证明其审美由来，只是审美不过是虚无主义的另一面罢了。"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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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in , Zwn gegenwärtigen gesellsc缸iftlichen Standort. . . , GS II , 778 f. 

@{战争与战士> (胁'g und 勋'ger) ， 本雅明就此书撰写的批评为

《德国法西斯主义理论> (GS III , 238-250.) 另外我也写过《政治生活

审美化> [ Be，!阳un.s fiωcμsmustheoretischer An.s，础 eine Rekon.strulction. In : 

" !i，成s hatte noch alles sich zu enträt.seln. . ." ( Arun . 2) J 。

@Emst J山Jger im VOIWOrt seiner Sammelschrift 必ieg und 必ieger ， Berlin 

1930 , S. 5. 

ø Ludwig Klages , Aωdrucksbewe♂mg und Gestaltw啄'Skroft. Crwullegw军衔r

d乡功ω似屯'}~动æ J&仰 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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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仓 Wissenscm拼 vom Ausdruck. Hrsg. von H. E. Sdu岱der， München (dtv) , 1968 , S. 

E 
m 
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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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f. 

@In: Max Horkheimer，元宵ische η阴阳. Hrsg. von Alf扫d Schmidt. Studi

ena出g必e ， Frankfurt / M. 1977 , S. 72 f.以下在文中引用的页数源自 1968

年出版的两卷本，两版在内容上相同。

@Benjamin , B啡， S. 7且在那里本雅明提到的"‘个人主义和自由

运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Brief vom 31. 8. 1ω93孤6 扭 Hor汰t讪讪h怆1阻凹e

@G臼S III , 524. 

12}Mau1nier zitiert von Benjamin in Pariser Brief, GS fII, 486f. 

3DVgl. Hamilton T. B山ùen ， Die programmierte N.ωω'n. Die NÜJ"ηberger Re

ichsparteitage. Güter百loh 1967. 

@Vgl. Benjamin , Pa巾 ， die Hauptstmlt des XIX. Jahrhunde巾， GSV (l), 

sowie D，ω Paris des Second E呵Jire bei Baudelaire , GS 1 (2). 

@如果说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实践更愿意让崇拜和扎俗直接以宗教的

形式为标准〔罗马诺·瓜尔迪尼列举了若干例证: ~神话中的救世主:启

示与政治~ (Romano Guardini , Der Heilbrir啄er in Mythos ， 咿告nb即W啄 wu1

Pol，础， Stuttgart 1归6 ， S. 4OB".) J.那么也是为它追求极权的利益服务的，

政治艺术品的唯美化体现这种对极权的追求时并不总能令人信服，并且

这种追求也要(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转化成实际的教育计划。克劳斯·

冯东的论文《魔法与操纵。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膜拜和政治宗教》

(阳aus Vond吨， M，咱e 叫 Manipu阳的n. ldeolo伊cher Ku1t wu1 politische Reli

gion des N.ω切rw1sozialismus ， 臼ttin吕en ， 1971) 材料丰富，但其中并没有提到

国家社会主义膜拜的威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唯美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前

者的思想体系并不能简单地被称为世俗化宗教。参看奥拉夫·明丧贝格

的《审美与交际~ (Olav M刷出阜 Asthet此 wu1 Knmrrumi切lion 26 (1976J , S. 

99-103) 一文中对冯东的评述。

@本雅明想方设法让《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除法国外，

同时也在俄罗斯和英国发表。 Vgl. GS 1, 985 u. 1但6 ff. 



@Vgl. Der Awlwr als 丹uduzeru ， GS H, 683 ff. 

@霍克海默没有论及资本主义合理化国家的这种双重性及其与官僚

强制机构的矛盾关系，也没有论及将越来越多权力集于自身、形成"国

中之国"并最终使国家丧失能力的运动机构，霍克海默这样做是因为他

所描述的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持续性而非衰败性。弗兰茨·诺伊曼的

《贝尔莫特>> (Franz Ne皿llIIlIl， l岳阳m仇， 1叨7 (附盖尔特·舍费尔(Gert

Schäfer) 的重要结语J) 一文中有对于这一过程的传统式分析。由于诺伊

曼和与霍克海默关系密切的文章(其中包括马丁·杰的《辩证的想象:

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 1923一1950} (Martin Jay，战a1ektische

Pharú出国 • Die Geschichte der Fnu蝴uter sc.加le und des Instit山 für sozi呻orsc/u吨

1923一1950. Frankfurt / M. 1976 , S. 175ff. u. 196ff.)) 之间的矛盾，这里

有必要指出→点，即研究所分析资产阶级统治时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对诺

伊曼提出的结构规则而言是开放性的。阻碍他们取得一致的关键是诺伊

曼和波洛克对经济的不同估计。

íÐ Anson G. Rahi曲时， Mar刃stische F，ω仇ismustheorie曰 Ein ü加耐性. In: 

Älthetik und KoTTlITUJIlikation 26 und 27 (1976 / 77) , hier: Heft 27 ,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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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Helmut 队miel，局却即，he '/'heQrie und poliJische Ükonomie , Einleitung 

zu: Fri咄ich PoU田k ， 51的dien des 必引pítalism剧， München 1975 , S. 7-19; Mar

tin Jay (Anm. 35) , S. 175-208 , insh. 183 ff. 

@Jo呻h Goebbels zitiert nach R. Sto面narm (Anm. 19) , 99. 

@PatÙ K:r田mhals ， Das orgar山che Weltbild. GnuuJlagen ei时'r nezæntstehenden 

de山chen 局Jtur. Volksaωg址Je München , 1936 , 448f. 

@Alfred Baeun让.er ， NI此sche ， 由 PhiWsoph und PoliJiker , l.ei阳g , 1931. 

后面的引文出自第 127 页。

WEhd., S. 48 ff. 

@Dies ist 也s Thema in Zuckmayers H叩，tmarm von /(ij，阳时.

~ Maulnier über Marine挝， zitiert nach Be时anún ， PaJ'臼erB由i， GS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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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精神被处决了 G 时代的命题(人们看到，时代精神处

决了它的哲学精神)成了普遍的后命题:后现代、后历史。

由于害怕面对如此过于顺从的哲学，尤尔根·哈贝马斯顽

强地召唤着未完成的现代精神的计划。他呼吁着一一并非极力

呼吁现代性理论家，还有那些现代化理论家:韦伯和帕森斯。

本雅明对现代精神的批判所处决的现代精神如同他那不烦

琐的救赎批判一样少。判决或者救赎:二者在他看来可能都是

背叛。这基于一句如今半被遗忘的老生常谈:现代一一这是资

本主义社会。每一种现代美学理论，无论是遗忘了这点还是否

定了这点，都不再是美学理论，而是全部现代精神计划的一部

分:全部"真理审美化" (J. 陶贝斯)计划的一部分。

在城市，作为现代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现代的经验。

这读起来像是对现代精神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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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把本雅明译成 T "恶之花"这一秘密的形象。它促成了本

雅明对历史哲学的城市化。现代精神可能的主体都具有如此浓

郁的城市气息，这使得主体是否是城市本身变得无关紧要。本

体会完全在同一性哲学的目的之外将自己揭示为主体c 因此，

城市在其可能的主体中确实遭遇我们之前，它是特定历史经验

的空间:

现代性自身始终是过时的表落。官在其强劲的开端中证明

了自己崩渍的特点 3 对它的注视是其作为可能的古典时期的叠

化。但这一眼光是波德莱尔的眼光。本雅明让自己昕从他的领

导，但从不受他限制。他指出，它是班德莱尔的眼光所确定的

罗马古典时期，这可能是通过皮拉内西 (Piranesi) 的城市景物

画展现在他眼前的。它是皮拉内西对古典时期的阐释(但也是

本雅明所阐释的巴罗克悲悼剧)。 该阐释的教导是，永恒的自

然针对短暂的人类的胜利并没有在废墟中表现出来，而废墟的

历史却作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古典时期展现在眼前O

皮拉内西的古典时期是一切非永恒的奇妙的共时。罗马是

永恒的城市，因为一切都是重叠的，元一物被熄灭，亦无→物

仅只是眼前的存在。

豪斯曼( Haussmann )把巴黎改建成林荫大道的巳黎这一

举措断绝了与古典时期的关系。还有远古的工具，但在它们被

敲凿成形的地方已再也唤不起在此之前是些什么的回忆。远远

地穿过长长的街街去鸟瞰通过转换为交通，这些街衡

像艺术品一样被展示出来)从前的聚居地便出现在那里。洞穴

及其周围的痕迹在尽可能少的技术繁荣的条件下将会永远地消

失。它会永远成为过去，而那些记忆通过古老的版画可能会留

住的东西同样会沦为徒劳，正如植物园中的捕蝶者不能摆脱滑

稽古怪一样。

现代性自身是过时的衰藩，而记忆则成了未来。城市叠化

333 必 dνω~oe户'即加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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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一如同犯罪现场一样。因此本雅明看到了阿特热 (Atget)

的摄影艺术，在 1900 年的巴黎它做到了这点。

豪斯曼，这个"艺术的拆毁者让巴黎人疏远了他们的

城市。在他使他们意识到大城市的非人性、野蛮性之前，与大

城市最相称的主体已经遭到文学的践踏。在艾伦·坡的《人群

中的人》中，一个神秘的现代人为自己获得了野蛮的地位。

"在广大人群的关注下，波德莱尔在包括自己生活在内的所有

经验之中发掘着会成为独→无二的、具有决定性的经验"。另

一方面，这自然与豪斯曼有关。工业大众淹没了大城市，河流

排水关系到豪斯曼的城市改建。这些人群作为叛逆者和无产阶

级危及到市民。因此建起了内战战略所需的林荫大道。尽管如

此，坡笔下群众的非特定阶级性并非虚构。他是对市民身份幻

想的解体。恩格斯对大城市伦敦的描述让人们感到恐惧。在涌

动的人群中，市民们要快走是不可能的，只能像贵族一样缓缓

而行;他们相互推操碰撞、咕哝抱怨着，从不互相问候-一这

一切使市民的主观性成为虚构。主体的主权甚至连目前局势中

的空间与时间都支配不了。人流而非意识流决定着速度;碰撞

而非双眼的关注点决定着目光的方向。如此饱受折磨的主体守

护着美，同时又要听从于反作用的速度。齐美尔 (SimmeI)为

此强调了大城市人所具有的特殊的智力，而本雅明从该经验中

勾勒出了作为现代性认识形式的震惊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对特

殊智性中的升华做出有益的解释，让人想到升华的本能深处。

恐惧和抵抗是对推涡的回应。不仅是对人群的经典描绘而且还

有对报涡的经典描绘出现在坡的笔下，这并非偶然。让人们谈

论人流的游揭并不难。游涡是→个随社会变化的本能概念。弗

洛伊德对激涡做出了最切近的分析，他把自我毁灭的运动阐述

为自我消解的运动。①这一破坏性的维度完全适宜于 19 世纪小



说中的群众，正如它适宜于本世纪群众心理学中的群众一样。

群众恐惧和群众魅力互相重叠。实际上，它不仅是对自我体内

的恐惧(它在体内存在并活动着，像在群众中一样云集在一

起) ，对自我无意识的恐惧，而且也完全是对他者体内及其在

群众中退化的恐惧。他自我毁灭的欲望会反对我。本雅明不重

视人群的这-方面。这并非不公正。在这方面，他没有把推涡

解释为人群的璇涡，而是视为城市的游涡。人群是城市的部分

主体。而城市归那个使被涡解体的人群所有。我们正在谈论的

是生者的城市，白昼与白夜的城市。这座城市还没有与古典时

期相叠化。我们还身处巴黎，这座 19 世纪的都城。处处还充

溢着令人心醉神迷的气氛。只要在这期间，人群便是城市白昼

可能的主体。

il:自己长时间饱受折磨的人是孤单的。在夜的尽头，诗人

显示出自己原来是现代性的主体:捡破烂的人。这不仅仅是大

革命黎明时分的捡破烂的人，也完全不仅仅是那种艺术家，低

着头、拎着塑料袋，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寻找着在他那里

会成为美术品的垃圾事实，当然还是皮拉内西的版画上穿过满

眼废墟的荒野踉踉跄跄地行走着的小人物;凝视着各种事物的

皮拉内西弯着腰询问，这可能会是什么，尽管并不明白其中的

意思，他把发现物牢记在心，以强迫性神经机能症般的耐心细-资

刻着文字，而他也并不清楚这些文字的意义，铜板上不代表什 1 至

么人也不再代表什么人的一列列名字留下了碑上的每一处破

损、记下了每一处文字差错。白昼的人群，每天城市与古典时

期通过黎明的捡破烂者的叠化，在这之间另一类神人在过着他

们古怪、游戏与工作着的生活:花花公子、赌徒、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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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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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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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崇拜偶像商品之后，时尚规定着仪式。……它为无

机世界活生生的肉体拉皮条。它所看见的是尸体的权利。配上

了无机物之性感的拜物教是它的命脉。"吕迪格·亨切尔写道:

"我会爱上宏达广告画上女摩托车子搬起的屁股;在一点也没

有被爱的情况下，我始终会意识到自己爱上的是‘无机物的性

感'。只有在最后一次失败中，我要是又一次增强了我的无意

识的意识，我就会是一个现代人。他只有通过沮丧难受才能经

历这种心醉神迷。"②作为艺术的缓冲带，这一并非正确的自觉

的错误意识会与错误意识相对抗。"好像现代精神无处证明自

己是艺术家。"③该说法简要强调了→切明显倒转的事物，本雅

明为此给出现代理论和现代艺术理论。列入讨论之列的不再是

现代艺术家，而是作为现代艺术家的现代精神。选择妓女做女

主人公确实是危险的，本雅明以此勾画了作为艺术家的现代观

念。只有她才接近于作为社会范畴的诗人波德莱尔的本质。在

妓女身上，商品成了富有诗意的东西。作为变得活生生的寓

言，她本应组成波德莱尔书中结尾的那一部分。"在死者身上，

对不动的肉体所提供的服务的兴趣与寓言和商品相结合。"这

不会是说本雅明满足于商品拜物教的寓言和波德莱尔笔下的比

喻手法。"商品中所说明的特殊的物界贬值是披德莱尔笔下寓

言意图的基础。"妓女比其他社会主体贬值得更为猛烈。她从

主体向完全贬值的客体职业性的转化成了被拯救的主观性的典

范。妓女不仅是商品，她还作为商品自我策划。她不是通过大

量的表演，而是通过化妆品成了批量产品。她日复一日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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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艺是为了明确地表现妓女的形象，好像要让现行美的最高

典范穿透他。在她身上，作为商品的典范在自我叫卖。为了获

得人性的商品，她牺牲了自己的商品形象。当人的面貌凝固在

一个永远同样微笑的死者石膏面膜之中时，商品照亮了人性。

她正好将差异留在了这里。只要人性能拯救主观性，真实性就

不会与直接性相混淆。只要人性避免了广告形象，就不会沦为

市民主观性的形象。该美学主体成了其艺术家工作的客体，艺

术家和艺术客体在其中成了热闹场面一一出现了闹市，成了商

品光晕的猛增一一作为自觉的错误意识在策划中展示出来。

妓女注定是艺术。作为现代人的艺术家在其英雄化的自我

阐释中注定要卖淫。

这一观点缩小了人们在现代精神的缓冲带和波伊斯

(Beuys) 之间所能拉开的距离。我们谈论的不是后……

本雅明不是现代人。这个缓冲带对他来说本来应该是毫无

意义的。本雅明不仅要对作为艺术家的现代精神，而且要对现

代艺术家设法做出回答。"布朗基的行动是波德莱尔梦想的姐

妹。两者相互纠结在一起。纪念碑上有相互交合的手，这下面

是拿破仑三世刻下的对 6 月战斗的希望。"本雅明要移开墓穴

板。可能会发生的复活本来会结束这样的状况，在这种状况

下，没有什么会作为我的无意识的意识继续增强;它本来会结

束这样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行动的资本不需要对我增强的

意识产生恐惧。对现代精神这一有力的批判是他的建设性的破

坏，这构成了作为现代理论家的特点。当该批判通过概念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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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时候，现代精神以此来维护自己。该批判在本雅明笔下

显得非常系统连贯，我们不需要再添加什么概念和形象，我们

要做的工作是对本雅明的回答作一概述。

现代精神本身始终是过时的衰落;这是资本的雇佣和解

雇。现代把自己看做是可能的古典时期;除了过时的忧郁，其

中无一物留存。资本主义过时了。呼吸中止了:

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多立克式的世界"。④它制造

了古典时期，欧洲的城市成了荒原上的柱子。本雅明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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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札"让人毫不怀疑他看到了这一点。法西斯的古典时期为了

群众同时也被群众处决了。"法西斯主义修建它的纪念碑(他

把它们看做是钢铁的)所用的材料主要是所谓的人力资源。精

英们使自己的控制在纪念碑中不朽。它们不单单是些纪念碑，

因为人力资晾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形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在法西斯元老之前的上千年间，有用石块建造金字塔的奴隶，

有在运动场和训练场上的领袖面前结成同盟的无产阶级群众，

这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只需要补充说，无产阶级同盟让真

正的金字塔形的花岗岩给包围了，这些花岗岩开凿得太粗糙

了，看起来就像是奴隶干的话。只需要补充说，法西斯在几千

年之后己算得上是相当陈腐了，它不仅把它的神庙(只要是有

城市的地方都应该成为神庙)当做野蛮的古典艺术品来建造，

而且建筑设计师自己让人们(在几千年之后)来展示这废墟的

典范。⑤在神庙中，群众成了它自身雄伟的材料。他们瘫痪在

其中，被魔力捕获。问题还是在于对群众的恐惧。豪斯曼的排

水工程最终遇到了阻拦。魔力如果能自动解除，就会倒霉。本

雅明寄希望于此，因此，现代精神可能的主体，即作为无产阶

级群众的人群成了他的美学基点:成了现代精神批判可能的主

体。

一个城市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主体作为基点，美学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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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静观的遗失表示遗憾，对此仅仅有所察觉。本雅明全神贯注

地练习着遗失的静观，并且取得了成果。遗失证明自己是虚构

的终结。新的感觉和接受形式把群众所考虑到的艺术变成了机

会。现代性在其中自我思索、自我克制。现代性恰恰是这样的

状况:经验在自觉的记忆中不再能得到保证;主观性不再能得

到保证我"成了隐喻。有了群众，一个审美和历史的主体

彰显出来，它的意识并不是通过援引意识哲学来自我展示的。

它的经验全都是在每种大城市感觉社会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经

验完全严格地赋予了主体:主体和集体记忆内容在其中建立了

联系 O 经验先从那儿让自己留存下来，它在"危险的瞬间"闪

现着历史的主体。这显然是针对"恐怖的审美"的反论断。这

样一来，作为现代精神认识形式的震惊和作为强调"当下"的

瞬间在个人经历中被取捎。本雅明忽略了这种审美化，因为他

认为:他从政治的角度来讨论审美，然而却没有背叛审美。他

不会成为政治的追随者。这证明了他的概念的形成。当寓言和

商品在妓女身上联姻的时候，寓意证明自己是一个用作社会理

论的美学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认识理论所奠定的基

础是与社会理论一致的并且在总体上为语言哲学奠定了基础。

同样地，在本雅明的思想中，由群众来体现的中心让自己得到

了表达。在"历史主体"的形象中出现了问题:超验的价值关

系、在大城市群众中其生产的经验美学主体、一个现代生活

"人类学"后果的理论和一个艺术理论，这正好因此算作它的

认识论。本雅明是惟一一个由于强烈地害怕群众而不把自己置

于魔力之下的现代精神的思想者。由于不把他对此所说的每一

句话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重复是很困难的，我便放弃了这种努

力。本雅明句画了一个形象，他虽然还是市民个人主体，但是

在本质上却近似于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这就是"破坏性"。

破坏性拆除并建立场所。豪斯曼对此并非没有间断，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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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理工作所针对的是在我们面前向空中生长的历史废墟。为

了保存不再重要的历史经验，他扔掉了包袱并要求扔掉包袱，

因此结束了拜物教。历史应该保存的对象在他看来全都变成了

纪念品和世俗化的圣人遗物。它们堵塞了房屋，确定了市民的

室内布置。这被迫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这些痕迹不能拯救历

史，而是提供了追踪的线索。在玻璃制成的破坏性建筑理性之

内，没有什么会使我们想起自身的存在。私人性应该用来阻隔

危险外界的围墙和窗帘被禁止使用了。一个纯粹理性的建筑在

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完全作为永久的中介确立下来。本雅明看

到了这一野蛮的特征并且为这种新的野蛮而辩护。只有在此中

他才看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精神野蛮特征的可能的预防，这种

现代精神体现为真正的野蛮即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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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然，我们对破坏性也持怀疑态度。我们看出新的纯粹理

性具有狂热崇拜的特征。"后现代"这一早就合法化的全面退

化把这种新建筑称作是一种做法，在传统的高楼大厦之上有一

个形象作为顶峰被竖立起来，它与英国 18 世纪的五斗橱极其

相像。作为艺术最后手段的嗷嗷鸣叫的鹿，这使我感到一种维

托里尼( Vittorini ，意大利作家，其作品表达了一种对社会和

革命的焦虑一一译者注)式的元形愤怒。

当然，人们开始习惯于这样的提示，那就是本雅明对电影

所寄予的希望没有被历史所认证。而爵士乐本来会把自己奉送

给法西斯利用的说法是肤浅和错误的。面对爵士乐人们完全是

错误的;人们的这种说法是肤浅的，这被认为是要反对本雅明



的电影理论。只有本雅明的理论不是建立在肤畴的"媒体就是

消息"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就像每→种适用的文化理论不能

够(或仅仅是故意)保持沉默一样，如今美学理论也需要与群

众之间确立关系的兴趣。像本雅明所阐明的那样确切的是:反

对为进步所陶醉的废话，反对革命的政治浪漫主义。

到处都是的知识分子精英之林的低语代替了这些。人们看

到的只不过是被任用的天才。我感到-种维托里尼式的无形愤

资
本
主
义
现
代
精
袖
批
判

怒。

与古典时期叠化的现代精神、作为诗歌题材的商品、黎明

的捡破烂者一-一这些形象都是从未有过的现实。

梅里翁 (Meryon) 的版画是在永远有流通的陶醉作后盾的

大都市里完成的c 纽约到处都是大废墟，而柏林不再让累累伤

痕被过于美化。城市中间的不毛之地总是提出一个同样的问

题:这曾经会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决不再会有答案。考古学的

捡破烂者在复查他那些不比历史传说更长久的发现物。他拾到

了石头或手势语，皮拉内西在其中使那些什么也不再告诉他的

名字永存。捡破烂者在那里(首先在那里)遇到了商品假象的

"侵略性地成倍增加"。年轻的一代(按照发展趋势总是遭到排

除在商品流通之外的威胁)通过参与这一假象赢得了他们的身

份。寻找自身文化的捡破烂者遇到了陌生者。在现代精神的古

典大废墟中间他思考着，不久以后要让自己从民族志学的角度

来谈论大城市。

本雅明的引文来自以下文本:

《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 (他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

laire) 

《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 (Das Paris des Sec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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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s , die Hauptstadt des XIX. 

《历史哲学论纲~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ηlesen) 

《巴黎信札~ (Pari回r Brief) 

《巴黎， 19 世纪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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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关于齐美尔的提示源于《大城市与精神生活》

译)(曹雷雨

Großstädte und das Geístesleben) 

释:注

( V gl Klaus Heinrich , Die Sch甜Ù!riglreit ， nein zu sagen , F rankfurt 1964 , S. 

137 fI. 

( R. Hentschel，队阳ùm fkr M，呻阳， in: Notizbuch 1, Berlin 1979 , S. 

58 f. 

(Ebd. 

( G. Benn , Doπsch Welten , in: ders. , G. W. Bd. 3 , 1975. 

( Vgl. A. S附'r ， Erinnerungen , 1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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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政治弥赛亚主义?

一一阐释《关于历史概念》的论点

罗尔夫·蒂德曼

当布莱希特在本雅明辞世一年以后再来阅读《关于历史的

概念》的论纲时，他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这篇短文意思

明了，澄清了混乱。"①这条日记给日记作者赢得了声誉，他在

1938 年还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斥责为一种"对唯物主

义历史观的很有些怪诞的改编。咱但是布莱希特的评价并不奏

效，本雅明对自己的论纲可能引起的反应更有先见之明:他打 I~
消了"发表的念头一旦发表"就会为各种热心的错误阐释|幢

大敞其门" (1227)。③最窑易产生的错误阐释包括诸如将本雅明 l 孟

后期的作品全部无条件地归属马克思主义。如果要把本雅明的|送
著作变成一种证据来证明一种特定的，即那种认为在马克思一|在

百年前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党的政策以及斯大林统治|法
下的苏联的政策之间有着天衣无缝的连续性的马克思主义，那 lE

就需要首先将本雅明的某些文本进行典籍化。同一时期的其他|史

作品，如论卡夫卡的文章， {讲故事的人》就被视为无足轻重。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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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历史的概念》的论纲中，本雅明坚决认为一一"如果

由我来决定"一一历史唯物主义"将会胜利" (1247) ，他还公

开使用早期作品中的神学术语:他将"救赎"看做有别于历史

的他者，他引证信徒们的"审判日同时他既提到"伪基

督也提到弥赛亚。

阐释者们每当碰到这类术语就会寻找遁词，诸如文本中的

弥赛亚主义"只有在被删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后方可被世俗的解

放运动所采纳④他们想借此来回避遭遇这类术语时所产生的

恼怒。尽管在《拱廊计划》和论纲的手稿中，本雅明本人都描

写过一种"在没有神学的帮助下便无法深刻理解历史" (V , 

589; 1235) 的体验，其他人还是要把隐蔽在论纲中的神学谴

责为"令人震惊地强加"在上面的东西，⑤正如作为一个整体

的他的后期著作，论纲在获得声誉的同时，在一段时间里，也

受到那种"具有欺骗性的敌意"的制约，用里尔克的话来说，

这种敌意具有通过将一个作者的作品散播开来而使之无关痛痒

的危险。只有那种以其材料和真理内容一一-而不是主要以其政

治应用一一为指归的批判才能促进对论纲的阐释。⑤

本雅明最后作品的标题⑦保证了对历史的概念的探讨。在

这个文本的中心没有话语阐述，却只有一个意象，没有什么比

这个事实更能表达作者的特点。而更与时代的特征相背离了。

历史本身似乎抛弃了哲学陈旧的概念游戏，把概念转换成了意

象。意象破坏了由逻辑所提供的安全保证:同→性和无矛盾。

唯物主义者，甚至那些历史一辩证性质的唯物主义者也都与唯

必~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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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思想家-样把强有力的概念归因于历史的进程。对于康

德来说，这个历史的进程是一项大自然的计划，它永远向着各

个类种和平统一-的方向运行。对于黑格尔来说，则是理性的自

治，在这种理性的统治下，自由被认为已经实现了。而对于马

克思主义来说，是"真正的人类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

以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按照一个集体计划的集体意志⑧

并且"完全自觉地"把历史完善为一个"自由王国"。⑨但是对

于本雅明来说，他在写作论纲时，由传统的历史概念所缔造的

东西全部化作烟云，他再也不能相信一个历史事件必然产生于

另一个历史事件，且所有的事件共同构成进步的运动。在第九

论纲中这种运动呈现为"一场不断堆积废墟的大灾难.. (697) , 

"废墟堆积"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越堆越高，

直向天空.. (698)。这个意象使人联想到巴罗克时代，同时它

也是本雅明自己创造的意象。在 17 世纪的寓言中一一在本雅

明看来一一一与历史相关的一切从初始就是不合时宜的、悲哀

的、失败的，这一切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作为僵死的原始景观

的历史的死亡面具 (facies hip阳ratica) (343 )。在这个意象中，

人类的历史一一一切努力和劳作一一都被展现为失败。本雅明

的论纲中关于废墟堆向天空的意象和关于历史是大灾难的观

念，其基础都超越了语言层面的立论。它实质上是这样一种意

象，使观看者只能瞠目结舌，被迫保持沉默，无法区别或辨认

细节。剩下的只有本雅明曾经在一则可能写于 1但0 年以前的

手记中所提到的完全的惊恐。由于这种惊恐广义上的语言"

将"不再有效用人类发现自己依赖"仿效.. ( imitation) 或

"模仿" (m也IesÌS)。⑩哲学语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是慨念的语

言，其恶名就是它不包括模仿，⑩另-方面，就意象被纳入哲

学来说，它本来就是直接运用模仿，自然也就同时担当着暧昧

含混的风险。本雅明在第九论纲中所设的意象是对死亡和破败

347 d!e~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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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仿:一种与被压迫者团结一致的标志，尽管也与他们一样

一一至少初看上去似乎如此一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无能为

力，无法把握未来。

毫无疑问，第九论纲中的意象表达的是当时本雅明对历史

的理解:然而他还是在阐释的背后隐藏了另一幅意象，一幅

画有→幅克利的画，题为新天使(Angelus Novus) ，表现一

个仿佛要从某种它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双眼

直瞪，嘴巴张着，双翅展开。历史的天使看上去一定是这种样

子。"新天使是一幅由保罗·克利所绘制的用有透明感的水彩着

色的油画，所标时间是 1920 年一一一克利开始尝试标示日期技

术的一年以后。本雅明于 1921 年买下此画并一直保存到去世。

用格哈德·朔勒姆的话来说，这幅画被他用作"思考的焦点

本雅明反复将自己的思考一一包括一些最难琢磨的思考→二隐

藏在对克利的天使的阐释里@这在论纲中最后变形为"历史

的天使"。朔勒姆似乎把它阐释为圣经中的马拉基极乐世界

中的信使"之-P它们的职责就是"站在主的面前"为他唱

赞美诗。但是同时又作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信使，它们的任务

是"阐释上帝的面目，以便人类能够理解"。本雅明所描绘的

天使在它对人类的使命中失败了，这也许是因为它想夺位来实

现回归 (Tikkun) ，即对历史的复辟和完善，根据卡巳拉的历

史观点，这是等着弥赛亚本人来完成的任务。⑩"天使本想

……唤醒死者，整合被捣碎之物"。朔勒姆指出这个天使已

不再唱赞美诗。但他还是-个信使吗?他的嘴巴张着但

却无话可说;很清楚，他与人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了。

他正在目睹的场景可能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的脸面向过

去"一一即人类的过去一一并从过去中"他看到一场将废墟不

断扔到他脚下的大灾难"。这个天使不理解他所看到的情景;

他如何对此加以阐释?尽管本雅明所刻画的这个形象既带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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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又饱含控诉，但是却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这个天使本身带有这

些素质。本雅明的确使用了"这个天使"这些字眼并且说到

"他的翅膀但是仅仅是为了进入他正在阐释的克利的绘画世

界。我们可以把"天堂"一词看做对本雅明的天使来说意味着

宗教或神学的含义但是一阵大风从天堂中吹来，猛烈吹到

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天

使本人来自天堂并由上帝所派遣。"这大风无可抗拒地推着他

走向未来这个未来将是怎样的一一上帝的王国或是其

他一一还是个未知数。在这句话里还说到地球上的废墟"越堆

越高，直向天空气在此至少还有一点暗示，表明废墟也在向

着苍天呐喊一-在控诉。这个苍天也就是那个预言的苍天、救

赎的苍天吗?本雅明的天使完全是人性化的，却似乎在面对历

史的非人性化时表达了超人性的绝望。尽管他无能为力，他也

无法把他的目光从扔在他脚下的废墟上移开。然而这就是人类

体验自己的历史之可怕的方式。如果还有什么在推动着人类前

进，那是对失去的天堂的记忆。这股乌托邦的力量是一股还没

有熄灭的冲动。很清楚，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在保存这种冲

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股冲动已经进入了广义的哲学中，

甚至仍然留存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王国的希望中。它只能作

为一种冲动、作为-种并不将所承诺的东西物符化的承诺而留

存。本雅明在第九论纲中说到"天堂"时，口气完全如同犹太

教的弥赛亚主义。对于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来说确切的古

代"同样"根本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由梦境所转换和升华过

的东西:乌托邦的光芒被投在了上面。"@无独有偶，甚至青年

马克思也在其著名的阐述中说世界很久以来一直拥有一种

梦想，只有当这种梦想把握了意识，世界才能真正拥有这个梦

想。"。

以一种似乎突兀的转折方式，那股从"天堂"吹来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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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变成了"我们称作的进步"一一进步在其他论纲中受到犀利

的批判。在此本雅明所指的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好的变成坏

的，任何持"教条论断"的进步概念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本雅

明的天使"背对着未来它完全看不见即将发生什么。这同

时代表着神学对意象的禁忌及其世俗的改编本:马克思拒绝从

细节上描绘共产主义。对于赫尔曼·施威本豪塞尔来说，新天

使象征着这样一个人:他"眼睛还是直瞪着，在不断的倒退中

离开恐怖⑩对于格哈姆·凯瑟尔来说，这种观点的缺陷就在

于天使并没有倒退，而是被推动着前进，⑩但是更为严重的缺

陷是语文学家对个别字眼的纠缠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完

全迷失了意义和直接的语境。也许，对于一个被一种自己无法

把握的力量推动着前进的人来说，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屈服

并倒退。但是除此以外，本雅明足以清楚地表明，他的天使，

无论怎样被动，还是超越了这种力量。他比其他人看到的更

多、看得更正确。他深入到了制约着普通历史观念的表象以

下在我们只看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了→场大灾

难"。但是他的确看上去"好像正要离开什么东西"一二正要

离开灾难。即使灾难元法避开，但这至少是第一步，一如既往

地不确定。本雅明的天使倒退着前行的未来方向一-被推动

着-一-既可能是一种"不断翻新的恐怖也可能是自由王国

的终极成就。第九论纲没有明说是哪种情况。尽管如此，凯瑟

尔的阐释还是试图给出一个答案。他在这一论纲中看出→个三

个层次的"知觉的非同一性即，我们"所具有的知觉，天

使的知觉以及这个形象实际上所传达的意思。，，@ "我们"所具

有的知觉，凯瑟尔正确地认为是"对事件链接和进步的错误看

法。"@但是他错误地把这种错误看法归咎于本雅明的第九论纲

中并没有出现的"那个"历史学家。这条论纲提供了→个足够

清晰的对比，对比了受到批评的历史主义的代表和"受到了马

a三 d注ω似d电F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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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教育，并且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对

于延续和进步的错误概念的批判所针对的只是前者。对于本雅

明来说，天使显然比历史主义看得更"正确因为他的观点

是本雅明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之

后，这个意象"究竟要说些什么呢?"而且，是哪个意象?克

利的?还是被本雅明的语言所阐释的?根据凯瑟尔的看法，这

个意象指的是"历史学家天使的意象便是从这个视角展开

的"，@这个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就在于在论纲中没有为这

种看法提供依据，而且这种看法也完全忽略了本雅明对克利的

天使的阐释，而同时又用第三个天使加以替代，这是凯瑟尔自

己创造的这个天使没带信息，他就是信息。"@他很快就成

了一种"普世的救赎意识"或一种"客观拯救的在场他表

现为一种"弥赛亚的力量和希望"并被提升到"上帝王国"@

的担保人的层面。对这种阐释的第一个反对论点是这样一个事

实，即，在第九论纲中没有这样的话，绝大部分的这种话在

《关于历史的概念》的其它部分，或在本雅明的其他著述中也

都找不到。本雅明从隐喻的角度所提到的天使被从语境中拉出

来，被按字面意思直接输送到宗教历史中(我们甚至想说"肉

体地被输送而这是不符合天使学原则的)。但这同时也意味

着凯瑟尔把→种神学上的因袭强加在一个世俗的作者的世俗文

本上了。第九论纲中的意象是一个把历史看做自然史的寓言，

但是天使是这个意象的一部分。他代表着真正的历史学家，代

表着对人类历史不抱有任何幻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了

"像我们以前的每一代人那样"使用所赋予我们的"微弱的弥

赛亚力量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身份看待历史-一

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而是本雅明第九论纲意义上的历史唯物

主义:历史是一场废墟"越堆越高，直向天空"的大灾难。历

史唯物主义--一根据前一个论纲一一懂得，一旦接受这种力

岛1后~户~~却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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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意味着一种"要求"。在关于天使的论纲中，似乎这种

要求不能够被承兑。但是奇迹般地把它变成一种"客观拯救的

在场这几乎就是对做出这种要求的死者的嘲讽。第九论纲

中的天使决不可能代表弥赛亚。这在以下这句话中是清晰可辩

的天使意欲留下，唤醒死者，弥合已被毁坏之物" (斜体为

作者所做)。尤其是在第二和第十七论纲中，本雅明使这一主

题意象-一回归( tikkun) 的真正弥赛亚的一面一一-让位于历

史学家，他的用意是在整个《关于历史的概念》中为之铺垫道

路。这就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本雅明的确是想用天使来

必 dαμ均ψ3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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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论纲中所碰到的弥赛亚的主题意象出自青年本雅明对犹

太教一一-尤其是神秘主义一神学的兴趣。@它对于晚期本雅明

重又发生适用性却全在于偶然一一出自 1937 年 3 月与麦克斯·

霍克海默的通信。本雅明为由霍克海默主编的《社会研究杂

志》写了《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与历史学家》的文章。文

章内有以下几句话历史唯物主义会发现文化这个概念本身

是成问题的，但是它又不能接受文化堕落为商品、成为人类所

占有的对象。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过去所做的事情是未完

结的。甚至任何时代所做的事情的哪怕一部分都不被认为是可

以轻易落入某人掌心的物品"。就此，霍克海默写信给本雅明:

对于过去的事情是否已告结束这个问题我已经思

考了很久。你可以坚持你的理论，但是我个人有个保



留意见:即我认为这是一个只能辩证对待的关系。关

于未完结的论断如果不同时结合完结来考虑，那将是

唯心主义的。已经过去的非正义已经发生并且结束

了。那些被致死的人已经确实死了。归根结蒂，你所

给与的是一个神学论断。如果我们把未完结性绝对当

真来对待，就必然要相信最后审判。我的思想已被历

史唯物主义所浸染，对此已不再相信。也许，在积极

和消极的未完结性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过去的非正

义、恐怖、痛苦是无法修复的。实践中的正义、快乐

和工作与时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积极的特征

大多被它们的瞬间过渡性所消解，对于一个个体的生

活来说，尤其如此，对这样的生活来说，死亡证实生

活中的不幸，但作用不了生活中的幸福。好与坏并不

以同样的方式与时间相关联。因此话语逻辑对于这样

一些范畴也是不合适的( II , 1332) 0 ~ 

收到这封信，本雅明立即给霍克海默回信:

我认为你关于往事的未完结性和开放性的附录非

常有意义。我想我完全能理解，如果我没有弄错的

话，你的观念与一个我经常考虑的主题有关。对于我

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直是如何理解语言中这个

古怪的辞格输掉 (ω lose) 一场战争或诉讼。"战

争或审判并不是争议中的议题，而是关于它的裁决的

问题。最后我这样给自己解释:对于一个已经输掉了

一场战争或诉讼的人来说，与此相关的所有事件都告

罄了，因此对这个人来说，任何实践的途径都失掉了

( any averuæ 0/ praxis 阳s 伽n lost) 。而对于另一方，赢

历
史
唯
韧
主
义
还
是
政
治
那
赛
亚
主
义
?

á?~卢咽加 A例 1353



J6句级共

家，却不是这样。胜利产生果实的方式与失败产生结

局的方式是大不一样的。这与易卡生的说法大相径

庭，易卡生说幸福产生于损失/只是所失去的就永

远失去了" (II , 1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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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既没有提到霍克海默关于唯心主义的保留意见，也没

有提及神学议题，所以这封回信似乎闪烁其辞、拖拖拉拉。本

雅明几乎不会接受关于唯心主义的指控，本来会对此加以坚决

驳斥。但是对于第二项指责他可能无话可说。这点从《拱廊计

划》中得到了印证，该书收录了上述引用的霍克海默的来信，

后面附有本雅明的评论对这条思想路线的纠正在于这样一

种反思，即，历史不仅是一种科学，也同样是一种记忆形式。

用科学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可在记忆中加以修订。记忆可以

使未完成的(幸福)完成，使已经结束的(不幸)尚未了结。

这就是神学;但是记忆赋予我们一种体验，这种体验禁止我们

完全排除神学来考察历史，正如我们也不应该直接以神学的概

念形式来记录历史一样" (V , 589)。因此关于往事的未完结

性定理具有神学性质这一事实对于本雅明来说，并不能构成批

评的依据。相反它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进行历史理解时不

可或缺的因素。本雅明在 1937 年给霍克海默的及时回信中没

有提到的内容，三年以后成为《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条论

纲。在此，作者把关于福克斯的文章中的几条立论结合了进

来，但是却没有提及引发与霍克海默争端的那几条。可以想见

的是，通过这次交流，本雅明第一次意识到，一旦将历史唯物

主义放入过去的未完成性概念中，将会对之产生爆破作用。@

在论纲中不再像在关于福克斯的文章中那样有关于把"往事"

视作不吉祥的"文化财富"的议论。而是，本雅明大多谈及广

义上的"过去"或"曾经并且在最难懂的段落中，谈及



"前几代人，. (694) 、"受压迫者的传统，. (697) 并最后谈到死

者(参看 695 ， 697)。在论纲中，本雅明并不是在"写"历史，

而是在展开一个关于历史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决不会排除

"内在于其中的神学概念"。因此《关于历史概念》的论纲有时

具有延续与霍克海默的通信的性质。它们试图在霍克海默公开

的唯物主义面前为本雅明思想的神学要素进行辩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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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马克思更为有力地将历史的未完成性结合到其完

成性上了。在《雾月十八》一一-本雅明所熟悉的几部马克思的

著作之一一一中，他看到"已经故去的前辈人的传统如同

噩梦一般"沉甸甸地压在"活着的人心头上"。@对于过去的革

命，如具有古罗马装扮的法国革命唤醒死者"可能还有些

意义， "19 世纪的革命:一一马克思指的是他认为即将到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一二必须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以便认清自己

的身份。，.i2I)本雅明在论纲中猛烈抨击这种观点:后来的人们不

能仅仅认可这样的事实，即，已经失去的(败北者自己的实

践)就永远失去了，死者已经再也无法得到实践的机会了，因

为另一种实践还可得到，哪怕只是史学研究的实践。历史唯物

主义者所写的历史把某种"关于过去的观念……作为自己的由

头" (693)。本雅明既没有在第二论纲中从概念上对此建构，

也没有在第九论纲中用隐喻来说明，而是用类比来论述。"救

赎的观念内在于幸福的观念中"一-对于个人和对于每个

个人生活的历史来说。这同样也适用于群体的历史中关于过去

的观念过去本身带有时间标示，借此指向救赎，. (693)。借

13历场ø;;ω彻电~~加幽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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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救赎这一神学概念，本雅明的确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只是

涉及了救赎的世俗形式一一-解放;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与马克思

的并行不悖。他并没有把救赎的任务指派给一个从外部介入历

史的救赎者，这是"我们"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本雅明似乎要对此加以补充说明，

人类因此首先使过去的历史具有完整性。"在前辈人和现在人

之间有一个秘密的协议。我们来到世上是预先期待中的事"

(694)。这昕上去有些神秘，但却具有唯物主义的内涵。正是

历史唯物主义者才"意识到" "过去对我们有个要求他们不

会像其他的历史学家那样"不花代价"地"了结"这个要求

(参见 694)。本雅明并不依赖由宗教所担保的弥赛亚:根据第

二论纲正如我们前面的每一辈先人一样，我们已经被赋予

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694)。一一至于人类被赋予的这种弥赛

亚力量如何实施，这在第二论纲中没有论述。但是本雅明毫不

怀疑将由谁来实施:即，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对于历史唯物

主义者来说，书写历史才不可分割地与"创造"历史联系在一

起，他应该拥有一种本身就成为历史实践、成为阶级斗争一部

~~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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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历史理论。

在第二论纲和倒数第一论纲之间有一种呼应。在前者中，

本雅明勾勒了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任务，而在后者中，他描绘了

任务实施的程序。在两者中，他都毫不犹豫地使用关于弥赛亚

的概念。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本雅明"特别"提到第十七

论纲正是这一节，借助对其方法的结论性评价，揭示了在

这些反复思索和我先前的著述之间隐蔽但顺理成章的联系"

(1226)。本雅明首先提供了一个对"唯物主义史学"的有说服

力的归纳，他把自己的著述归类在这种史学门下:它"建立在

建构的原则上。思考不仅包括思想的流动，同时包括思想的停

顿" (702)。这的确描绘了本雅明进行哲学立论的方式，这种



方式使用"思想意象.. ( Oenkbilder) ，以便将世俗的存在阐释

为一种表现存在以外的东西的迷一般的形式。在第十七论纲

中思想的流动"似乎凝滞，并伫立在"其固态"旁边:本

雅明还将这些观点相结合，使之成为悖论似的立论凝固的

辩证法"。他对思想流的静止状态的强调与传统辩证法关于普

遍转换的概念正相反，尤其是与黑格尔在主客体之间所做的等

同截然相反。在对辩证意象的构想中，本雅明一直保留着他早

期的、寓言思维方法的一些主题意象。本雅明从艺术中所发现

的成分对凝固辩证法理论至关重要。本雅明从史诗剧对社会状

况的离间技巧和政治说教姿态中找到了自己方法的原型，这种

方法不寻求借助移情和理解把自己同化到历史的时间进程中，

而是寻求从非联系的、具体的事物中，以观相术的方式得到其

确切的意义。认知一一产生于运动的凝冻-一是一些"思想的

闪现

在此，思想突然在一种充满张力的构型中停下，

它给这个构型一个震荡，借此它结品为一个单子。一

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历史课题时总是把它视为一个

单子 (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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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十七论纲包含有一个对唯物主义史

学的方法论的探讨，③这与更为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争议的联

系可能有些古怪，但却决不是与马克思本人的方法不相容的。

我们可以仅仅只引证任何)个读者在读《资本论》的开头时所

碰到的困难。在其第二版的后记中，马克思本人悻悻地将此描

绘为"表征方法"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第一章中对使

用价值、价值和价值形式的探讨只是给予了一种"关于物质的

生活"的"理想"的表征，因此它产生了这样→种印象，即，

岛7~~移/叫伽 M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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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及的议题是一种先验的建构"。@本雅明将马克思只是带

些歉意指出来的问题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了:他表明没有什么需

要致歉的。根据第十七论纲，这种表征中的所谓先验建构是一

种合理的建构。它立即从历史的张力中、从现有的历史构型中

将"理性形态"@提炼出来。马克思寻求把握"在运动的进程

中发展起来的每种形式"，@而本雅明的方法则似乎只包括一种

视觉的变化:历史摄像机的折镜被替换了。为了能够把握历史

的运动，为了能够认识被交流内容中的交流，流动必须静止下

来。官必须结晶为一种形态并被构建为一种即刻在场的东

西。③就历史以这种方式结晶为一个单子这个话题，本雅明继

续说道在这个结构中，他(历史唯物主义者)看出了弥赛

亚打断所发生的事件的迹象" (703)。把这→神学概念令人惊

讶地引人第十七论纲的语境，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使

在这里也不存在→个关于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的思想。同样还

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才导致了"对所发生事件的打断"。由于这

种"建构"的原贝则U ，借助他给予历史的这种"震荡

物主义者使之结晶为一个单子。正如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

t……是革命的咱一一样，本雅明对这个辩证法的"弥赛亚意

义"上的理解也同样如此:在此，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同样看

出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为受压迫的过去所进行的战斗

中→个革命的机遇"的迹象。没有弥赛亚，只有"他

唯物主义者对此有所认识" (703) 。

在第二和第十七论纲中，弥赛亚都是以形容词的形式出

现，如"弥赛亚的力量"和"弥赛亚的停顿但是在第六论

纲中，文本呈现给我们它的名词形式弥赛亚" (Messiah) 0 @ 

如同在第十七论纲中，这→论纲也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

作为事物来利用的"机遇"。后来的论纲，以第六纲为基础，

满足于泛泛而论使事物自己结晶为一个单子的"停顿"。在第

a三 dω仰电P3回

论
瓦
m
d特
·
不
挂
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还
是
政
治
部
赛
亚
主
义
?

六论纲中，这个停顿被更为精确地描绘为"危险的一刻"历史

唯物主义希望留住那个过去的意象，这种意象出乎意料之外地

显现在那些在危险时刻被历史挑选出来的人类萄前 (695) ，这

是一种"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695) 的政治危险。因此历史

的理解也被结合到阶级斗争中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斗

争的历史也就是以往所有社会的历史。本雅明毫无保留地把被

压迫者的事业、元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都看做自己的事情。"在

每个时代必须做出新的努力将传统从意欲压制它的墨守成规中

争夺出来" (695) 0 ..传统"一词对应上述的"传统的内容

它似乎表明本雅明在此所思考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史学在文化历

史的标题下所阐述的东西，其研究对象在第七论纲中被冷冷地

动辙"文化财富" (696)。在关于福克斯的文章中，对此也有

所提及。在那篇文章中，本雅明将关于往事未完成的神学观念

与文化"衰落"为财富、其特征为财产这一现象相关联。自从

马克思以来，这种现象一直被作为物化和拜物教来讨论。朔勒

姆在第九论纲中追溯弥合碎片的主题意象，这无疑是正确的。

这出自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所关注的巴罗克观念，

但是对于朔勒姆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它出自卡巴拉。但是必

须补充说明的是，本雅明头脑中还多一件事:本真的马克思主

义的认识，即被捣碎的"、"事物的存在"的腐败，都是建

立在其表面对等物上，也就是普遍的物化、商品的物符性质。

"传统的概念"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被扔给"墨守成规

主义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人类自身特定的社会

关系在一种狭义上决定着文化商品，一如它决定着商品，

这种关系"带有了物与物之间的虚幻的关系形式"@。历史唯

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桂除幻象，与统治阶级争夺传统。作为对这

一任务的解释，第六论纲继续写道弥赛亚将不仅作为救赎

者而到来，他还作为伪基督的征服者而到来" (695)。在历史

g丑B场功ω伽电9/伪咽汤w 幽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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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哲学论纲中，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具有直接的神学色彩了:也

剧再没有哪句话比这更表达他的唯物主义意图了。提到弥赛亚的
特|那句话阐释了前面的一句话，并且也要求前面的那句话阐释这

在| 句话。伪基督的形象是用来比喻"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墨守
明|成规主义"的。但是征服了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在阶级斗争中

的对手:无产阶级及其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否者，这就没有

意义了。"如果敌人胜利，甚至连死者都不得幸免" (ω5)。这

预告了第九论纲中的一个观点，即，对"唤醒死者"的希望。

在两种情况中，它都代表着对霍克海默关于被打死的已经真死

了、历史因此而完成了这→论断的答复。无论如何，唤醒死者

只是一种愿望。但是本雅明论点背后的动机是，如果没有这种

将愿望作为愿望来保存的愿望，他们还有可能第二次死去。在

《新约》关于伪基督的理论中一一它也采取了犹太教信仰一一一

"敌人"最终是"被征服"了( Revelation12: 1)。但在本雅明

的论纲中，胜利还没有把握这个敌人还在不断胜利"。

(695) 在写作论纲时，新闻中全是关于法西斯军队节节胜利的

报道。然而，他还在"煽动希望的火花他与受害者、与在

过去和现今的阶级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团结一致，他既意识到了

由他的事业所带来的"危险也意识到了它所带来的"机

遇这个人-一一"如果让本雅明来决定" (参见 1247) 一一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五

"在关于元阶级社会的概念中，马克思把弥赛亚的时代世

俗化了。而且那是应该是的样子。" (1231)，这就是对论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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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一项前期研究的立论。关于世俗化的原理不应受到怀疑，

尽管 1945 年以后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它又受到福音

教和其他派学院的青睐，并实现了某些反共作用。除了对狭义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外，马克思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

主义的教义一一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一一的确可以被看做对原

初宗教观念的世俗化。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有意识地挪用和修正

了某些冲学概念(出eolo伊men) :相反，神学自身的历史命运

替他解除了这种任务。它早已把自己的内容让与了伟大的哲

学，在那里这些内容又辗转进入马克思主义，尽管被修订并有

些难以辨认了。每当本雅明的语言在历史一哲学论纲中重新唤

起马克思概念中的神学本原时，这些观念的世俗化的内容也总

是被保留，弥赛亚、救赎、天使和伪基督都作为意象、类比和

寓言，而不是以它们本来的形式，出现在论纲中。本雅明从来

没有考虑过要再现马克思最终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工人阶级运

动在实践中所保存的东西。

尽管如此，如果在阐释论纲时不问本雅明为什么以这种方

式入手，那将是半途而废，在某些论点上，他把马克思已经

"世俗化了的"东西一-本雅明认为那是"应该如此"一一又

译回到了神学的语言中。本雅明的思想在总体上对隐喻表达方

式的强调足以使人不能仅满足于对他的隐喻、明喻、类比做简

单的说明。如果本雅明在此玩了一个游戏，那么必然有游戏规

则存在。如果这不仅只是任意的一一论纲的议题的极端严肃性

暗示不是任意一一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些规则具有客观和历史的

合法性。在上述引用过的、并已被部分结合到论纲的萃稿中的

《拱廊计划》的注释里面，本雅明清楚地说明了他头脑中所想

的史学形式那就是神学" (V , 589，着重为本雅明所加)。

另一个同时所做的、并且与此相关联的注释写道我的思想

对于神学正如吸墨纸对于墨水，己经被它所浸透，如果只靠吸

部1d豆 d主ω例却电9/~~移 M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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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纸，所写下的一切都荡然无存" (V. 588: 1235)。历史哲

京|学论纲表明，并不是全靠吸墨纸。显然，在思想的控制的背后
特|另有原因，它迫使思想原封不动地保留神学，使之重又宇迹清
本|楚。
雅|

明| 除第一论纲以外，其他论纲都没有提到神学或神学家，相

反只提到了受到马克思教育的历史学家、唯物主义的史学和历

史唯物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一对此本雅明要么进行推断，

要么试图阐明一一还不清楚。我们更愿意期待这种关系能够被

第一论纲所解棒，因为它的主题就是这种关系并且对于后面其

他论纲来说具有纲领的作用。

-主『
/\ 

一如第九论纲，第一论纲也包括→个意象(这次是取自于

文学而不是艺术)及对意象的说明。这是一个自动装置的机械

棋手，在 19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某个名叫约翰·纳普木克·麦

泽尔的人曾经用此装置在美国的狂欢节和集市上巡回演出，其

谜底被埃德加·爱伦·坡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所解破。@ "故事

讲的是一个自动装置，被构造得可以与人对弈且百战百胜，对

方每走一步，他都有一招来对付。→个身着土耳其装，口含水

烟筒的木偶坐在→副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的棋盘上，一套镜子装

置制造了一种幻象，似乎桌子的四面都是透明的。实际上-个

精于棋术的小罗锅坐在里面，用线牵着木偶的手走棋" (693) 。

但是与第九论纲的天使的意象不同，本雅明在对意象的说明上

又附加了他对两个角色的说明: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种装置的哲学对等物，被叫

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木偶一直是赢家。如果它利用

神学，就可以与任何人相匹敌，然而，神学在今天，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枯萎，不得不隐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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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

那么，小矮人和木偶，神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互相关

联的?

历史唯物主义与"神学，这个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装置发动

起来的天才"绝对不是等同的，这既不能用于如凯瑟尔所说的

"以下论纲即将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用于任何形式

的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在意象中还是在对意象的说明中，在

互不相联的两个角色之间都没有同→性，木偶和小矮人是并且

一直是互不相联的:一个坐在桌子上的棋盘前，另一个缩身在

下面的盒子里;小矮人能够思考、分析、进行综合，他引导木

偶的手，这只子，就其本身而言，只是被操作的对象:它不能

作出任何没有事先规定好的动作。木偶着土耳其装绝非偶然:

这是用来制造假象(即正如德国但语所说 put up a Turk。

Turk. 在德语中有"伪装"、"假象"的意思)。然而是小矮人

引导木偶的手;他"牵动着线绳"。尽管木偶是一个无生命的

东西，小矮人却十分活跃。在本雅明对这个意象的阐释中，这

些关系似乎变动了，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神学却绝不融合。历

史唯物主义"利用神学它是控制者，而神学却是干活的仆

人一一可以说，他必须照管思维。尽管哲学曾经-度被认为是

神学的仆人，神学现在却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仆人。当然神学

所承担的任务并不是被指令给它的:相反，它是专家。但是它

只有在为了主子的利益时才能做点事:在封建主义体制下，情

景在原则上与此无大区别。在本雅明对这个意象的阐释中，有

l揭3场拍ω彻移卢咽喝彩 M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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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小矮人并不像这个意象本身引导人们去期待的那样也

"利用"无生命的木偶，相反，主人和女仆之间的关系是倒置

的，这将有生命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统治对象并揭示了

"有形者"才是那有生命者和积极者。这可能是指黑格尔把封

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作为一种统治与奴役的辩证关系

而做的定义，也指马克思对作为无所不在的物化而存在的发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

然而在第二论纲中截然分离的两个角色的确联合了，尽管

并不完全等问:他们共同构成自动化棋手的形象。木偶和矮人

与棋盘和桌子都是构成自动化装置所需要的。只有当神学和历

史唯物主义齐心合力时游戏才能开始一关于历史的真正概

念的争议" (1247) ，在文本的早期笔记中，但也主要是指真正

的阶级的真正的斗争。只有作为联盟，这两者才能在历史的战

场上与任何敌人相匹敌。这样一种简单的辩证法一-A 由 B 所

中介而产生 C一-一毫无疑问已经在话语中挑明了。

事实上，结果也许没有那么扑朔迷离。相反，本雅明用形

象进行选择，而且是一个两者交换位置的形象:矮人(神学)

并不是始终不变一-活的。这个自动装置也和木偶一样没有生

命。或许，这个自动装置已经代表着死亡与废墟的旷野，即在

第九论纲中在天使面前向前延展的历史--一一个有生命之物

旦也死亡、成为尸体，就只能成为无生命装置的一个组成部

分。本雅明是要表达这点吗?但是在这个意象中，矮人的确有

生命。他事先策划走棋招数，而且的确是在牵引木偶的手。这

也同样适用于这个意象的内容:本雅明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神

学之间找到一种合作形式，它们可以以这种形式参加斗争，它

们稳操胜券。但是至少在战斗的开始，必须认为对手是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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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论纲中，意象与解择是背离的玩赢游戏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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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中是确切无疑的，在解释中却并非如此木偶应该永远

胜券在握"。谁说是这样?无疑，是本雅明最初这样说，他又

明确补充了→个说法如果由我来决定" (1247)。对于一个

采取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来说，对阶级斗争结局的主观

意愿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如果这种立场的选择不仅只是唯意志

论主义的决定，就必须由历史来判决。决议必须搜寻思想正如

它被思考所搜寻，且无产阶级的胜利应该是在客观上不可抗拒

的。但是这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利用神学的服务"时，才能

如此一-至少对于本雅明来说。但是在第→论纲中，历史唯物

主义是打引号的，无疑是表明那种缘自于马克思但是从此后被

前苏联的政策割裂并败坏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

义正是不利用神学的服务，这对于本雅明来说似乎意味着比赛

的结局令人怀疑。"历史唯物主义要永远胜券在握

说任何确切的内容，反倒有一种重负悬在祈使与操作的意义之

间。只要历史唯物主义蔑视神学的服务，就无论如何不再能够

"轻易战胜任何人"。在此，必然重新出现的问题关乎"赢得"

这场历史性比赛的必要条件。带着这个问题，本雅明已经不言

自明地告别了对纯粹的历史"概念"的研究。在后续的论纲

中，对可行的历史实践的追寻已经被足够清楚地阐明。第一论

纲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再能够完成自马克思以来历史唯物

主义所提出的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要求。在后续论纲中所提

及的、不打引号的历史唯物主义元疑与第-论纲中的所指的历

史唯物主义并非等同，而是对它的矫正。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

义要含盖一种尝试，即建立一种实践的理论，这是一种不同的

实践，它能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有机会在

"比赛"中，即阶级斗争中，获胜。的确，这似乎就是《历史

哲学论纲》的意圈。历史唯物主义曾经试图借助改变哲学来实

现哲学。@但是同时，对于本雅明来说，它也丧失了与现实的

部Sd品 dωØe/阳路出幽份1



关系一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义上"具体真理"。在本

雅明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神学的关系的论纲中产生了一个悖论

式的局面，为了能够再次赶上真正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必须

回归，超越哲学而回归神学。假定，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将要

获胜但是能够获胜，就要求一切学科中最精神的学抖来服

务。问题还是，本雅明的尝试是否成功;历史唯物主义与神学

的联盟是否确实能够产生新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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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朔勒姆说， {历史哲学论纲》代表着本雅明"从斯大林

一希特勒和约所带来的震惊中的彻底惊醒"。作为对这一和约

的回答，他将这些论纲朗读给一个和他一样的流亡者和朋友，

作家索马·莫根斯坦昕。@确实，这些论纲是出自于当时似乎越

来越令人绝望的政治形势;然而用另一种政治来替代，这显而

易见是本雅明在论纲中隐藏的意图。

早在 1924 年，当本雅明刚刚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时，他就

发现在共产主义领域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是以

这样一种方式定位的，即尽管有差异将两者相分离，然而正是

在此确切找到了与实践相关联的理论的洞见"。@最初，本雅明

所参与的是共产党的政治;相比之下，至少在 1933 年以前他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并不高。但是他将注意力转向超越了

文化政策领域以外的政治实践也并非十分情愿。他在莫斯科逗

留的两个月中，从 1926 年 12 月上旬到 1927 年 2 月初，斯大林

与托洛斯基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本雅明在莫斯科逗留

期间所保留的大量杂志中儿乎看不到任何对这些对抗的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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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抗的结局一一在当时也是未决的一一却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后来年代共产党的政策。 1931 年 7 月，本雅明还期待着

同年秋天德国会爆发内战@他似乎没想到过共产党反对"社

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同样早已被"他们与时共进的信念"所

败坏 (698) ，这是本雅明在 1940 年的论纲中针对第二国际民

主主义者的批评。作者的确背叛了他自己的阶级，但是他不能

仅以此为根据加入无产阶级，因为他还依赖资产阶级的出版来

再生产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只好让自己关于政治实践的强烈疑

问由本国共产党和邻国的苏维埃国家的存在来联合给出答案。

本雅明更为强烈的需要是在德国爆发法西斯主义以后以及在他

移民的初始阶段保持与政治现实的一种稳妥的关系，尽管在

PCF 和流亡的德国共产党问题上本雅明有所保留(当然，关于

文化政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还是最重要的问题) -一一有些保留

涉及面很广一一但是很久以来他一直准备赞同前苏联的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走得很远。莫斯科大清

洗第一次使他感到有些迷惘。 1936 年 8 月 24 日对季诺维耶夫

和加米涅夫的判决下来了并在第二天付诸执行。 8 月 31 号本

雅明又写了一封信给霍克海默我自然是密切关注俄国的事

态。在我看来，找不到答案的并非我-人"。@在红军中所进行

的"清洗"发生在 1937 年，他在给霍克海默的另一封信中写

到对于苏联眼下的状况我完全迷失了线索"。@皮达可夫和

拉狄克已被枪决，在第二年的 3 月，布哈林和李可夫则在受到

两次审判后被枪决。在这以后，就布莱希特的政治立场问题，

本雅明从丹麦写信给霍克海默 z

上个月我们(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之间就这个话

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现在在我们对苏联的立场问

我如今认为我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在我看

~$;ω伽电F卢咽必~ J&仰

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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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个"我们"应该被允许包括布莱希特，因为我

们能够看到苏联是一个在确定其对外政策时并不是以

a二 d品附仰挺沼

帝国主义的利益为根据的大国，因此是一个反帝国主

义的大国。由于我们这样认为，至少在现在，并且持

最严肃的保留意见，我们仍然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

或在对这样一场战争的延迟中，苏联是我们利益的代

论
瓦
尔
特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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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理人。这个代理人是要价最高的一个，因为它要求我

们做出牺牲作为回报，这尤其侵犯了我们作为生产者

(文人)的切身利益。布莱希特几乎不可能否认这点，

因为他没有看清的是，眼下充满恐怖的苏联政权是一

个人的独裁。⑥

本雅明在一则评判自己所写的对第三首"城市居民"诗的

评论的手记中说得更加清楚，这则子迹或许写于给霍克海默的

信之后不久(参看 11. 557任)。总之它对《城市居民读本》的
作者提出了严厉批评:

[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恰如其分地指出. {城市居

民读本》的有些成分只不过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实

践的理论构型，这将是对这些诗的预言特征的证实，

这是我提议的，但是是从一个正相反的分析的角度提

出来的。的确，这些诗的主题部分确切地反映了由共

产党中最恶劣的分子和民主社会主义中最不择手段的

一方所共同遵循的行动路线。布吕歇尔对我对《城市

居民读本》中第三首的评论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希

特勒并不是第一个把一种施虐狂的成分通过对准犹太

人而不是剥削者而寻υ、到这里所描绘的实践中来的

人。相反，这种施虐狂成分在布莱希特所描绘的"没



收没收者"行为中就已经存在。在诗的结尾处所补力口

的这句话一-一"这就是我们向我们的父亲说话的方

式"一一证明，这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没

收者的没收，而是为了更强大的没收者，即，年轻的

没收者的利益。所补加的这行诗暴露了这首诗与阿诺

德·布龙能的令人怀疑的表现主义小团体的态度的共

谋关系。也许我们可以假设，与革命工人的接触可能

阻止了布莱希特对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实践带给工人

运动的危险错误进行诗意的赞美。无论如何，以我所

采取的形式发表的评论是一种虔诚的伪造物，一种对

布莱希特为了主题的发展而共有的罪过的掩饰。@

最后，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本雅明就"我们的事业"问

题写信给霍克海默其轮廓与左翼和右翼学者们的一般见解

都截然相反，其清晰度令人生畏，因为它为那些靠自己的能力

独立思考的人们的孤独建立了标准。"@

1939 年 8 月 19 日，苏联与民主社会主义德国签订了→项

贸易协定， 8 月 23 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一同时签订了分割

东中欧的秘密协定一-9 月 29 日签订"友好条约"0 1940 年 6

月斯大林庆祝德国占领巴黎，公共建筑上班旗招展。在对苏联 1m
国内政治的立场上，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相类似他要在流亡

中等待红军"。@因此以本雅明将他的立场的变化主要建立在苏

联的对外政策上为由来指责他的犬儒主义就过于简单化了。奥

斯卡·耐梅特最近在他关于布洛赫为大清洗正名的一篇文章中

描绘了 30 年代由于斯大林主义政策使得革命知识分子所必然

面临的"身份问题"。@就清洗问题来说，本雅明至少表面上似

乎能够处理，但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使得他也必须为自己

找到个人的出路。历史一哲学论纲可以证明这个文本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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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尝试。在第十论纲中，本雅明对他"在此"一一并在全部

论纲中一一一直酝酿的"思想"阐述道在这样一个时刻，

当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原本寄予希望的政治家们已经认输了

并且以出卖自己的事业来证实自己的失败，这些意见是为了使

那些被叛徒们所布下的罗网困住手脚的政治凡夫俗子解脱出

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在逻辑上只能将

希望寄托在苏联政客以及与苏联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身上。尽

管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后面的三个论纲中也被探讨，他们在当时

却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代表希望的所在。希望已经在战争

伊始就被法西斯国家的胜利所粉碎。至少莫斯科大清洗已经向

本雅明明确展示了"对自己事业的背叛"已被希特勒和斯大林

之间的和约所确定。以下三个标准中的两个一一这些只是"同

一件事的三个方面"而已一一都适用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

义者政客们对进步的顽固信念"以及"他们对‘群众基础'

的信心"。但是这些也描绘斯大林关于强行工业化和强制性农

业集体化的政策，以及通过在党的领导层中谋杀自己的对手、

建立能够从强制劳动营征集整整占苏联劳动力三分之一人员的

"工业预备大军"来创造一个"群众基础"。@最后，在第十论

纲中为政客所列举的第三个标准明确指向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

治他们顺从地与一个无法控制的机构结合在一起.. (698) 。

在历史一哲学论纲中，本雅明已经懂得了我们惯常的

思维要想接受一种不与这些政客们继续奉行的思维共谋的历史

概念，就要付出高昂代价.. (698)。由于这就是论纲确切的意

图，因此也很明显它们究竟离马克思主义有多远。同样，对于

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当他们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

"独立的哲学"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中介"。@在这以后，恩

格斯不厌其烦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再也用不着"一种高高在

上于其他学科的哲学"了~马克思主义史观已经"结束了

a三 dω仰移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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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领域中的哲学"。@相比之下，本雅明两次在论纲

中以肯定的方式回归哲学慨念。第一论纲就将神学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关系描绘为一个与棋手形象对应的"哲学对等物"

(693) .由此将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一个哲学门类。在第八论

纲中，甚至连柏拉图都被派上了用场我们正在体验的事物

竟然在 20 世纪‘还'有可能，眼下，对此所感到的惊叹是非

哲学性的" (697)。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表明，需要有一种

哲学的惊叹。本雅明试图将"政治的世俗之徒们从圈套中解脱

出来他们被已被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管理人所束缚，而

官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堕落为一门为斯大林政策提供合法性的科

学。"世俗之徒"一词是偶然拈自歌德的一首诗，这首 1774 行

的诗作的最后几行收录在《诗歌与真理》中似乎沿着爱玛

斯大道/我们风暴般急驰/大道两旁有先知昂首阔步/大道中间

有我这世俗之徒"。@歌德在一次莱茵河上的航程中不得不听完

宗教狂热分子拉瓦特和巳塞多的一场辩论，所以他能够利用

"小公鸡"和"大马哈鱼"这些具有反讽意义的遁词。但是

"政治的世俗之徒"→一本雅明自己一→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

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因此他以哲学为遁词修道院

布置给修道士们思考的主题是用来使他们摆脱世界和世俗事物

的。我们在此展开的思想也出自同样考虑" (698)。但是本雅

明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可能长时间脱离"世界和世俗事

物甚至也不希望这样做。

八

《历史哲学论纲》把一种编史理论和一种关于历史的真实

371 á?a1;;ω伽电F卢咽汤w 幽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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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样方式加以编织。"政客知道得最清楚" (1250) 是在第十

六论纲的变体之一中所使用的一个词组，本雅明认为，这也应

该被历史学家所学会。根据另一个变体，为了做到这点，就需

要有一种关于现在的概念，这种概念使人能够"形成"一种

"编史学与政治的中间关系" (1248)。论纲所意欲的历史概念

的具体意图是"更加坚定我们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立场"

(679)。本雅明远离那些"背叛"了这一斗争事业的政客们，

在这一过程中也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样做时，他立即着

手建立一个不同的政治实践的概念，这将适宜于对历史唯物主

义事业的追随。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最初失败

就在于"以进步的名义，其对手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常规来对

待" (697)。它的理论和实践都形成于→种"并不遵循现实，

却被变成教条的要求" (7∞)的进步观念。本雅明对历史唯物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修正自然就以对"进步观念本身的

批判" (701)~为出发点，论纲采取了一种着重强调历史的非连

续性的观念来取而代之。

历史总是既包括连续，也包括非连续。"普遍接受的对历

史的表征，它所珍爱的是不断产生连续性。它所器重的是那种

后果已经穷尽了的过去事件的成分" (1242)。那些自我保存下

来的历史中的一些部分总是事后追溯性的:作为最后审判的世

界历史。"历史的连续体也就是压迫者的连续体" (1236); "所

有的统治者都是那些在他们之前就实施征服的人们的继承人"

(696)。正如实施统治的压迫者以血腥开辟了真实历史之路，

在胜利者的编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一个连续体的概念"

"夷平其道路上的一切(1236)。一种历史的"新开端

(1242) 一种对史前的结束和历史的开端，从这个立场来看，

还杳元音信，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本雅明"认为，逆眼下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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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潮流而动，就是他的任务"(697) ， ..哪怕需要火炮也在所不

辞这是原稿中的话(1241) 0 ..惯常所接受的"编史学"忽

略了传统断裂的那些地带。这些地带正是为那些试图跨越这种

编史学的人们提供抓握处的粗糙边沿和凸凹点"0 (1242) 为了

能够跨越压迫者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坚持被压迫者的

历史。但这是一种"非连续体" (1236): 反复从头开始而无结

果，这是那些不成功者、那些主流编史充其量只是对其保持沉

默的人们的"无人知晓的劳作"。然而，历史的非连续性还是

能够"提供一个抓握点"。正如更强大的群体的历史是由"事

件的连续体"所构成不连续体的观念也就是真正传统的基

础" (1236)。当然"传统，作为非连续性的过去" (1236) 并

不是什么像历史学家"重新讲述"历史一样可以"重新讲述"

的东西(1240)。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消除历史的"史诗时刻"

(1240) 并将历史"阐棒"为一如既往的非连续体(702fI. )。

历史唯物主义不再通过在思想中重复胜利者的战斗而重建历

史。相反它促生一种运动的冻结历史的任务不仅只是使被

压迫者能够得到传统，还要使他们能够创造传统" (1246) 。本

雅明称此为一种由历史唯物主义所带来的"弥赛亚的中断"

(702fI. ), (就是这些字的字面意思)因为它为被压迫者寻求迟

到的正义，寻求从历史的魔咒中的最终解脱。

"编史学中解构或批判的成分在于对历史连续性的爆破"

(1242)。本雅明暂时撤离政治实践，甚至将思想转向一种修道

院所规定的"沉思默想"的态度，但是他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取

得的关于历史理解的概念也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的程序(或就

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欣赏这种中介的历史学

家在处理历史事件时不再把它们当做互不联系的对象，而是与

"制造"了历史的人民统一起来历史知识的主体是正在斗争

的、被压迫的阶级自身" (7∞)。以这方式修正过的编史学

1373 d磊~~配拗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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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在《拱廊计划》中，本雅明说它必须经历一场"哥白尼式

的变化"15&一一具有其基本要义 (fundamentum in re) :这样一

种认识，即，他们将要使历史的连续体土崩瓦解，正是行动中

的革命阶级的特征" (701) 0 1848 年革命以后，从自然历史的

角度对历史进程的构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越来越清楚。按照这

样的构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财产关系的分裂并最终导向

更高的社会形态，而无产阶级的行动只需最后将革命的邮票贴

在这种社会形态上即可。在论纲中，本雅明以另外一种选择来

抵抗这种模式，这将赋予革命行动本身一种新的意义。对于他

来说，无产阶级一一一自从它放弃了作为党和党的机器的历史臣

民的身份，并最后退步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人政"中去以

后一一就不再适于做一种不屈不挠地进步发展的掌印人了。借

助对比，本雅明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被忘却了的本质:它是一个

"复仇的阶级必须重新学习它的"仇恨和牺牲精神" (7∞)。

因此毫不奇怪，布朗基的名字与马克思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语

境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曾经谴责布朗基只是一

个"行动的人 o 1874 年，恩格斯指责布朗基主义者具有一种

"孩子般的幼稚，把急躁盲动当做在理论上具有说服力的论

点 !"ø但是本雅明在 1归0 年的论纲中也决不是没有这种行动主

义的幼稚，他的"历史观念"寻求最终"将长期以来没有被动

员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破坏力带回战场" (1240)。本雅明在

他的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关系上是未做结论的。他认为

他的观念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已有预示，作为一种先行，这点是

确定无疑的，但是他也没有忽略他们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这一事

实。在一则出自论纲手稿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笔记中，他写道:

"马克思著作中仇恨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好斗性。将革命的破

坏与救赎的思想相互联系着魔者"0 (1241)这是一种尝试，试

图将不可和谐者统一起来。谢尔盖·涅恰耶夫是俄国的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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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义者，他与巳枯宁在 1869 年合作写过《一个革命者的

教义问答》。他在莫斯科对→个学生的暗杀成为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小说《群魔》的原型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他们的文

章《论巳枯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民主联盟严中论述过涅恰耶

夫。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失败和它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的变节

而导致的绝望，并不能使这种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对为了革

命破坏本身而实施革命破坏的批判丧失有效性。革命的急噪情

绪也不能跳过"所有的过渡阶段和妥协这些并"不是由他

们一一那些急躁者一一所发明，而是产生于历史的发展"。@同

样破坏的能量" (d臼tructive energi臼) (1丑。) "破坏的力量"

(destructive power) ( 1246) 或"破坏的冲动 (destructive im

pul时(1242) 不可能被变成理性的政治实践。由理论合理地

从实践中提取的冲动是对作为"救赎理念之表征"的"革命性

破坏"的记忆，如果将冲动作为实践直接重新引入行动，将是

倒退的一}一事实上，将属于那种与直到今天仍在进行的"在自

然的控制方面的进步" (699) 所同步产生的"社会的退步"的

一部分。

本雅明一直试图建立"历史时间的非连续性及其政治

和实践上的补充工人阶级的破坏力量以历史唯物主义

史观为基础" (1246)。这一努力最终产生了支配第九论纲中意

象的关于历史"就是一场大灾变"的史观。"灾难即历史的连

续体" (1244) ，这意味着对进步是一种全盘的、而不是个别的

否定。"灾难就是进步，进步就是灾难" (I且4) 一-因此历史

变成了一种一直延展到现在的神话性的永垂不朽 (nunc stans) 。

"进步的概念应该被置于灾难的概念上。‘事情就这样发生着

这本身就是灾难。它并不是那种存在于未来的事物，而是永远

已经存在的事物" (V , 592)。因此，这样一个命题，即在某

一个时刻它将不再继续，就不能被包含在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

375 场~户'即加报切



的目的论中，也无法从人类的历史性劳动中寻求，这种劳

动一一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看一一-抓住当今的内在矛盾并

推动它们来达到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如果"我们生活在其中

的‘紧急状态'不是特例而是常规" (……) "那么我们将清楚

地认识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带来一个真正的紧急状态"

(697) G 这个由革命所产生的"真正的紧急状态"表现为历史

的他者 (the Other of history) 。这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结束，

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马克思并不是这样想象人类社会前史的

结束。而且那个能够带来这种紧急状态的革命也与马克思所希

~，M叩改)-a二d;;a加W~Je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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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相去甚远:这是一种启示录意义上的破坏，

一种末世学意义上的完结。那个把自己伪装成"历史的天使"

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

唯物主义始终迷离在对世界的神话性构造中，它完全不能够转

向未来，@更不可能对建立"真正的自由王国"有所增益。马

克思知道这个王国"只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才能兴盛气就建

立这样一个王国这一问题，马克思干脆补充道缩短劳动时

间是先决条件"。@在论纲中，本雅明与这种冷静大相径庭。在

他的青年时代，他推行一种"社会进取的精神在他看来，

这种精神可以产生于"最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理念和产生在

基督教修道士社区中" (II , 79)。后来他对索莱尔的总罢工理

论持同感( II , 17争-203) ，甚至在早已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以后的 1929 年，他还试图"将造反与革命结合起

来"。这种造反将带有"从巳枯宁以后"超现实主义所最早具

有的"激进自由概念"的印记( II , 306)。与所有这一切相吻

合，本雅明在 1问0 年的论纲中关于政治实践的理念与其说具

有马克思主义的冷静，不如说更具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狂热。形

成了一种既有乌托邦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布朗基主义因素的浑浊

的融合，所产生的是一种政治的弥赛亚主义，但又既不把真正



的弥赛亚主义当真，也没有真正变成政治。

这在本雅明关于革命的概念上，尤其如此。"完全是为了

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政治的利益，无阶级社会的概念才需要被

重新赋予一种真正的弥赛亚的面貌" (1232)。无产阶级的革命

政治将不能为了有利于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开始，而是应

该正相反:这只是重新开展革命政治、为了革命而革命的原

由。在另-个变体中，借助引用马克思，本雅明的确坚持认

为关于弥赛亚时代的理念"必须要在"关于无阶级社会的

理念"中得到世俗化(参照 1231)。但是这种世俗化的工具被

物符化了。目的与手段一一元阶级社会和革命一一被颠倒了:

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尤其是布朗基，在此似乎比马克思更具说

服力。@ ..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事情完全与此

不同。也许革命是正在乘坐这列火车的人类伸手去搬动紧急制

动器" (1232)。假设这是对一种客观的两难困境一一-即，截止

1940 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本雅明不得不承认，世界历

史已经走上了他所寄希望的政客们无法把握，甚至推被助澜的

行程一一的绝望表达，那么伸手去搬紧急刹车制动器-一革命

即启示录一一因此也不是一种更好的政治，只是明希豪森用自

己的辫子将自己从泥雷中往外拖的企图。"在现实中，没有哪

一刻不带有自己的革命的机遇" (1231)。这不是对现实的分 li
析，而是无力的宣告，宣称尽管现实状况制造了许多障碍，救

赎指日可待。因此革命变成了"一种在历史的旷野中的跳跃

"马克思用以理解革命的辩证的跳跃"。但是这种跳跃既不是辩

证的，也不是马克思理解革命的方式，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

"空旷"的历史，对于他来说，历史是"由每→代新人所采取

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因此是个体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在

历史一哲学论纲中，本雅明打算跳出历史唯物主义，进入什么

都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弥赛亚主义。因为从社会现实中，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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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能够看到可能产生变革的"生存的物质条件他得出

结论无阶级社会〔……〕并不是历史进步的最终目标，而

是不断受挫的打断历史进程的努力的最终成功" (1231)。因

此时间的每一秒"都应该是"一道弥赛亚可能进来的窄门"

(704)。论纲的神学化的术语宣告了两种声称:它试图在弥赛

亚的概念范围内保存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在弥赛亚时代的范

围内保存无阶级社会和在弥赛亚的力量范围内保存阶级斗争。

同时，还没有到来的革命被认为正如弥赛亚，随时都会来到门

前。在那里，在某种历史的遥远处，它可以立即装配出来一个

无阶级的社会，尽管这样一个社会在此处无影无踪。把唯物主

义重新转换成神学，难以避免两者都丧失的危险:世俗化的内

容可能解体，而神学的观念可能化作乌有。

d品均硝响归378 

论
瓦
m
d特
·
本
挂
明

九

本雅明的论纲不啻于一部为城市游击队所编写的手册。显

然，作者并不是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盲动 (actes gratuits) 或布

朗基主义的暴动作为一种 20 世纪中叶的政治方法来推荐。文

本的理论内容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并没有采取实践性"指令"的

形式。至少在此，并不仅在此，本雅明的确坚持了一种本真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关于客观真理的基本原理宣布了谁

是对实践的绝对第一性的倡导者:事实上，在真理中没有比这

样一种实践更抽象了，它"通过将康德和费希特所声明的实践

理性从极端资产阶级的立场给予第一性地位而使理论解体"。@

马克思由于按原意理解黑格尔而由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反思所

引领超越了主观唯心主义:发现了在每一种不仅仅是对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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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进行实证主义归类的理论中所包含的实践性目的( te-

108) 。历史唯物主义所意欲的断然实践并不将自身放在理论的

位置上;它是理论本身变成实践性的一一与实用主义正相反，

→种虚幻的实践，其中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始终难解难

分。无政府主义中的理论成分在本雅明的论纲中可被认为就是

这样一种内在目的 (immanent tel，倒) ，而不是一种为革命所提

供的烹制法只有那些试图将论纲当做一份"指令"来读解的人

-一一而实际上这从来不是论纲的意图一一才可能从中得出对于

政治实践来说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本雅明并不想要这样的结

论:对这些结论他几乎没有意识到，他甚至下意识地害怕这些

结论。这有助于解释在本雅明文本中的捉迷藏游戏。他的政治

内容藏在人们最不可能去搜寻的地方 1 藏在其神学语言的假面

背后，但是论纲对于 1940 年间马克思主义状况的无可比拟的

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对革命实践的重建，它们所不可能完成的事

情。它们代表着一种双重记载，既记载了这种理论的客观衰

败，也记载了一个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为自己思考"的理论家

的孤独。本雅明在"用极大的努力，也许已经在鼓励那最终的

威胁咱的情况下写成了论纲。这些巳经不仅只是宇面意义上

的、基本上省略了冶证、只剩下几句说教词语的论纲了，远非

如此，它们恰好在那些最具争议意义、并顽固拒绝被转换为话

语语言的思路上运用隐喻的语言。太多的内容似乎被收集进了

只有几句话的论纲中。它们使自己被思考，并要求被进一步追

索，但是它们几乎不允许→种完整一致的阐释。这些论纲甚至

缺乏→种规定的一致性，更多具有的是一种可行性推论的特

征，甚至还带有一种"似乎 (as 川的成分。本雅明有充分

的理由不愿意见到这个文本发表:他不仅想避免被误解，也许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篇文章没有完成。正如《拱廊计划》一

样，论纲也是一些断篇。它们试图以严谨的形式预示如何将

3甜d后~/彷喃拗幽销其



J&馆æ

《拱廊计划} ..奠定"在知识论的基础上。甚至在他动笔之前，

本雅明就知道这样一项研究应该眼随在"物质证明"一一《拱

廊计划》一一以后，而不是在它之前(参见 1224)。此外，任

何一种阐释都违背了论纲，因为它都必然将各种成分压缩进

个统一的思路，因此都以某种方式对之实施了统一化。但是文

本中的许多成分都是互不关联地并置，或有时相互对立、相互

矛盾。很清楚，本雅明的神学语言最容易受到这种统→化的伤

害。因此试图从这种语言中推导出一种政治内容的尝试就不能

声称已经彻底分析了历史-哲学论纲中神学思想的功能。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正是本雅明对神学的求助才是论纲的被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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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真理内容。

安德列·纪德 1936 年参观莫斯科回来后，在《重返苏联》

一书中对此次参观做了报道。这本书无论从相同还是不相同的

意见方面都深深吸引了本雅明，纪德描绘了正在开展的"针对

一种说教"的反宗教斗争而那种说教，毕竟曾经带给世界

一种新的希望和在那样的时代所能想象的最非凡的革命激励。

〔……〕在此，人们无须嫉妒我的教养留在我身上的残余、我

早年的信念，我会以同样的方式谈论希腊神话;在希腊神话

中，我也认清了一种深深的、持久的构型力量。在我看来，去

信仰这些是荒唐的，但是对我来说，忽略它们内在的真理、对

之嗤之以鼻同样是荒唐的。"0是霍克海默在 1937 年写信给本雅

明，说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宗教又成为眼下的核心议题。"

"你是否熟悉纪德在《重返} (……〕中就这个问题的评论?我

发现这些评论非常有意义。"@本雅明回信道我收到你提到

纪德的信时正准备读他的书。关于宗教那段话是非凡的，也许

是书中的最精彩之处"。@这也可以解释本雅明在三年以后所写

的论纲中把神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后者不再抽象

地拒绝宗教的真理内容，而是重新开始保卫自己的真理。它应



该"利用神学的服务"以便重新获得"革命的激励"。任何这

类激励都早已从官方唯物主义僵化的理论中消失了，而苏联政

治的实践则用暴力和一个最残暴统治的机器对之加以替代，用

重工业建设领导着群众向前迈进。本雅明对"无阶级社会"的

真正的弥赛亚面貌的强调，从另-方面来说，也使人想起马克

思的洞见，即"如果不打破每一种屈从的形式，就不可能打破

任何屈从形式。"。在历史(包括斯大林所写的那一章，在这一

章中，必然性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借口)和被预言的自由王国

之间还是存在着一道深渊。神学希望弥赛亚的到来将会弥合这

道深渊。"被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木偶将会永远胜券在握"

(694) 就此而言，甚至在后来的论纲中，对于本雅明来说，什

么也没改变。然而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却成了徒有"其名"的

"木偶一个只是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名的稻草人。但是还

应补充的是，借用的说法，这只是一种援引马克思已经解秘的

东西的"鹦鹉学舌"。并不是本雅明在这些论纲中重新唤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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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认为到 1844 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的对宗教的批判。莫

斯科大清洗中新一轮的宗教裁判以及紧跟党走的公务员们表达

认同的虔诚姿态都在客观上应该受到批判。本雅明的论纲完全

符合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具体性的要求:它们标志着在一个特定

的历史时刻思想在客观性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但是并没有提供

一个关于历史性本身的本体论。只要神学的世俗内容被保存在

工人运动中，神学可以被放弃也无伤大雅。但是当阶级斗争为

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 (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具有残酷

的反讽意味的词语)而在集权的国家停滞时，甚至连神学的理

念都有了新的合适性。于是历史唯物主义又一次必须"利用神

学的服务"一--作为一种警示，它提醒人们，历史的废墟堆并

没有继续堆积，它并没有一直堆向天空。正如真正的神学指向

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第-次更清楚地解择了神

l招1ás d;;彻做移~倒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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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时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神学那里得知，救赎要么是完成

译)(郭军

的，要么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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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洼

(Bertolt B陀cht ， ArbeitsjoUITUÚ , Vol. 1, ed. Wemer Hecht (Frankfurt: 

Sul由amp ， 1叨3) ， p. 294. 

②α. ibid. , p. 16. 

③以下页码前面凡是未注第几卷者均指本雅明德文全集第一卷。

( Hans Heinz Holz , ..阳sma:阳hes Denken." In uber Walter Benjamin 

Peter 

(Frankfurt: Sul此amp ， 1货i8)， p. 1俑.

( Heinz-Dieter Kittsteiner , "Die ‘ Geschic阳;phikJsophischen Thesen'" in Ma

terialien zu Benjamins 咀lesen .. l胁T a肌 Begriff der Geschichte" , 

Bul由aup (Frankfurt: S吐ukrunp ， 1975) , p. 38. 

⑤本文并不要求完成这一任务，它仅限于本雅明文本的一个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与神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哲学论纲》的政治内容，因为论

纲由这种关系所决定。关于论纲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本雅明对历史主义

和对进步论意识形态的批判，参见本文作者早期著作 Rolf Tiedema:nn, 

ed. 

Studien cuu PhikJsophie Walter ße;可'UTTU邸， 2nd ed. (Frankfurt: Sul此amp ，

1叨3) ， pp. 128-面.

⑦本雅明自己拟订的题名是《关于历史的概念h 著名的《历史哲

学论纲> (" Historico-PI世l倒phical 冗eses" or 四附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

巧")是个伪名(参见 1254) ，但是由于后者代表着这个文本更成功的流

行，所以也被本文用作一种特征性描绘。

⑧Fri咄1ch Er项目，Le民.er from Janu町 25 ， 1894toW. Bo咱us , in in KarI 

Marx/Friedrich Er昭白 ， w~岭， Vol. 39 , (Berlin: Die钮， 1968) , p. 206. 以下



提到本书时，将用脏Wo

( Engles , Anti-DtihI吨， m 阻W， Vol. 20 , p. 约4. , 

⑩Be町3lIÙn ， "Uber Das Grauen," VI 76f. 

⑩譬如，康德在着手克服建立"在经验直觉一一实际上是借助一个

图式而产生的普遍的有理直觉"一一上的理解和纯粹概念之间的异质性

时，就意识到这点(参见康德: Werke in sechs 晶nden , 00. Wilhelm 

WeischOOel , Vol. II (Wiesbaden: lnsel , 1956) , p. 187): 概念性的抽象语

言将通过在更高层面上的抽象而实际上进行赔偿。

@参见朔勒姆《本雅明与他的天盼 ， Zw Alaua1ω Walter &明则，

00. Sie阱iOO Unseld (Sul此amp: Frankfurt , 1972) , pp. 87--':'138. 

( lbid. , p. 134. 

( lbid. , pp. 132f. 

。必以.， p. 132. 

(Scholem , Uber einige Gnu耐咿臼'f des JuJentums (Frankfurt: Sul由amp ，

1970) , p. 125. 

@Karl M町， "Briefe aus den ‘Deutsch-Franzosischen Jahrbuche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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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W , Vol. 1, p. 346. 

( Hermann Schweppenhauser, "physi喀则nie eines Plùsi咱阳也ers ，" in Zur 

Aktua战al Walter Benjamins , p. 152. 

⑩Ge由ard Kaiser , Be伊min ， Aoomo. Zweì Studien (Frankfurt: A也enaum ，

1叨'4) . 

@Kaiseer, p. 32. 

@lbid. , p. 32. 

@必id.

@lbid. 

@lbid. , pp. 34f. -一开瑟尔阐释的结论即便仅仅由于其独特性也

皿呆留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是-种末世学的、弥赛亚的事

件。"一一实证主义对这样的事件有-种合适的描绘:将地图与领土捏

坦3a二 dω物归~幽倪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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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谈。

"Walter Benjamin und sein Engel." in Zur Aktualita1 Jtlalt矿

Benjamins , p. 138. Fn. 24. 

@霍克海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思考:它们埋葬了他明确的唯物主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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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em. 

忧伤倾向→一这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毫不相同，人们常常把他们相提并

论 c (Cf. Max Horkheimer , Critical Theoη ，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 1972) , pp. 26f., 251 , as wel1 as the fragment " 

Vergebliche Trauer " in Horkheimeer , 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ammerur凉，

ed. Wemer Brede (Frankfurt: Hischer. 1974) , p. 69.) 

@本雅明给予这一思想的特别重视从他 1937 年 3 月 16 日写给霍克

海默的回信中己经明显流露，在那封信中，他不仅代表《拱廊计划》发

表评论，并且附上了-些历史哲学论纲的节选作为评论的一部分。

~ Marx , Der ach tzehnte BTUIlULire des l叫se 1仇φ田缸， in MEW , Vol. 8. 

@lbid. , p. 117. 

(j) lbid. , p. 115. 

@当然，那些充满形而上学含义，并借助单子概念的思想引证的是

p. 115. 

《德国悲剧的起源>，以及本雅明对莱布尼兹的接受 Cf. Rolf Tie<lemann ,

Studien ZlU Philosophie Walter Benjωmns. 

@M缸X ， [)，ω Kapital 1 , in MEW , Vol. 23 , p. 27. 

@必id.

@必id. ， p. 28. 

@这样一种借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程序对本雅明的"方

法论"的举例，不证自明地显然不是对后者的充分描绘一-同样，这肯

定也不是不真实的描绘。

~M缸宜 ， D，ω Kapi归1 1, p. 28. 

@此外弥赛亚"在所谓的论纲 B 中 (704) 以实体名词的形式出

现。



@Marx，如s ，句山11 ， p.86.

@{麦泽尔的棋手》属于那些由波德莱尔所翻译的爱伦·坡的文章。

这些译文收录在《非凡的历史小说》中，本雅明在研究波德莱尔时对此

反复参照。

(Kaiser , p. 17. 

@口. Marx , "Einleeitm宅，"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回phie ，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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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W , Vol. 1, p. 384. 

@朔勒姆: {本雅明与他的天使}，第 129 页。朔勒姆诉诸索马·莫根

斯坦从 1970 年至 1972 年间所写的信中的话 这些话从其他方面来看

则是完全靠不住的一一苏德条约的签订给他个人带来了难以复原的

打击 (......J 。他不止一次忧伤地反复叨念‘我们这是遭了什么灾，让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对人类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答? (...... J'在后来的

谈话中表明，斯大林的这一举措使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彻底失去了信

任。我猜想就在那个星期他就构想好了论纲，后来写了下来，这完全意

味着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 (......J。再回到我与本雅明关于希特

勒、斯大林和约对他的影响的谈话上来。当他再次提到此事，说这个和

约彻底毁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信念，我问他，这个信念是否

与他对犹太教通过弥赛亚而拯救世界的信仰有关联，他说你还可以

再往下说一当然，带着讥讽 "并且认为卡尔·马克思以及整个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弥赛亚信仰。" (见莫根斯坦给朔勒

姆的信， 1叨2 年 12 月 21 日，未公开发表。)在希特勒、斯大林和约以

后，本雅明情绪极其低沉，他几乎每天到我这里来寻找慰藉 (......J 。

他从这种震撼中恢复以后，他请我吃饭，并将《对历史唯物主义修整的

十二条论纲》读给我听。我记得第一条论纲，那是关于→个能战胜所有

高子的下棋机器。" (见莫根斯坦给朔勒姆的信， 1归3 年 11 月 2 日，未公

开发表。)

W Benjamin , Brief， 时. G. Scholem und T. W. Adomo. 2nd ed. (Frank

furt: SuI昧amp ， 1978) , p. 355. 

组5a三ø;;ω伽移~J&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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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ibid. , p. 536. 

~ Benyamin , Letter of August 31 , 1936 to Hommeimer (unpublishOO) . 

@Benyamin , Letter of January 31 , 1937 to Hommeimer (皿publishOO) . 

@Benyamin , Letter of August 3 , 1939 to Hommeimer (unpublishOO): cf. 

00. R. TiOOemann , 6由 00. (Fm础Jrt:

必 dω伽杉写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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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hrkamp , 1981) , pp. 167一才59.

@ Benjamin , UntiùOO manuscript Aufzeichnung; W. Benjamin Collection , 

Biblio由叩e Nationale , Paris. 一一这条笔记 1982 年首次发现，现收录在本

雅明全集第六卷的补录中。

(Benyamin , Letter of June 24 , 1939 to Hommeimer (unpublishOO). 

@本雅明: ~理解布莱希特>，第 1日f页。一一这与本雅明关于纪德

的《重返苏联》的言论相呼应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纪德的《重返

苏联》出版了。不仅以书的形式发表，而且以大量节选的形式在法西斯

主义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还没有拜读。( ...... )那些党内人士气炸了

肺。〔就我本人来说，还不熟悉就持不赞成意见，同时我也不知道其内

容如何，是否说得对，是否具有决定性。我将后者归咎于此。我决不能

忽略这样一个人的态度，他在这样一个时间关口自我放纵、探询事态实

际上是如何显现的，代表了一种欺诈。(所谓)一种政治的立场无论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无限制地公开发表。这样一种声称是纯粹的浅薄:结果

是纯粹的恶作剧。这就是认为纪德没有严格的政治目的而只是力图‘改

革'的推论所导致的状况。此外， (所谓)严格的政治目的只能是托洛

斯基主义导向的。必须指出，且就我所知，完全并非如此。(Be时amin ，

Letter of Decernber 12 , 1936 to Margaret 5t幽n (unpublishOO); 参见以下，论

及本雅明重新修正他对纪德之书的评判〕。

@口. Oskar N咽，咀nst Bloclr---der deutsche 阳跚ph der Oktoberrevolu

tion," in Ernst BI配h ， Vom n.ω町'd ZUT &ωstrophe . Politi町.he Az份atze 1934-

协TSUChe 凶er Brech1, 

1939 (Fmnkfurt: 挝1l'kamp ， 1972) , p. 433. 

@当本雅明在第十论纲中将"对进步的顽固信念一-他在第十一和



十二论纲中将之批驳为老社会民主党的信念-一归咎于这样一些政客时

(即那些在第十论纲中所指的共产主义政客) ，这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

暗示，表明后续的对进步观念的批判不仅只针对社会民主党人。

@MarxlEngles , Die de山che ldeologie , in MEW , Vol. 3 , p. 27. 

19l Engles , Anti-战即-mg ， p. 24. 

(ß Engles , úu1wig Feuerbach UJUi Aω:gang der kla.ssischen Philosop艇， ln: 

MEW , Vol. 21 , p. 306. 

1$ Goethe , From My 4后 Poetry and Truth ， 让ans. Robert R. Heitner. Ed. 

η10mas P. 句ine & JefIl陀'y L. Sanunons. New York: Suhrkamp Publishers ,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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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sch , Politische T exte ， 时. Erich Gerlach & Jurgen Seifert 

(Fm耐田， 1974) 。在论纲中也受到本雅明的质疑。

p. 456. 

@在第十-论纲中，本雅明更愿意把马克思本人排除在他对进步观

念的批判以外，正如他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援引所表明的;然而在论

纲中隐含着对马克思的信心的批判，因为生产力的解放将会带来整个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解体。本雅明不仅(在一则为论纲所做的笔记

中)公开提到对"马克思著作中进步论的批判" (1239) 的必要性;在第

十一论纲中，话说得更明了，它反对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呼吁，同时

以赞同的口吻援引傅立叶一一而马克思却讥讽过他-一，接着，在续后

的论纲中又以同样赞同的方式提及布朗基。本雅明当然还不至于如同卡

尔·克尔什在他 1950 年的《关于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十条论纲》中那样走

得远，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的首创性和理论及实践的领导地位的

垄断权利"

@口. above. 

IS9 Er明白，抖。后rramm der blanquistisc阳 Konurum拼町htlinge ， in MEW. Vol. 

18 , p. 533. 

@α. MarxlEngl白 ， Ein Knnψwtt gegen die lntematωrwle Arbeiterassozia刷，

in MEW. Vol. 18. pp. 327-471 ，臼p. pp. 396--432. 

@Engles，丹咀'gramm der b阳UJ山山阳! Knmmu问fluchtlí昭'e， p. 533. 

坦7d后 d主ωφ花彩户'即移出幽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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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索嫩曼把一个非常机智的变体赋予本雅明的天使:‘他

必须得转过身去( ...... J ，把脸从如山的废墟上转过去。从最简单的空

中动力学角度来考虑已清清楚楚，即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合拢翅膀，所幸

的是，他还能最终再张开飞翔。再张开时会与风搏击，也许还需要再调

转一次身体，但是即使面对双向交叉的夹击，这也决不会阻拦他决定自

己飞翔的方向 o (...... J 因此历史的天使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可看到背

面的镜子。(Ulrich SolUlemann , Neg，ωive Anthro.严log论 ， Vorstudien ZUT 岛bo吨e

des Schi彻a1s (Reinbek: Rowohlt. 196的， p. 27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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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 D，ω 必引oital 田， in MEW , Vol , 25 , p. 828. 

@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本雅明"逐渐放弃了他早年的无政府主义

倾向 (Jurgen H必ern圃， "w alter Beniamin , Bewustmachende oder rettende 

Kritik," in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qfi1e, 3nl ed. (Fra此furt: S由karnp ，

1981), p. 371.)元疑，本雅明中期的大多数文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晚

期的著述一一不仅只是历史哲学论纲，还包括论波德莱尔的作品一一又

在同时表明这样的尝试是失败的。一一关于晚期本雅明著述中的无政府

主义、布朗基主义因素，参见前文。

~ Marx/Engles，加命山c加 I酌logie ， p. 72 

@回回dor W. Adorno，位sammelte sc如拚en ， Vol. 10 , 2. 品d缸ukritik und 

GesellscJw，后 II , ed. R. Tiedemann (Frankfurt: Sul昧arnp ， 1977) , p. 761. 

@) Adorno , Uber Walter Be叩wmn ， ed. R. Tiedemann (Fra此furt:

S世咏arnp ， 1970) , p. 45. 

~Andre Gide , "Zuruck a出So~甘etruBland ，" trans. F erdinand Hanlekopf, in 

Gide , Reisen (Stut悖rt: Deutsche Verl略且nstailt ， 1969) , pp. 377f. 

@Ho虫heimer ， Letter of January 11 , 1937 to Benjamin (unpublished) . 

@Benjamin , Letter of January 31 , 1937 to Horkheimer (unpublished). 

@Marx , "Einleitung ," Zur 必讪 der Hegelschen R，配htsphilosop峙， p. 391. 



浪漫的维度马尔库塞与本雅明: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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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罗维

尽管马尔库塞与本雅明的之间的近似性早已被注意，但尚

且没有对他们在精神上这种亲缘性的性质进行系统研究的尝

试。朔勒姆曾在他的《犹太教神学反思》中指出:本雅明和马

尔库塞"在意识形态上属于革命的弥赛亚主义者，他们与犹太

教的公开或不公开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①这对于本雅明来说

是很精确的描写，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则没有那么明确。犹太教

的弥赛亚主义很明显是本雅明世界观的源泉 z 包括末世论、灾

变论、毁灭之维和寻求彻底救赎的希望，犹太教与本雅明 20

年代的政论作品中乌托邦的无政府主义紧密相连。然而，无论

是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还是乌托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又都深植

于同一个文化渊源:德国浪漫主义，深植于它的反资产阶级和

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的怀念中。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在德国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以文化

(Kultur )与文明( Zivilisation )、社团(Gemein配h的与社会

(G倒ellschaft) 的二元对立来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

判。就连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的韦伯也不能不受影响。本雅明

早期的作品，包括他 1919 年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博士论文和

1922 年对歌德《亲和力》的批判，很明显都是在这个语境内:

后 4ω伽也F卢伽~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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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论文中，他从施莱格尔和诺瓦里斯的作品中发现了弥赛

亚主义的观念，正如他从犹太教的传统中找到这种观念一样。

马尔库塞则正相反，他与弥赛亚主义、犹太教或基督教都

几乎无染，跟任何宗教都无瓜葛。他对宗教的态度是启蒙主义

者的态度，他的世界观是完全世俗和无神论的。他与本雅明的

近似之处在于浪漫主义，而不是弥赛亚主义。两人都迷恋浪漫

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社团的怀旧情怀和用艺术的 Kultur 对平淡的

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马尔库塞 1922 年的论文《德国艺术

家小说》与本雅明的优惠国浪漫主义批评概念》有极大的相似

之处。马尔库塞新近发表的博士论文对于理解他青年时期的作

品向后期作品的演变至关重要，该书的中心思想是关于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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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与经验的现实、艺术和资产阶级生活之间的矛盾一一这是

浪漫主义者们痛苦地感悟并加以表达的一个矛盾。他们中的有

些人，如诺瓦里斯，试图通过忽略现实的经验世界来克服这种

二元性，用理想中的现实一一一个想象出来的、由爱与和平女

神来统治的世界一一来替代现实。其他人，如歌德，在《少年

维特之烦恼》中，表现了艺术家的理想主义主观性如何导致他

与现实秩序中的实用理性 (zw配恤aft-rationellen) 之间的冲

突一一冲突的结果使他要么妥协，要么以死来抗挣。后来的浪

漫主义者，如爱略特和霍夫曼，着迷于那种来自于激情的、能

颠覆现存世界的原始、黑暗和瓦解的力量。②对于马尔库塞来

说，大多数的艺术家小说(主角为艺术家的小说) ，都具有对

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越来越发展的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批判维度，

因为工业化和机械化是一个对精神价值毁灭和使之边缘化的进

程。他重点描述了液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作家对于彻底改变现

实生活、打破庸俗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狭隘疆界的强烈愿望，

他将这些作家与现代的乌托邦主义者，如傅立叶，相提并论。

艺术家小说中的有些观点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



中未做任何改动重又出现。

在马尔库塞和本雅明的思想演变中有一条明显平行的线

索:两人都是以研究浪漫主义和艺术而开始，都是在 20 年代

在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又都在 30 年代

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两人都对社会民主持批判态度，希

望来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但又都拒绝加入共产党;他们可能

是在(1933 年)德国或巴黎相识，然而，就我们所知，马尔

库塞在本雅明活着时从未在著述中提及过他。这种沉默的原因

何在?个假设是，在短暂地研究了海德格尔后，马尔库塞的

兴趣不在浪漫主义上了，而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将其

与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从启蒙到黑格尔的西方理性主义相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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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尔库塞的→生中，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游移于两极之

中: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对于他来说，这两极之间并不矛

盾。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否定，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对立，

这是他思想的实质性内容。

马尔库塞在 19ω 年为《理性与革命》所写的新序言中，

有一段精影论述，他明确指出辩证的语言和诗性的语言处

于同一立场。这个共同之处就在于寻找作为大拒绝的否定语

言。"③在马尔库塞看来，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联系在

于两者都要的是人类价值-一元论是文化还是伦理的价值一一

的质的-面，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价值的量的强调。理性被

认为是有实在内容的 (s由stantial) ，而不是纯粹形式和工具性

质的，理性在资本主义工业，甚至在纳粹集中营中都存在着。

这两极之间的关联构成了马尔库塞作品的统-性，超越了他整

个思想演变过程中某一阶段对某一极的强调O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中，理性的一极在马尔库塞思想中占居

主要地位。 1925 年，在他发表了席勒注释文献以后，有三十

场c&;;ω伽移~加幽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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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他的作品中消失。尽管 1937 年他发表了→篇题为《文

化的肯定性》的论文，但这篇论文并不是重申他 1922 年的观

点，而是对那些观点的激进否定。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传

统文化一一一尤其是文学，通过保留一个超越的理想世界并与日

常生活的庸俗相对抗，因而起到了意识形态和保守的作用，

"灵魂"的美丽被用来作为对物质世界中的悲惨状况的补偿:

"灵魂的自由被用来谅解悲惨、牺牲和对肉体的奴役。它的作

用在于使生存向资本主义经济做意识形态的妥协。灵魂有使人

宁静的效果，灵魂的快乐比身体的快乐更便宜，更没有危险。"

马尔库塞似乎认为，就其与现实的关系来说，哲学和文学之间

有区别艺术之美一一与理论之真不同-一一可以与现实中的

邪恶和平共处。"

因此，对抗于文化领域这种"肯定性"以及它所带来的虚

幻的自由和幸福，马尔库塞拿出理性哲学的传统一一笛卡尔、

康德、黑格尔-一这个传统不知道"灵魂

"精神"的批判理性。"灵魂"是从浪漫的历史主义(赫尔德)

到现代专制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委婉说法)以来的非理性主

义的特征黑格尔在专制主义的政体中不合时宜。他追随的

是精神，而后来的新鲜玩意追求灵魂和酸情。"当然，马尔库

塞也意识到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时代的传统艺术和文学谴责的片

面性，他承认它们"不仅包括对现实的肯定，也包括这种存在

的痛苦，不仅有与现实的妥协，也有对理想的怀念。那些伟大

的资产阶级艺术，因为用世界上最亮丽的色影刻画了人民和

事物的美丽以及天堂般的幸福，不仅从资产阶级生活的根本上

去掉了虚假的安慰，而且也去掉了真正的怀旧性。"这一见解

将在马尔库塞后期的作品中至关重要。然而 1937 年，这点被

作为一个附属成分融合到视文化为"唱赞歌" (肯定)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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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是现实的奴仆。反抗的观念成为它合理的一个层面，

因为艺术把美当做在场来描绘，它制止了具有反抗性质的怀

旧。"无须讳言，这种理论框架使马尔库塞疏远了本雅明的美

学与文化思索。④

这个贯穿于马尔库塞 30 年代大部分论文的理性主义导向，

在 1941 年的《理性与革命》中得以充分发挥，这一导向可以

解释为何他忽略了本雅明的作品，而五六十年代随着他越来越

转向浪漫主义，就构成了他重新发现本雅明的原因之一。对这

一转变可从他在 1941 、 1954 和 19ω 年为《理性和革命》所写

的序言中加以追索。 1941 年马尔库塞还在赞扬"美国的理性

主义精神这表现在他的行动中，二战中，他是美国战略处

的(反法西斯主义)顾问。但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 50 年代，

通过深入研究美国社会，他越来越对工业文明和它的工具理性

持批判态度， 1954 年，在为该书的第二版所写的跋中，马尔

库塞认识到西方理性传统的矛盾之处在于从一开始，现代

社会中理性的观念和现实就内含一些因素，威胁着理性所保证

的自由和完满的生存:即人被自己的生产力所奴役，对人的本

性和自然的压抑性的掌管。"⑤同时他重新发现了想象力和艺术

的颠覆性，即重新发现了他 20 年代著述中的论题。

他的浪漫主义阶段始于《爱欲与文明> (1955) ，书中，他

借重新阐释弗洛伊德，把爱欲的感性与实用原则的理性相对

立。与 1937 年的论文相比(该文将理论所产生的真理与艺术

想象力所构造的美相对立) ，他对艺术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幻想保留了大拒绝的真理，或者更肯定地说，因为它顶

着理性的压力，保护理性压抑下的人和自然寻求完满的抱负，

因此它具有认知作用。"他在 1925 年的论文中研究过的伟大作

家，席勒，再次成为聚焦点。席勒的美学论文具有"爆破性

因为他明确指出自由必须在感性的解放中而不是在理性中

场~卢吨wál d&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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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寻求至少理性的法则必须与感官的兴趣取得和谐。"

此外，在马尔库塞看来赫尔德和席勒、黑格尔和诺瓦里斯

几乎用相同的术语阐发了异化的思想，随着工业化社会在操作

原则的指导下初具规模，它内在的否定性渗透全部的哲学分

析。"这一论断至关重要:他在社会文化的共同阵地上联合了

艺术家与哲学家、浪漫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尤其是联合了灵

魂的代言人(赫尔德)和精神的代言人(黑格尔)。⑤

因此，毫不奇怪，在马尔库塞思想的浪漫主义维度重又浮

现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同时出现了他对本雅明的再发

现，书中，他引用、评价和赞扬了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

的一段话。马尔库塞写书时，本雅明的著作还未正式出版，

1955 年，随着阿多诺所编的本雅明文集的出版，西方思想界

才开始关注本雅明，但马尔库塞对本雅明的兴趣先于这股热

潮，并非受其影响，与之无关，他的关注来自于他自身内在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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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所引用的段落打断历史的希望属于行动中的

革命的阶级。"联系这段以及整个论纲，马尔库塞写道记忆

只有被转换成历史的行动才会成为真正的武器。到那时，与时

间的斗争才会成为与统治做斗争的决定性时刻。"对过去的记

忆成为将来战斗的武器:这是最浪漫主义的革命观点，毛主参透

在马尔库塞和本雅明的政论和美学论文中。⑦

从 1955 年直到他最后的著述，马尔库塞越来越着迷于艺

术和一个由爱欲与和平统治的世界这样一种艺术理想。《单向

度的人~ (1964) 的→个核心思想就是这→理想，他在书中强

调了这一理想所具有的批判潜能传统形象对艺术异化的刻

画的确是浪漫的，因为它们在美学上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这

种格格不入正是真理的标志，它们在记忆中唤起并保留的是关

涉着未来的意象:即那种象征和谐完美的意象，它能消解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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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记忆的社会。二三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和艺术就是重新

捕捉到了这些意象的颠覆和解放的功能。"⑧在马尔库塞后来的

著作中，也能找到关于艺术世界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关于超现

实主义的革命性的论述。如:在《论解放》一文中(1969) , 

他赞扬超现实主义诗人的绝对非认同立场，认为他们"在诗的

语言中找到了革命的语义成分。"⑨本雅明也是超现实主义艺术

的崇拜者，崇拜的正是它的浪握主义的革命与解放的特性:

"自巴古宁以来欧洲没有关于自由的理念，超现实主义却有。

……把醉的能量用于革命，这就是超现实主义在他们的著作和

事业中的目的所在"。⑩

马尔库塞在《反革命与反抗} (1972) 中坚持认为"在 19

世纪以来的大多数艺术和文学作品中，都有鲜明的反资产阶级

立场:更高雅的文化谴责、拒绝资产阶级的物质文化，并与之

决裂。它与商品世界决裂、与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残酷决

裂、与人类关系的扭曲、与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与工具理

性，全面决裂。美学的世界与现实格格不入。"有意味的是，

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在那些代表着绝对本真、终极和毫不妥协

的升华的爱欲形式的伟大作品一-在《单向度的人》中他认为

这些作品超越了现实的原则，现实的原则是被爱欲所拒绝和突

破的一一应属歌德的《亲和力》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

两部作品也在本雅明美学和哲学思考中起着核心作用。

与本雅明的关系在《单向度的人》中占有重要地位。书的

结尾是向本雅明致敬批判理论既不提供希望，也不展示成

功，而是始终如一地否定。因此它要始终忠实于那些在不抱任

何希望，已经和正在为大拒绝贡献终生的人们。在法西斯主义

初露端倪的时代，本雅明就写道:‘正是由于那些不抱希望的

人们，才有希望。'咱这话所出的原文是本雅明的歌德论，有

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而马尔库塞把它直接转换成政治话语(这

场 dω伽移卢咽喝彩幽倪i



J，乡号码i

正是他对本雅明的"世俗"读解的特点)。

在此可发现一个共同的因素，他们思想的一种特有的风

格，可称做绝望的希望或悲观的革命主义。马尔库塞和本雅明

都决绝承认历史的自然进程、生产力的发展或社会的必然进步

会产生一个理性和解放的社会。对他们来说，正如本雅明用一

个精彩的形象所阐述的那样，革命者必须学会"逆历史潮流而

动"。没有什么必然和不可抗拒的人类和理性的胜利。任凭

"进步"我行我素，所产生的是本雅明的天使所看到的"一堆

堆废墟"。革命不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是与历史盲目的力量

做斗争，这是一场坚苦卓绝、后果难以预料的战斗。在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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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雾月十八》所写的后记中，马尔库塞写道理论的真

理和希望在于失败，甚至绝望的意识。"这种唯意志论的悲观

主义，决不是被动， (决不是妥协或考茨基之流的官方乐观主

义)而是对行动、主动出击和反抗的最声嘶力竭的呼唤因此看

来， {单向度的人》极大地受益于本雅明 1940 年的论纲。由此

不难理解马尔库塞为何在本书发表的同一年觉得有必要单独撰

写关于本雅明的论文。这篇鲜为人知的小文被用作一本本雅明

文集的后记，这本集子有五篇论文，包括论纲和论暴力 O 那篇

论文并不成体系，但表现了他与本雅明的共同之处和差异分

歧。

首先，他们都坚决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都渴望激进的革

命，认为有必要用暴力反抗压迫者。马尔库塞在评价本雅明论

暴力一文时强调指出本雅明所说的暴力，并不是那种来自

于下层对上层的反抗，本雅明所批判的暴力是来自于既定现实

的暴力，这种暴力从既成现实本身获得合法性、真理和权力的

特权。本雅明对于‘和平'一词的内涵十分认真，以至于他不

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咱他们两人都坚决反对一切改良和演

进，将革命看做对历史连续体的爆破，一个全新的开端，而不



是-个改造后的现实，也不是什么进化的最终结果。同时，具

有悖论意味的是，这个新的未来又意味着对前资本主义的回

归:正如本雅明用形象所阐发的那样:方案是"一个进入过去

的辩证虎跳"。论纲中这些主题都被马尔库塞所共有，不仅只

出现在论本雅明的文章中，也出现在他六 70 年代的大多数著

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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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对革命的理解中，两人也有很大的分歧，在马尔

库塞的评述中，本雅明早期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被忽略，

本雅明的宗教思想内容也并被中和，他的弥赛亚主义给予一种

完全世俗和非神学的理解。马尔库塞写道很清楚，在本雅

明的暴力批判中，弥赛亚主义是一种历史真理的外在形式:自

由人性只有在对现实的激进(而不仅只是‘具有决定性的， ) 

否定中才有可能，因为在既成现实的权力下，连善都会变得软

弱无能和流温→气。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与传统的宗教性毫无

关系:罪孽和死亡对他来说都是社会范畴。，，@这种解释也许有

→定道理，但是是片面的。本雅明的深植于犹太教传统的神学

维度与社会范畴有联系，但不能被还原为社会范畴。马尔库寨

的评论与其说是揭示了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不如说是揭示了

他本人的观点。如果说 1941 年，在《理性与革命》中，他还

持对现存社会"决定"的否定观， 1964 年，则呼吁更全面的

否定。

马尔库塞与本雅明所共持另一个大观点是，他们两人都不

仅批判资本主义，而是批判一切工业化社会、物化的技术和异

化的生产力、对大自然的毁坏和进步的神话。正如马尔库塞在

论本雅明的文章中所写道那样本雅明所倡导的决不是进步

生产力的可怕的概念，按照那种概念，自然无偿地被剥削，他

所提倡的是傅立叶的社会劳动观念，这种劳动不是对自然的掠

夺，而是能够将蕴藏在自然深处的巨大潜能挖掘出来。"对于

1397 必 dω电J<<.lt'J j仰~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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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人类来说，也相应有一个获得解放和救赎

的自然。"⑩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所以他们都批判苏联，在他们

看来，由于苏联的生产力主义和技术的物化，她并没有能够创

造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模式。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和本雅明

又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认现代技术的解放潜能。对于本雅明

来说，这种作用发挥在文化时代的电影技术上，对马尔库塞来

说，发挥在经济生活中的自动化上。两人都试图抓住物质进步

和工业技术的矛盾性，尽管他们的结论不尽相同(马尔库塞，

正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于艺术和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比本

a三 dω切盼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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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明更持批判态度 )0

在马尔库塞的最后著作《美学维度} (1977) 中，再次提

到本雅明，在这本书中，本雅明 1922 年论文中关于艺术/文学

与现实对立的主题再次成为主题。尽管在 1977 年他所关注的

已经不再是古典而是现代浪漫主义作家，但是他还是提到"对

浪漫主义的诋毁是反动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

大的错误。" {美学维度》并没有把灵魂和理性相对立，它表明

艺术用于解放感性、想象力和智性 (reason) ，这个理智指的不

是统治制度的理性( rationality )。借助于联合爱欲来对抗对本

能的压抑，美学的维度是对现存世界的抗拒和对解放的保证。

借助于对往昔的记忆，它起到了革命的作用，因为"真正的乌

托邦根植于回顾中。"在该书中两次提到本雅明，揭示了马尔

库塞与他的朋友在浪漫主义这一维度上的近似，但是也揭示了

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他的保留态度。马尔库塞似乎更接近研

究波德莱尔的本雅明，而不是研究布莱希特的本雅明。尽管马

尔库塞也是布莱希特诗作的崇拜者( (单向度的人》中还引了

布氏的一首诗) ，但他更认为"在披德莱尔和兰波的诗中，比

在布莱希特的说教剧中，有更多的颠覆能量。"他批判本雅明

的最"布莱希特式"的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说它"在



艺术的领域，将艺术性和政治性相等同。"另一方面，他极其

赞赏本雅明关于 poetes maudits 的论文与实践的疏远的程度

构成了艺术的解放价值，这一点在那些似乎完全与实践隔绝的

文学作品中越发表现的清楚。本雅明在对坡、波德莱尔、普鲁

斯特和瓦罗里的研究中追溯了这一点。"马尔库塞又加了一句

评价这类晦涩文学的秘密反抗在于原始的爱欲一毁灭力量

的进入，这股力量瓦解了正常交流和行为的宇宙。它们本质上

是非社会性的，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秘密反抗。"。

马尔库塞和本雅明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者这种浪漫指

的是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怀恋，这种怀恋作为一种"追忆似水

年华"和革命而保留在伟大的艺术中，因为追忆和革命把这种

怀恋变成了对现存秩序的激进否定，并变成对一个全新的未来

社会的"强烈愿望"。

这种浪漫的革命主义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毫不矛盾，因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也有浪漫的一面…一看看他们对所研究

的作家(卡莱尔、巴尔扎克等)的态度就足以证明这点。当然

这一面被 20 世纪"单向度"的马尔库塞所压抑。最后，这种

浪漫的革命倾向与阶级斗争也不背离，因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

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全部的著述、生涯和思想与为受

压迫者争取解放联系在一起。

(郭军译)

注释:

①Gershom 岳阳，1em，伽 Jews and JI础。m in Grisis (New Yo法:灿k肌 |主
l叨6) ， p 287. 朔勒姆也提到了布洛赫和阿多诺。 I 出

t 维

度②这里指 E. T. A. H幽nann，马尔库塞注意到，在他的作品中

d!ecd;;ω此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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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桥梁可以沟通激情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本雅明在写于

1922 年的论歌德的《亲和力》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在小说中，在激情

与"资产阶级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见 mumi

/k. ~ω伽移4∞ 

( Herbert Marcuse , "Pre也ce ，" in Rea.son and Revolution (Bc脚n: B由ωn

Press, 1货妇)， px. 

( Herbert Marcuse , "Uber den Afl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e ," 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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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Ku1tUT wu1 Gesellsd啡， vol. 1 (Frankfurt a. M.: si血此amp ， 1970) , pp. 

67--68, 76--81 , 89--94. 

( Herbert Marcu尉， "Epilogue ," in Re，ωon and Revolution. p433 . 

@He由ert Marcuse , Eros and Civi1i.zntion , 1955 ( l.ondon: Sphere B∞ks ， 

1蝇的， pp. 132 , 151 , 154. 

( lbid. , p. 186. 

( Herbert M配use ， α!e胁nensionn1 Man (l.ondon: Rouùedge , 1964) , 

p.ω. 

( Herbert Marcuse ,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θ) , 

p. 33. 

(I归的， in Angelω N= ( Walter Benjamin , " Der Surrealismus," 

(Frankfurt a. M.: S吐此amp ， 1货划， p. 212. 

α!e Dimensionn1 Man , p. 257. @Her如此 Marcuse ，

@Herbert Marcuse , "Nachwort ," in Walter Benjamin , ZUT 必itik der Gewalt 

(Frankfurt a. M.: si血此amp ， 1965) , pp. 现头一1∞.

( Herbert Marcuse , "Nachwo扰.， in Walter Beniamin , ZUT 局协 der Ge阳h

(Fra成furt a. M.: S吐由amp ， 1965) , pp. 1∞-101. 

⑩必id. ， p. 104. 

~Herbert M配use ， The A岱仇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9) , 

卵 xii-xiii ，←-9， 11 , 19--20 , 33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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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哈贝马斯

即使随便谈起本雅明，都会是合适的。关于他，如今说法

不一。自他的文集问世以来，①在短短的时间里，战线已经拉

开，他的著作在德国引起几乎轰动性的效应，这已在他的传记

中就被预料到了。由朔勒姆、阿多诺、布莱希特所构成的星

丛，青年时代对教育改革者古斯塔夫·维内肯( (Gustav 

Wyneken) 的依附，以及在后期与超现实主义者的紧密关系，

对本雅明的一生经历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今，朔勒姆，他

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其形象被表征为一个在倡导本雅明思想着

迷于犹太教神秘主义的维度方面是无可争议的、权威的、完全

不妥协的鼓吹者，②阿多诺，集本雅明(思想)的继承人，合

作者和研究先驱于一身，他不仅在本雅明身后掀起了第一次接

受本雅明的浪潮，而且在这种接受上打上了自己经久不衰的印

记。③在彼德·让蒂 (Peter Szondi) 逝世以后， (无疑，今天他本

应站在我的位置上)，阿多诺的地位主要由本雅明的编辑蒂德

曼和施韦彭豪瑟尔 (Tiedemann and Schweppenhauser)④所替代。

布莱希特一一他对于本雅明来说一定代表着现实的原则一一促

使本雅明放弃了自己思想与风格的晦涩奥秘性。步布莱希特的

后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希尔德加德·布伦讷 (Hild嘲rd

d品均创仰卢伽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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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ner) 、赫尔穆特·勒登 (Helmuth Lethen) 、米夏埃尔·沙尔朗

(Michael Schar田Ig)⑤将本雅明后期的作品置人阶级斗争的视角 O

至于维内肯，尽管本雅明在学生时代就不再以他为榜样了，⑥

(本雅明曾经是自由学生团体或自由教育小组中的活跃分子)

但是他却标示着那些持续不断的纽带与推动力;汉娜·阿伦

特⑦则智慧而勇敢地为青年本雅明的保守一面而辩护，她所捍

卫的是那个易受影响、易受伤害的唯美主义者、收藏家和个体

学者，她反对本雅明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们

所作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断言。最后，由学潮所带来的第二次本

雅明热浪又将本雅明与超现实主义的近似性带入我们的视线;

伯瑞尔( Bohrer) 与比格尔( Burger) 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文

献。⑧

在这些阵线之间又出现了一种本雅明文献学，这个分支以

一种学者的风度来做研究，并且以一种值得尊敬的方式通报那

些轻率者，这已经不是一块元人涉足的领域。⑨相比之下，那

些派别纷争几乎将本雅明的形象撕裂开来，这种学术研究则无

论如何提供了一种矫正，当然还算不上另辟蹊径。此外，这些

各执一词的阐释并不是简单的附加。正如阿多诺所说，本雅明

并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神秘性才使他的朋友们互不相知。只有作

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场景人们才能想象诸如朔勒姆、阿多诺和

布莱希特这样的人物可以围坐在桌旁心平气和地开着研讨会，

而布勒东和阿拉贡则蹲在附近，维内肯站在门边，他们全体如

此相聚是为了讨论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甚或克拉格的《精

神即心灵的敌人》。本雅明的思想状态有着太多超现实主义的

色彩，因此我们不能用一致性这一简单要求来强求他。本雅明

将那些通常意义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意象汇集到-起，但他

并不将它们实际上统一起来，如果他将它们统一的话，他的方

式将使得有多少理解角度就会发现多少统一性，在那些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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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角度中，络绎不绝的阐释者们将会用志趣不同的眼光剥开

外壳，深入到内核本身生命尚存的地方。本雅明属于那种使人

无法把握的作者，他们的著作注定成为莫衷一是的有效历史，

我们只在"合适性"的一闪现中遭遇这些作者，由于这种"合

适性一种思想仅在历史的一瞬间占有主导地位。本雅明习

惯于从塔穆德传说的角度来解释合适性的本质，根据这样的传

说天使们-一每分钟都产生大群的新天使一一是被创造出

来的，以便官们在上帝面前唱完赞美诗以后就不复存在而化为

乌有" (II: 246) 。

我不妨从一个本雅明曾经用来反对文化历史程序的论断人

手它〔文化历史〕很有可能增加堆积在人类脊背上的财富

负担。但是它却不给人类以力量来摆脱它，以便能够占有它"

( One-Way Street , 361)，本雅明认为批评的任务正在于此。他

不是从历史学家对库存的文化物品的角度，而是从视文化衰败

为"货物，成为人类可占有的对象的 ( One-酌'y Street , 3ω) 

的批判角度，来处理文化记载(同时也是野蛮的记载) ，当然，

关于"对文化的克服" (Aufhebung der Kultur) ，本雅明只字未

提。 瓦
句T
特

本
雅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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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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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在 1937 年的一篇题为《文化的肯定特|悟

性沪的论文中谈到对文化的克服。就经典的资产阶级艺术而|骂
言，他批判了那种自主建立起来的、超越了资产阶级竞争和社

会劳动的斗争的美丽幻觉世界的两面性。这种自治是幻觉的，

因为艺术所允诺的个人对幸福的要求只适用于虚构的领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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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在日常生活的不幸上罩上了一层面纱。当然，艺术的自主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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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美的理想也表达了对日常所缺少的幸福

生活、人道、友谊以及团结的向往，因此它超越了现状:

肯定性文化是人类那些远远超出了存在的物质再

生产的要求被保留下来的一种历史形式。从这方面来

说，对于它所属于的社会现实形式有效的东西也对它

有效:公理在它这一方 O 无疑，它为"外部关系"免

除了对"人类使命"所具有的责任，因此使社会的非

正义成为不变的东西。但是它同时为社会展现了一幅

更完善的秩序的意象，以此作为它的任务 ( Nega

tio时， 120) 。

在论及这样的艺术时，马尔库塞实现了→种意识形态批判

的要求，将资产阶级理想中所表达的、但保存在美丽幻想中的

真理当做真实的真理来对待-一一即克服那种脱离现实的艺术。

如果说美丽的幻象是资产阶级社会体验其理想的媒介，但同时

又掩盖了理想的虚无缭绕沙性这一事实，那么对艺术进行意识形

态批判的实践就必然要求克服这种自成一体的艺术，要求将广

大的文化重新结合到生活的物质过程中来。对资产阶级生活状

况的革命化也就是对文化的克服就文化已经被变成了可实

现的、但在现实中又没有实现的愿望和本能这点而言，它将会

丧失它的目标……当美不再被表现为真实的幻象，而是表达现

实中的现实和欢乐时，它就会被重新体现出来" (胁'gations , 

130ff) 。

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大众艺术，马尔库塞不会认识不到有可

能只是虚假地克服文化。为了防止这样，他倡导另一种对艺术

的政治化， 30 年过后，这似乎在巳辈学生们以鲜花装点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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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上具有了罢花一现的具体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论解放》⑩

一文中，他把年轻人超现实主义式的造反实践解释为使艺术进

入生活的对艺术的克服。

在马尔库塞论文化的肯定性一文发表的前一年，本雅明的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发表在同一个杂志上:社会

研究杂志 (Ze山ch币卢r 岛cialforschung)。似乎马尔库塞只是将

本雅明的更为含蓄的评论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术语又说了一遍，

主题还是对自成-体的艺术的克服。对艺术世俗的崇拜最初产

生于文艺复兴并且三百年来一直合理 ( lllurninatio时. 226) 0 由

于艺术脱离了膜拜这→基础，其自成一体的幻象也就消失了

( Illurninatω邸. 228)。本雅明通过指出艺术品的地位已改变，

其接受方式也已改变而提出"艺术己经逃离了‘美丽幻象'领

域"的论点。

由于光晕被破坏，艺术作品最内在的象征结构也发生了如

此这般的移位，使得这个领域脱离了生活的物质过程，两者之

间的相互平衡性被打破了。艺术作品收回了能够给予最高真实

性和神圣性的声称，它把历史见证和膜拜装点(的功能)都拱

手让给艺术观赏者了。早在 1927 年，本雅明就提到"我们过

去通常叫做艺术的东西在离身体两米以外的地方才能产生"

(n: 626)。已经被琐碎化了的艺术形式以牺牲文化价值而获

得展示的价值。@

与艺术品结构的改变相对应，对艺术欣赏和接受的组织方

式也发生了改变。作为自成一体性的艺术，它为满足个体的愉

悦而存在;光晕消失以后，它必须适应大众的接受。本雅明比

较了独自一人鉴赏艺术时的沉思默想与由艺术的感召力所引发

的艺术在一个群体中的散发在资产阶级的堕落中，沉思默

想变成了一个培养非社会行为的学校;它被以各种社会行为的

形式存在的娱乐所抵消 o (Ill.切mnatio，邸. 240) 此外，本雅明

d品~/l'伽~M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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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这种群体的接受中看到一种既有指导性又有批判性的艺术享

剧受。
信| 我想我可以从这些不太连贯的话语中将本雅明从很放松
在| 的，同时又很用心的电影观众中所得到的接受方式的概念提炼
明| 出来:

让我们将放电影的屏幕与绘画的油布做个比较。

绘画使观赏者沉思默想，站在画面前，他可以完全沉

浸在浮想联翩中，但是在电影屏幕前，他却不能…

实际上，当一个人看着这些不断变化的影视形象时，

他的联想立即被打断了。这就构成了电影的震惊效

果，如同任何震惊效果一样，这需要有高度的镇静自

若来防卫。由于这样一种技巧的结构，电影将物理的

震惊效果从道德的减震作用中解放出来，达达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曾经在这种减震作用中把握着

震惊效果 (lllwηinations ， 240 ) 0 

在→系列不连贯的震惊中，已经失去了光晕的艺术作品释

放出了那些过去曾经笼罩在奥秘风格中的体验。在对这种震惊

所做的具有思想警惕性的详细阐述中，本雅明注意到资产阶级

文化凭借其肯定性特征使孤独的观赏者饱尝膜拜魅力神秘消解

的痛苦。

本雅明将艺术的功能转换看做是对艺术的政治化，这种功

能转换发生在艺术作品不再"寄生在仪式上"的那→刻。"它

不再建立在仪式上，而是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一一政治"

(fllwninatω邸， 226)。在其对法西斯的大众文化的政治性质的

断言中，本雅明，如同马尔库塞，认识到对自主性艺术克服的

危险性。纳粹宣传性质的艺术实现了对从属于一个自主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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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解体，但是在政治化的背后，它实际上被用来将赤裸裸

政治暴力美学化。它用一种在操纵下产生的价值替换了资产阶

级艺术衰落的膜拜价值。膜拜性魅力被打破，结果却被人为地

复活:大众接受变成了大众建议。⑩

本雅明关于艺术的理论似乎产生了一种适于意识形态批判

的文化概念，马尔库塞一年后开始了这样的批判，然而这种平

行却是一种假象，我发现有四点根本的差异:

1.马尔库塞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来对待资产阶级艺术

的典型形式，因为他紧扣理想与真实之间的矛盾。这种批判产

生了一种对仅仅作为一种观念的结果的自主性艺术的克服。相

比之下，本雅明并不对一个在实质上没有受到动摇的文化提出

批判的要求。相反，他描绘了光晕解体的实际过程，正是在光

晕上，资产阶级艺术建立了其自主性的幻象。他以描述的方式

来讨论，他观察到在艺术中发生了一种功能转换，对此，马尔

库塞只是为生活状况被革命化的那一刻做了这样的预言。

2. 因此非常醒目的是，马尔库塞，正如大多数唯心主义

美学的支持者一样，把自己限制在资产阶级意识所承认的古典

阶段里。他倾向于→种艺术美的概念，这种概念来自于本质表

现为外表的象征形式。经典的艺术作品(在文学中，特指小说

和资产阶级的悲剧)合适于被用作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这完

全是因为它们的肯定性特征，正如在政治哲学的领域，理性的

自然权利由于其肯定的特性而适于用作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

然而本雅明的兴趣却在于非认同形式的艺术。在他对巳罗克悲

剧的研究中，他在寓言性的描绘中发现了一个与理想化艺术作

品中的个体完整性相对立的概念。⑩寓言，它所表达的是那些

情绪激动者、受压迫者、无法和解者、和失败(即反面消极

的)者的体验，它与象征的艺术大相径庭，后者以象征来预示

正面积极的幸福、自由、和解、和完满，并以这些为目的。象

场 CÆJω白电'3/仰~ rJ&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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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需要由意识形态批判来解码和克服，而寓言本身就暗含批

判留存下来的是寓言所指中的非凡细节:一个知识的对象，

而这种知识的惯常去处渴合在有意识建构的废墟中。批评是对

作品的损毁(motification)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由作品的其他方

面所鼓励，不如说更是由其本质所培养" (Trauerspiel , 182 )。

3. 从这点来看，更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使先锋派对

艺术的转变免遭意识形态批判的直接捕获，而本雅明明确指出

了现代性历史中自主艺术被取消的过程。本雅明认为城市大众

的出现是一个母体，从这里出现的"→切对待艺术作品的传统

行为都得以更新" (lllwnùwtω时， 24) ，他从那些似乎完全与这

种现象相隔绝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与这种现象相对比的参照

点波德莱尔已使得大众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找不到他对

他们的澄清"

d后 d倒很d移4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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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 lllw叼nation.s

157-202)。鉴于此，本雅明反对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肤浅

理解这正提供了恰当的时刻，使得可以着手写一部最能阐

明我们正在见证的艺术危机一一一奥秘诗的历史一一的作品

在它的最后一页上，我们必须发现一幅给超现实主义所

拍的 X 光照片" (R，φ'ction.s， 184) 。本雅明追踪现代性的踪迹，

因为这些踪迹导向这样的交汇点，在此"诗的王国从内部崩渍

了" ( Rejlection.s, 178 )。关于有必要克服自主艺术的洞见产生

于对先锋派艺术所揭露的资产阶级艺术的重建，先锋派艺术对

资产阶级艺术的揭露方式是对之加以改变。

4. 最后，本雅明与马尔库塞的决定性区别在于本雅明认

为自主艺术解体的原因在于复制技术的兴起。在对绘画和摄影

的功能进行比较时，本雅明以例证表明了 19 世纪越来越占主

导地位的技术所带来的后果。与传统的印刷技术，诸如世洒、

铸型、木刻、雕刻、以及平板印刷术相比，这些技术代表着一

种可与印刷术相媲美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本雅明自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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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看到录音、电影和无线电的发展，这些发展都由于电子媒

介而突飞猛进。复制的技术冲击了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一方

面，作品失去了时空个性。但是另一方面，官具有了更多的文

献真实性。短暂性和重复性的时间结构替代了作为自主艺术时

间结构特征的独特性和延续性，因此破坏了光晕，即那种"独

特的距离感同时却强化了"在世界上的同一感" (nlumina

tios , 224的。去掉了光晕的事物只会越来越走向大众，因为介

于选择的感官和对象之间的技术媒介更精确、更逼真地复制了

对象。当然，主题的真实性要求建设性地使用逼真复制的手

段，即，蒙太奇与(对照片题词的)文学阐释。@

正如这些差异所表明的那样，本雅明并没有以建立在意识

形态批判基础上的艺术概念为导向。随着自主艺术的解体，本

雅明所想的是另外的事，不是马尔库塞所要求的对文化的克

服。马尔库塞将理想与现实相对立，强调资产阶级艺术的无意

识内容，即，它使资产阶级现实合理化，同时又无意识地流露

出谴责;而本雅明的分析屏弃了自我反思的形式。马尔库塞

(以分析来破坏-种客观的幻象)要为改变如此被揭露出来的

生活的物质关系铺平道路，并且要发起对将这些生活关系稳定

化的文化的克服，而本雅明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种已经在

解体中的艺术发起攻击。他的艺术批评以保守(留存)的态度

对待批评的对象，元论这个对象是巴罗克悲剧，还是歌德的

《亲和力}，抑或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或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电影，其目的毫无疑问都是"对作品的损毁"

áe~彻移卢W胁，却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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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uerspæl , 182) ，但是这种对作品损毁的做法只是将值得获

取的东西从美的媒介转换为真理，并因此而将之挽救下来。

本雅明独到的历史观念对于拯救的愿望给予了解释:⑩统

治历史的是这样一种神秘的因果律在过去的先人和我们之

间有一个秘密的协议。" "正如我们前面的每→代人，我们也被

赋予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一种属于过去的力量" ({历史哲

学论纲~， Illuminntions , 256 )。这种权利只有通过对及待救赎

的过去采取不断更新的、批判的历史视角才能得以被救赎。这

种努力，在→种明显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保守性质的(保住与

守住) ，因为"任何→个没有被现在看做被关注对象的过去形

象都有无可挽回地丧失贻尽的危险" ( llluminntions , 257 )。如

果这种权利要求得不到满足传统的延续和传统的接受者"

都会面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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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雅明来说，历史的连续体就是不可忍受的东西持久

不变，而进步就是灾难永久复归进步的概念应该被置人灾

难的概念范围内"。本雅明在一则研究波德莱尔的手记中写道:

"‘事情就这样不断地进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灾难这也就

是"挽救"行动必须抓紧"灾难中的小裂缝"⑩的原因所在。

关于一个时间停滞下来、处于静止状态的当下概念是本雅明形

成已久的洞见。在写于他逝世前夕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以

下论断具有核心性质历史是被建构起来的对象，其建构场

所并不是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是充满了‘当下的在场'

(Jetztzeit; nunc s阳时的时间，因此对于罗伯斯皮埃尔来说，

古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当下时间的过去，他将之从历史的

连续体中爆破了出来" Ulluminntions , 163 )。而本雅明早年的

-篇论文《学生生活~，开宗明义，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它只相信时间的无始无有一种对历史的理解，



终，只区分人类和时代的不同行进速度，而这行进则

是沿着进步的大道快速或缓慢进行……。相反，以下

的处理方式却关涉历史的一种突出状态，此时历史驻

足、似乎聚集进一个燃烧点，思想家们所构想的乌托

邦意象正是这样的状态。最终状态中的因素并不是毫

无形态的、进步的趋势，而是那些深嵌在任何当下时

间中的最受威胁、蔑视和嘲弄的创造和理念(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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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无疑，自从本雅明在巳罗克悲剧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理念论

以来，对于深入到过去进行挽救性干预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于

是回溯性的凝视被认为应该将被挽救的现象收集到理念世界的

范围中来，这是鉴于这样的现象已经逃过了生成和逝去的过

程;一旦进入永恒的领域，原始的事件就被认为脱掉了如同窗

帘一样的自然历史的前史和后史(现已变成虚设( Trauer

spiel , 45-47)。这个由自然历史和永恒所构成的星丛后来由历

史与当下时间所构成的星丛所替代:本原则由弥赛亚对事件的

截止所替代。⑩但是一旦挽救性的批评缺失，由忘却取而代之，

那个既威胁死者也危及生者的敌人将依然如故:即神话命运的

统治。神话是这样一种人类的标志，他们被无望地剥夺了过一

种好的、正义的生活的能力，并被放逐到了纯粹的繁衍与求生

的循环中。@神话的命运只能被截止一瞬间。在这→瞬间为了

与当下时间相贴切而从命运中(从空洞时间的连续体中)强取

的经验碎片给了危机中的传统延续时段以形态。艺术史就属于

这个传统。蒂德曼从巳黎拱廊计划中援引了下面一段话:

在每一部真正的艺术品中都有这样一个空间，有

一股凉风从中吹来，如同悄然降临的黎明，吹向任何

11 d后 dω伽电91伪伽必移描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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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置身于这个空间的人。由此来看，历来被认为对

于与进步的关系漠不关心的艺术却可以标志进步的真

正特征，进步不在于时间流动的延续不断，而在于对

这种延续性的干预:即每当真正新生的事物用其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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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ien , ( Yiedemann , 般的清新第一次降临之时

103ffo) 。

本雅明未能完成的现代性的初史研究项目就属于这样的语

域。波德莱尔成为本雅明的核心议题，原因就在于他的诗作阐

明了"永远同一中的新颖，和新颖中的永远同一" (1: 673) 0 

从将自己理解或误解为进步的那种不断淘汰式的义无反顾的前

进中，本雅明式的批判揭示了这种前进与太古时间的巧合，这

种批判从由生产力的推动而实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确认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样普遍存在着的循环往复的神话倾向一一

新颖中的永远同一。然而，本雅明这样做的目的一→这个目的

与意识形态批判不同→一一是为了挽救那个充满了永存不朽的现

时 ( Jetztzeit )的过去。它锁定了这样一些时刻，此刻间，艺术

的感悟截止了装扮成进步的命运，并把乌托邦的体验译成一种

想象化的辩证法(辩证法形象)一一永远同一中的新颖。对于

本雅明来说，现代性颠倒为远古历史，这含有一种歧义。神

话，正如意象的内容，属于远古历史。这些本身可以脱离神

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需要在另→个期待中的现在复

活，并、勺了为真正的进步而作为传统留存下来而具有"可读

性"。@根据本雅明的反进化论的历史观，永存不朽的现在

( Jetztzeit )与历史的连续体成垂直方向发展，这一历史观迈向

人类解放的步伐并不是完全盲目的，但是它用一种深深的悲观

主义推断，到底有多大的机会可使那种瓦解永远同一的突破组

合为一种传统，而不是被忘却。



本雅明熟知这样一种延续性，在这种延续性的线性进程

中，它打破了自然历史的循环，并因此而威胁传统的持续性，

这就是那种解除神秘的延续性，其最终的阶段在本雅明看来就

是使光晕丧失:

在史前阶段，由于绝对强调艺术作品的膜拜价

值，艺术品是魔法的工具。只是后来它才被当做艺术

作品。同样，如今由于绝对强调艺术作品的展览价

值，艺术品就变成了一个具有新功能的结构，其中我

们都知道的一个功能，即艺术的功能，将会被认识到

纯属偶然( Rluminatio邸， 227)。本雅明并没有对艺术

的非仪式化给予解释，但是必须明白的是，这是世界

历史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而理性化的过程产生于社

会生活方式中则是由于生产方式的革命化所带来的生

产力的迅猛发展所导致。麦克斯·韦伯也使用过幻灭

E
m
-持
·
不
雅
明.. 

提
高
觉
悟
却
到
踵
敷
位
却
判

( disencha略加回nt) 这个词。自主艺术成为一种既定事

实只在于，由于民众社会的兴起，经济和政治的体系

没有相应的文化体系相伴随，且传统主义的世界观被

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所瓦解，因此艺术走出了仪

式的语境。@首先，艺术能够被解放出来，供那些产

生于十七、八世纪的、读书、看戏、看展览、听音乐

会的资产阶级公众私自享用，全在于其商品特性。@

艺术的自主性所赖以产生的这些过程的发展同时也导

致了艺术的解体，在 19 世纪，那个由资产阶级个体

所构成的公众让位于都市大群体状的劳动民众，因此

本雅明把巴黎作为这样一个典型的大都市来研究，同

时他还重点研究大众艺术，因为"照相和电影提供了

最合适的手段"来认识"艺术的非仪式化" ( fllumi-

13 ~~伽移卢咽喝彩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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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阿多诺与本雅明产生了最大的意见分歧，他

把随着新的复制技术而产生的大众艺术看做是艺术的衰败，最

初使得资产阶级艺术的自主性成为可能的市场使得文化工业得

以出现，文化工业已经深入到了艺术作品的每→个毛孔中，并

与艺术作品的商品性一道将消费者的态度强加给观赏者。阿多

诺最早是在 1938 年，在他的论文《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以

及听觉的退化》中，以爵士音乐为例提出这种批评的。@在他

死后出版的《美学理论》中，他在"艺术的非实体化" (将艺

术非艺术化 Entkunstung der Kunst )的题目下对此做了归纳和总

结一一因为所涉及的批评对象不止→个:

关于艺术作品的自主性，这引起了文化消费者的

愤怒，因为他认识到他被当做比他自认为更聪明的人

来对待了，关于这种自主性，所剩下的就是商品的拜

物教特征……。如果艺术被当做供主体投射的白板，

它就失去了特征，因此将艺术非艺术化 ( Entkun

stung )的两种极端方式是:物化一一艺术被看做和其

他物一样的物-一和心理主义一一一艺术被当做观赏者

心理的载体。被物化的艺术品本身不再表达什么，而

是用来述说观赏者让它们述说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

非是已成陈规的、他的个人反响而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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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体验的成分在这种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是失望，与其

说是对艺术、宗教和哲学的衰落的历史失望，还不如说是对它

们的克服的滑稽模仿的历史失望。资产阶级文化的格局在其经

典的发展时代，简单地说，是以关于世界的传统形象的解体为

特征的，这首先表现在宗教退避到私人信仰的领域，然后是经

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与新物理学联手，最后是已经自主化的

艺术代表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受害者而采取了补足的立场。艺术

是一块保护区，为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物质过程中一一

可以说一一被认为是非法的需求提供哪怕仅仅只是虚拟的满

足:这些需要包括，与外部自然和自己的身体自然保持模仿关

系的需求，过团结一致的生活的需求，以及，总而言之，对共

同体验所带来的幸福的需求，这种体验摆脱了实用理性的强制

要求、为幻想和自发行为留有空间。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格局

决不是稳定的;正如自由主义一样，它只持续了短暂的瞬间;

然后就变成了启蒙辩证法的猎物(或更确切地说，变成了作为

其不可抗拒的载体的资本主义的猎物)。

黑格尔在其《美学讲座}~中已经宣布了光晕的消失，他

把艺术和宗教看做绝对知识的限定形式，由哲学这一绝对精神

的自由思考加以探究，借助这种认识，他启动了"扬弃"

(A呐ebung) 的辩证法，这立即超越了黑格尔逻辑的局限。黑

格尔的追随者们先是实现了对宗教、然后是对哲学的世俗的批

判，以便最终能够扬弃哲学，并在对政治暴力的克服中带来哲

学的实现，在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黑格尔

的建构中还不甚明了的思想现在被突出了出来:艺术在绝对精

神这一角色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并不是(→旦被主观

化，就像宗教，或一旦变成科学，就像哲学)接替经济或政治

体系中的任务，而是收集那些在"需求的体系"中得不到满足

的残留下来的需求。因此，艺术的领域直到我们这个世纪都被

15 d后~移/仰站出 6届切



赦免于意识形态批判。当它最终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时，

对宗教和哲学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克服已经赫然在目。

如今，不仅宗教是私人的事，由于大众的无神论主义，传

统中的乌托邦内涵也同样沉沦了。哲学被剥夺了形而上学的权

利，但是在大一统的科学主义中，甚至连一种悲惨的现实在其

面前被认为可证实自己的合理性的建构都解体了。同时，甚至

对科学的扬弃也随时可至。这破坏了自主的幻象，但是目的与

其说是为了在话语层面引导科学体系，还不如说是更为了未经

思考的利益而使之职能化。@应该从这个语境中来看待阿多诺

对艺术的虚假取消的批判;这种取消的确破坏了光晕，但是同

时又与对艺术作品的统治性组织一道消解了艺术的真理。对于

虚假克服的失望，无论是在宗教、哲学、或艺术领域，都引起

→种即使不是彷徨，也是抑制的反应，以至于人们怀疑绝对精

神的现实可能性，而更认可它的被消解。有鉴于此，另一种选

择是寻求对真理的瞬间做充满奥义的拯救。这将阿多诺与本雅

明区分开来，本雅明认为传统的真实瞬间要么将为了弥塞亚的

将来而被公开地挽救，要么干脆放弃。与对宗教的虚假克服相

对立，阿多诺-一他是和本雅明→样的无神论者，尽管表现方

式不同一-提出将乌托邦的内容作为催生不妥协的批判思想的

发酵剂加以引进，但是却绝对不是采取-种普遍化的世俗启迪

的方式。与对哲学的虚假克服相对立，阿多诺→一一→个与本雅

明一样的反实证主义者一-提议将一种超验的动力引人一种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自足的批判，但是却不深入到实证科学内部以

便以对科学自我反思的形式而获得一种普遍性。与对自主艺术

的虚假克服相对立，阿多诺展现了卡夫卡和勋伯格，现代性的

奥秘维度，但是却完全不是那种使光晕所包裹的经验变成公共

性的大众艺术。阿多诺在读了本雅明论艺术的手稿以后，他

(在→封写于 1936 年 3 月 8 日的信中)向本雅明提出了反对意

~~æ~&J d后 td;;cu-句J/æ4161 

论
瓦
尔
特
·
本
雅
明



见，认为"自主艺术的核心本身并不属于神话他接着说道:

尽管你的文章具有辩证性，但在关于自主艺术的

问题上却不尽然，它忽略了一种我在自己对音乐的体

验中感到曰益明显的基本经验一一正是对自主艺术的

技术法则的坚持不懈的执著追求改变了艺术，而且并

没有使得艺术成为一个禁忌或物神，而是使得艺术接

近了自由状态，成为可以自觉生产和制造的事物

(A臼thetics aru1 Pollitics , 12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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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晕被破坏以后，只有那些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形式主

义艺术作品还顶着压力，拒绝被消费者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和态

度所同化。

阿多诺所采取的是一种冬眠性质的策略，其明显的弱点在

于其防卫的特征。有趣的是，仅就文学和音乐还依赖于制约独

自阅读和专心收听(这是通往资产阶级个性化的康庄大道)的

复制技术而言，阿多诺的论文可用文学和音乐的案例来提供旁

证。相比之下，对于那些集体接受的艺术-一一建筑、戏剧、绘

画一一正如对于已经离不开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学和音乐一样，

它们都表明了其发展超越了单纯文化的工业，而且更加强调地

证明了本雅明对一种普遍化的世俗启迪的希望仍然有效。

当然，艺术的非仪式化对于本雅明来说也具有着一种无法

明晰的意义。本雅明似乎担心神话在没得到任何实施干预的解

放的情况下就被根除了-一一似乎神话必须作为败北者而被放

弃，但是其内容将被保留以便以不同的形态进入传统，由此而

在失败后也凯旋而归。由于神话穿着进步的外衣，那些传统只

能在神话的最深处才能发现的意象面临拥塌的危险，因此而永

远消失在拯救性批评的视野之外。以现代性为巢的神话，其表

17 场动ω伽电~~伽 M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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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形式是实证主义对进步的信仰，这是本雅明用其整个的救赎

激情来对抗的敌人。非仪式化远不是解放的保证，而是使我们

面临经验实际丧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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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于光晕的丧失，本雅明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在艺术

作品的光晕中隐含着对需要激活的过去的永恒时间 ( Jetztzeit ) 

的历史体验;对光晕的非辩证的破坏将是这种经验的丧失。当

学生时代的本雅明还在构想《未来哲学纲要》时，他思考的核

心议题就已经是关于没有被肢解的健全经验的概念。那时，本

雅明就对"还原到零点的经验，最小限度的意义"提出质疑，

反对对物质客体的经验，而康德正是以此为参照而从范式上将

目标定在对潜在经验的条件进行分析上。与此相对立，本雅明

捍卫那些接近自然而生活的人们更为复杂的经验模式，如疯

子、先知、艺术家。在那时，他对于借助形而上学来恢复一个

系统的经验连续体还抱有希望。后来他将这个任务赋予了艺术

批评，认为它可以将美转为真，通过这种转换真理不是那

种破坏了神秘性的昭然若揭、真相大白，而是一种证明了神秘

性的昭示和显灵" (Trauerspiel , 31)。光晕的概念最终作为必要

的外表替代了美的幻象，而当光晕消解时，这揭示了复杂经验

的神秘性。

因此对光晕的体验是建立在对无生命的或自然的

客体与人类的关系的反应的转换上，这种反应普遍存

在于人类关系中。那个被我们观看的人，或那个认为



自己被观看的人，也同时看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现象

的光晕意味着赋予它回看我们的能力 (IUU1回回归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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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

光晕的出现只能产生在一种我与一个与我对等的另一个自

我的主体间性关系中。只要自然被如此"包裹"以至于它可以

睁开眼睛回看我们，客体才能被转变成一个对等物。将自然普

遍有灵化是魔幻世界观的标志，在这种世界观中还没有造成一

个被客体化的、即我们可以进行操纵性支配的领域和一个主体

间性的、即我们可以相互交流的领域的分裂，相反，世界是根

据类比和呼应组织起来的，图腾性质的归类就是一个例证，联

觉的联想就是在感悟这种呼应方面的主观主义的留存物。@

就光晕的出现而言，本雅明提出了这样一种经验的概念，

即如果要将弥赛亚性质的幸福潜能救赎出来，就必须对这种经

验加以批判性的保留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他也从正面对待

光晕的丧失，这种模棱两可性也表达在他对那些自主的艺术所

取得的成就的强调上，而那些成就也正是非仪式化艺术作品的

特征。完全没有了膜拜价值的艺术-一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是这

方面的典型，因为其倡导者再次采取了波德莱尔的感应(∞F

respondence )观念一一与自主的艺术有着同样的目的，即在重

新发现的感应的网络联系中体验客体，以此作为使自己幸福的

对等物。

感应构成了审判的法庭，在它面前，艺术的对象

被发现就是那个构成可被忠实再现的形象的对象一

无疑，这使得它完全是成问题的。甚至只要我们试图

用语言材料再现这个矛盾，我们都只能将美界定为处

于记忆中的经验的对象 (IUW叩回归阳，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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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种模棱两可困境的方法只能是，将光晕现象概念中

的膜拜成分与普世成分分开对待。随着对自主艺术的克服，以

及光晕的瓦解，对艺术所做的奥秘性解读以及对之膜拜的距离

感都消失了，因此独自欣赏艺术时那种沉思默想的特征也随即

消失。然而，由于光晕的破碎而释放出来的体验，即对象被变

成一个对等物，其实在对光晕的体验中就已经存在。)个有生

命和无生命的自然之间令人惊讶的相互感应的领域因此而被打

开，在此，事物与我们也在一种脆弱的主体间性结构中相遇。

在这样结构中，所出现的本质，在发生了不带有任何距离的直

接性以后，难以被捕捉:反射在距离中的他者的临近性是一种

可能的满足和一种共同幸福的标志。@本雅明的意图指向一种

状态，在此状态中，对幸福的神秘体验变成了共有和普遍性的

体验，因为只有在将自然视若兄弟、似乎重又使之挺直腰板的

交流语境中，人类主体才能看见自然回眸的目光。

对艺术的非仪式化掩盖了这样一种风险如即艺术作品在失

去光晕的同时也失去了经验内容，变得琐碎不堪。另一方面，

光晕的破灭带来了将幸福的体验普遍化和稳定化的机遇，当一

种已经成为外在、并且去掉了光晕折射的幸福被剥去了外表的

那层保护壳，这种状况带来了一种与神秘主义者的体验近似的

经验，而神秘主义者将其狂喜的体验中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上

帝本身，不如说是上帝的降临和其可感的在场。只有神秘主义

者才会闭上眼睛，与世隔绝;他的体验以及体验的传播都是充

满奥秘的。正是这一刻将本雅明的拯救性批判所证实的幸福与

宗教幸福区别开来。本雅明因此将世俗叫做启迪，对此他是从

超现实主义作品效果的角度阐释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已经不是

自治作品意义上的艺术，而是昭示、口号、文献、吓唬和伪造

物。这样的作品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深入到神秘中去只是为

4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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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借助一种辩证的眼光认识其中的惯常，按照这种辩证眼光，

惯常中含有不可知，不可知中含有惯常" (战加ûons ， 1佣)。

这种体验是世俗的，因为它是外在的。@

任何对本雅明的阐释都不能忽略他与奥秘主义的决裂一一

无论这种阐释多么始终坚持一一如同朔勒姆收录在《论真实的

瓦尔特·本雅明>~中的文章那样一一为捕捉一个朋友的灵魂而

努力。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政治的洞见迫使本雅明与追求

真理的神秘主义相决裂，为了这种真理，青年时代的本雅明保

留了对教义的教条概念。@本雅明曾经写信给阿多诺思索如

果想成功栩翔，就必须不能带上蜡制的神秘主义的翅膀，而应

只在建构中找到力量的掠泉" (A臼thetics arul Politics , 136) 。本

雅明也同样坚定地反对神秘主义的满足和幸福感。他的意图

---听上去像是对朔勒姆的斥责一一是为了"对宗教启迪的真

正的、创造性的克服……，为了一种世俗的启迪，一种唯物主

义的、人类学的灵感" (战向始时， 179) ，对此，个人狂喜最

多只能用做最初的人门课本。

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回顾本雅明关于对自主艺术的克服的

观点，就可以明白为何不能将这种观点看做意识形态批判的观

点:本雅明的艺术论也就是经验论(但不是反思性的经验)@

在世俗启迪的形式中，光晕的体验破开了那层保护性的光晕外

壳，变成外在的东西，这种经验并不是来自于一种说明了被压

抑的成分并使被压制的成分释放出来的分析，而是得自于与反

思的方式所能达到的效果不同的方式，即借助于重温语义学，

这种语义学是一点一滴从神话中挖掘出来并以弥赛亚的方式

(即为了解放的目的)在对其保留的同时释放到伟大的艺术作

品中的。这种思想中不可解释的成分是这样一种必须由拯救性

批判来抵挡的怪异的底流z 如果没有这种批判所做的不懈努

力，从神话中转换过来的及时解放的证据以及从中所挖掘出来

~~产~rJN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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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内容就可能会落入空洞;传统的内涵就会不留任何痕迹

地全部被忘却。为什么会如此?本雅明明确指出，意义并不是

可以不断增加的货物，一种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完整无

损的相互交换的体验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产生出来，相反，本雅

明认为那种人类汲取以便用来赋予世界以意义并使之可以被体

验的语义潜能最早积淀在神话中，需要从中释放出来，这种潜

能不可能被延展，而只能被转换。本雅明担忧的是，语义的能

量在转换的过程中可能流失，使人类再也得不到了 O 他的语言

论为这种衰败与堕落的前景提供了一个立足点:经验论便是建

立在这个立足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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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本雅明的一生，他一直坚持一种模仿性的语言论，甚

至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还回顾单词甚至整个语言的拟声特

点。在他看来，语言只是靠偶然性而与现实相关联这种观点是

不可思议的。本雅明认为字就是名，在赋予事物名称时，我们

要么抓住了本质，要么迷失了目标;命名就是将元名译为有

名，这是一种将不完整的自然语言转换成完整的人类语言的翻

译。本雅明不认为语言的特殊本质在于句法组织(对此他没有

兴趣)或在于再现的功能(他认为这种功能从属于表达的功

能叭。使本雅明感兴趣的并不是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财产，

而是它与动物语言相关联的功能，他认为表达性语言只是表现

为表达这一动作的动物本能之一。本雅明将此与认知并复制相

同性的模仿能力相提并论，舞蹈便是例证之一，在舞蹈中表达

和模仿浑然一体，他引用了马拉美的一句话舞蹈者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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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而是一种隐喻，表达了我们基本生存方式的一个方

面:一把剑、一只水杯、一朵花、等等" (皿 478) 。原始的

模仿是以形象再现感应众所周知，早先似乎由相似性法则

所制约的生活领域是非常广大的，既管辖着微观也管辖着宏观

世界，但是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些自然的感应毫无例外是用来

剌激和唤醒人类对它们有所反应的模仿能力时，它们才具有了

重要性" (R件'ctω邸， 333) 。任何表达于语言表层或表达手势

中的内容通常来说，都不是纯粹的主观状态，而是一-借助这

种方式一一那种人类器官与周围的自然还没有被打断的联系;

表达行为与引发表达的环境的性质是系统相关的。这个模仿性

质的语言论尽管昕上去十分大胆，但是本雅明认为最古老的语

义层是表达层，这一推论无疑是正确的，灵长目动物语言表达

的丰富'性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根据布鲁格的研究就语言

是一种有声调的情感表达来说，非人类的灵长目家族的口头表

达能力与人类没有根本性区别。"@

我们可以推断，来自于非人类的交际形式的语义基础进入

了人类语言，代表着一种意义中的潜能，这个意义是不可能增

加的，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用这种意义来解释世界，因此威胁

了呼应的网络体系。即使如此，本雅明仍然看中这样的模仿能

力，那些即将变成人类的人在进入自我繁衍的过程以前就己经

具备了这种能力。本雅明最根深蒂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信

念之一就是意义不是如同价值一样产生于劳动，而是最多只是

能够依靠生产的过程被转换而已。@随着历史而变化的对需求

的解释依靠一种种类必须节省使用的潜能，因为尽管我们可以

对之加以转换，却不能够使之丰富:

必须记住的是，无论是模仿的能量，还是模仿对

象或参照物(可以补充一句，这些都内在储存着一种

g d后 dω白电9卢咽瑞彩幽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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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强烈要求和饱和的素质)在千百年的进程中都始

终如一，一层不变。反倒是，我们必须假设制造相似

性的天赋(比如，在舞蹈中，它最古老的功能就是如

此) .以及认识相似性的天赋，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

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似乎可被界定为模仿能

力的日益衰退 ( Re，卢~tions. 33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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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也有着模棱两可的意义O

从模仿的能力中，本雅明不仅看到了，人类所需要的意义

财富的源泉以社会一文化的生活形式释放出来，以语言的形式

倾泄到一个因此而被人化的世界上，他还从认识近似性的天赋

中看到了那个一度暴力性质的强求雷同、强求适应的基本形

式一一动物的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模仿的能力也就是原

始的、对自然的强制性力量依顿的一种标志;它表达在魔法的

实践中，留存在万物有灵的世界观的原始焦虑中，并且被保留

在神话中。因此人类的使命就是去消除这种依赖性，但是同时

又不削弱模仿的力量和语义能量的聚合，因为一旦削弱了后两

者，在以人的需求为参照来解释世界时就会失去诗的能力。以

上就是弥赛亚诺言的世俗内容。本雅明将艺术史，从膜拜到后

光晕时期，看做这样一种历史，它试图以形象再现这些非理性

的近似性或呼应、但同时又没有了曾经附着于这种模仿上面的

魔力。本雅明认为这样的意图是神性的，因为它们打破了神

话，而同时又保留和解放了其丰富性。

如果我们如此阐释本雅明，那么问题是，这种既能保存又

能解放的神圣力量的源泉何在?甚至本雅明所器重的批判，其

保守一革命的力量都必须回溯性地转向过去的永恒时间(Jet

ztzeite时，去发现其中积淀着从神话(即，过去的解放业绩的

记载)中重新找回的内容的那些结构。是谁编汇了这些文献?



它们的作者是谁?本雅明显然不想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式以伟大

作家的一种不可推论的启迪为依据.因此也就是不想以完全非
世俗化的源泉为依据。的确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足够接近

唯心主义了，因为一个建立在模仿性语言论基础上的经验论使
得不可能给出其他的答复。然而，本雅明的政治洞见却与此相

对立。本雅明，一个通过巴赫奥芬而发现了前史、认识舒勒

尔、研究并欣赏克拉格、与卡尔·斯密特保持着通信联系的本

雅明，作为 20 年代在柏林生活的犹太知识分子，还是无法对

他的(也是我们的)敌人置之不理。这种意识迫使他从唯物主

义的立场做出答复。

这是本雅明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他很自然地将此与

建立在拯救性批判模式上的弥赛亚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驯化

的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能够给予有关艺术与文化史的主体这样

的公开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个既是唯物主义的、同时又与本

雅明的经验论不矛盾的答案。认为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答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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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雅明的错误，是他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朋友们的愿望。

意识形态批判的文化概念有-个好处，它可以将文化传统

作为社会进化的一部分有系统地加以介绍，使得可以用唯物主

义来解释。本雅明则越过了这种概念，因为那种以拯救弥赛亚

时刻、保存危难中的语义潜能为目标而应用历史的批判必须将

自己理解为对重要经验和乌托邦内容的辨识和拯救，而不是对

自我形成过程的反思。本雅明也将历史哲学看做一种关于经验

的理论。@然而，在这样的大框架中，对艺术史一一本雅明由

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愿意放弃→一的唯物主义解释就不可能来得

直截了当。这也就是他将这种教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结合在一起的原因。他在历史哲学论纲的第→论纲中就表明了

这一意图。神学这个驼背小妹儒被认为应该利用历史唯物主义

这个木偶m 这种意图-定会失败，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

~~~加M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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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不可能简单地结合到一个似乎从天而降、不时地冲破命

运的永恒时刻 ( jet.azeiten ) 的无政府性质的模念上去。历史唯

物主义不仅在生产力维度上，而且在统治的维度上都依赖进步

的步伐，它不可能如同披上一个僧侣的袍子一样被罩上一个反

进化论的历史观。我的观点是本雅明想把启蒙和神秘主义结合

起来的想法是不成功的，因为他身上神学家的一面使他无法用

弥赛亚性质的经验理论服务于历史唯物主义。就这点来说，我

认为，只能让步于朔勒姆的观点。

我下面要阐述两个难题: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奇特的

改编和关于政治化的艺术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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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按照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指示，本雅明拟订

了一份摘要，第一次提呈了巴黎拱廊计划的一些主题意象

( {巴黎. 19 世纪的都城})。回顾这项计划创始的漫长历史，

本雅明在写给阿多诺的信中谈到那个修改过程，它"将最初始

于形而上学动机的混乱一片的思想带入一种状态，在此辩证意

象的领域抗拒着来自形而上学的反对而得以建立。" (Bi巾沪，

664)。借此，他指的是"新的、刚刚开端的、为阐释的范围提

。据架的社会学观点.. (品价. 665) 。阿多诺对这份摘要的反

应，以及他对本雅明三年后提交给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份披德莱

尔研究的批判都一-既从阿多诺所理解，也从他所误解的角

度@一一确切地反映了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独到应用。

阿多诺的印象是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为了向马克思主义致敬而

违反了自己的本意，这使得对两者都没有好处。他要求谨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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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程序，它"没有中介环节地、甚至因果相连地通过与基

础中的对应特征相关联而给予来自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明显特征

以‘唯物主义'特色.. (A，臼thet阳 and Polit白， 129)。他特别提

出对商品拜物教这个范畴单纯隐喻意义上的使用，对这个范

畴，本雅明在一封写给朔勒姆的信中提到，并宣称这个范畴是

他的新作的核心，正如悲剧的概念是他关于巴罗克悲剧研究一

书的核心。阿多诺揭批那种将"波德莱尔的作品直接与他时代

中的社会历史现象相关联，并尽可能地与经济现象相关联"的

肤浅的唯物主义倾向 (Aωthetics and Pol，剖cs ， 129) ，本雅明的

这种做法使阿多诺觉得他如同一个"浑身起着鸡皮疙瘩，一头

扎到冷水中"的游泳者(必id. ) 。即使把阿多诺与布莱希特针

锋相对这一因素考虑进来，这一尖锐的判断仍不失其锐利，但

是这一判断与他无知的倔强又形成奇特的对比 z 他坚持认为，

他的朋友(本雅明)应该弥补那个"漏掉的理论"和"缺失的

解释以便使文化特征和整个社会过程中的辩证联系的中介

环节清晰起来。阿多诺毫不犹豫地认为本雅明的意图正是他自

己在其著述中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点上，他是错误

的。这个错误典型地表现在这样一些异议上，这些异议被认为

促使本雅明修订了作为他的经验论核心的辩证意象的观念，使

得"可能达到净化理论本身的目的.. (A田thetics and Polit邸，

111)。阿多诺没有认识到，借助一种阐释学的方式、通过对辩

证意象的阐释来进行一项现代性初史的研究一一其目的在于对

-部被埋没的、面对被忘却危险的语义学进行解码一一是多么

合情合理。对于本雅明来说，在新(事物)的推动下，原初过

去的奇思怪想被释放了出来，而在新(的事物)中，又进行着

永远同一的连续它们与新(事物)相棍合而产生乌托邦"

( Re.flectio邸， 148) 。

本雅明的摘要把集体无意识说成经验的库房。阿多诺有理

a二t:d;;ωφ化电勺/v(u喝彩 JN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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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这样的措辞不满，但是他认为辩证意象的幻灭必然会回到

一种浑然一体的神话思维，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现代性中的

古旧维度一一阿多诺从中只看到地狱，而没看到黄金时代一一

所包含的正是体(经)验的潜能，这种体验指出了通往一个解

放的社会、其乌托邦状态的道路，其模式是法国大革命对罗马

古风的援引。在此本雅明用醒来时对梦的成分的意识打了一个

比喻，这点被发展成超现实主义的技巧，本雅明则非常误导地

把这叫做辩证思维中的经典时刻。阿多诺在此完全从字面意义

上理解本雅明了，对他来说，把辩证意象作为梦境植入意识，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主观主义，他驳斥本雅明说，商品的拜物

教性质并不是纯粹的意识中的事实，而是具有明确的辩证性质

的，这就在于它在异化的资产阶级个体中间产生了意识一→原

始意象。然而本雅明不需要承兑这个意识形态批判的要求:本

雅明并不想达到意识构型背后的那种价值判断过程-→借此，

作为物神的商品把握了个体的意识一一的客观性，本雅明只

想、也只需研究"集体意识对拜物教特征的认知模式因为

辩证意象是意识现象而不是(如阿多诺所认为的)被移植到意

识中的。

当然，本雅明在他自己的论述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态批判的差异问题上，也欺骗了自己。在拱廊计划的一篇手稿

中，他曾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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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物质相对于思想和经验来说，如果在某种程度

上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如果这种决定性不是那

种简单的镜子式的，那么排开其因果关系来历，该如

何对之定性( !)?作为其表达方式，上层建筑是基础

的表达方式，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状况在上层建筑中

找到表达方式(转引 Tiedemann ， Studien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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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这是本雅明的经验论的一个范畴;与有生命和元生

命的自然之间那些非理性的呼应相关联，儿童和艺术家的观相

术士般的凝视就停留在这样的自然上。表达，对本雅明来说，

是一个语义学范畴，与其说近似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原理，不

如说更近似于卡斯纳、甚或克拉格的意图。就阿多诺所实践的

意识形态批判来说，也有一个同样的误解，这出现在本雅明对

他晚期著作中论瓦格纳的章节的评价中本书中有一个倾向

使我格外感兴趣:将表象直接地、几乎没有任何心理中介地、

放在社会领域中" (B，啕告， 741)。事实上，本雅明所想的并不

是心理学，但是他也不关涉对必然的虚假意识的批判，他的批

评所关攒的是正确对待积淀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学和艺术中的集

体幻想意象，这些意象产生于人类需求的最古老的语义潜能与

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秘密交流中。

拱廊计划所关注的正是它们之间的呼应。阿多诺呼吁这样

一个"你为了它而牺牲了神学" (Aω伽ûcs and Polit白， 111) 

的目标，本雅明的确做了这种牺牲，因为他现在已经将神秘启

迪看做世俗(即，可普遍化的)的、可外化的体验。然而阿多

诺一一和本雅明相比，他显然是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一却认

识不到他的朋友从来没有打算放弃神学传统，因为他始终坚持

自己的模仿说语言论、弥赛亚性质的历史论以及对批评的保

守一革命的理解，这种批评对于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异议无动

于衷(以至于这个木偶不能被简单地置于他的指导下)。这点

也可以从本雅明对艺术的政治工具化所采取的认同态度中见，

出，在此他坦白自己是一个参与型的共产主义者。我对这种认

同一一这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岛作ctio邸， 2:却一38) 的讲

座中尤为清楚一-的理解是，它是一种迷惘，原因在于这样一

个事实，即从拯救性的批判中，不像从提高觉悟性的批判中，

~rb:JωlFJå电!I~瑞~ eJN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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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得到一种与政治实践的内在关联。

当意识形态批判揭露出隐藏在表面上的普遍利益中的统治

阶级的特殊利益时，它是→股政治力量。就其动摇了把握着被

压迫的奴隶的意识的正常结构、并诉诸于政治行动来说，意识

形态批判的目的在子打破内在于制度中的结构暴力。它的导向

是将如此动摇的暴力在人人参与的条件下给予废除。结构暴力

也可以保护性地或反应性地自上而下被解除;那么所采取的方

式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非正当的群众动员，他们并不是取消释放

出来的暴力，而是以一种扩散的方式"演示出来"。

我已经表明，在这个意识形态批判的参照框架中，没有本

雅明所建立的那种批判的空间，一种旨在用一个向过去的永恒

时刻 ( Jetztzeiten ) 的跳跃来拯救语义潜能的批判在与政治实践

的关系上具有一种高度中介化了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本雅

明没有能够讲得十分清楚。

在他早期的论文《暴力批判》中，本雅明区分了立法暴力

和护法暴力。后者是国家机器可以合法行使的暴力;而前者则

是在战争和内乱中释放出来的结构暴力，它潜在地存在于所有

的体制中。@立法的暴力，不像护法的暴力，没有工具特征，

相反，它"展现自身"。无疑，体现在解释和体制中的结构暴

力都体现在本雅明一一如同黑格尔一一所界定的宿命或命运

(战争和家庭的命运)的领域。当然，发生在自然历史中的变

迁改变不了任何事物只盯着眼前最多只能看到立法和护法

的暴力形态的辩证的产生与衰落……这种状况将持续，直到新

的力量或被压抑的早期力量战胜迄今为止的立法暴力，并建立

新的法则，而新的法则也注定还会衰亡" (R，协ctio邸， 3∞) , 

在此我们再次碰到本雅明关于命运的概念，它肯定了一种永远

同一的自然历史的连续体，而排除统治结构中累计增加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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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拯救性批判这一角色出场的时候了。于是本雅明句勒

了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革命暴力的概念，他将阐释的行为冠以

所有实践的徽章，以此从过去的艺术品中摄取对自然历史连续

体的准时突破，并使之与现在相适宜。于是这就是那种以"打

破在神话法则形式的魔力下循环"为目的"纯粹"或"神圣"

暴力(必id. )。本雅明是在他的经验论的框架内阐述"纯粹"

暴力这一概念的;因此他必须从这种概念上剥去任何有目的

的、理性行为的特征:革命暴力，正如神话暴力，自我展

示一一这是 1类最纯粹的暴力的最高展现" (ibid.) 。以一种

与此相关联的方式，本雅明提到索莱尔关于总罢工的神话，提

到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其特征是在政治实践的领域中禁止

任何工具性质的行为，并且否认目的理性，而推崇"纯粹手段

政治" "(这样一种实践的)暴力，对其估价将不是取决于效

果，而只取决于其手段的法则" (Re，舟ctwns ， 292) 。

这是在 1920 年。九年以后，本雅明写了著名的论述超现

实主义运动的论文，在这个运动中，波德莱尔关于梦与行为的

密切关系的思想也同时盛行开来，本雅明所理解的纯粹暴力，

在超现实主义的激发下，令人惊讶地初具形态:在超现实主义

者无意义的行为中，艺术被转换成一种表达的活动;诗与政治

行为之间的分裂被克服了。因此本雅明从超现实主义中看到对

他的艺术论的肯定。然而，超现实主义所提供的对纯梓暴力的

阐明从本雅明那里所得到的是模棱两可的反应。做秀的政治，

甚或诗意化的政治一-当本雅明看到它们的实现时，他毕竟不

想对政治行动和表现之间的原则差异熟视元睛这将意味着

把为革命而做的方法和纪律方面的准备完全从属于→种实践，

这种实践时而为之而训练，时而为其近在咫尺的开端而欢呼"

(战如归时， 199)。由于与布莱希特的接触而受到鼓舞，本雅

明因此与早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相决裂 z 于是他从艺术在阶级

d豆 d主倒很d电~~幽仍具



斗争中的组织和宣传作用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和政治实践的关

系。对艺术果敢的政治化是一个他所发现的现成的概念。他有

足够的理由使用这个概念，但是这与他自己的艺术论和历史论

没有系统的关系c 鉴于本雅明没费任何周折就接受了这个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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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瓦
尔
特
·
不
挂
明 念，他等于默认从他自己的经验论中无法取得与实践的内在联

系;震惊的体验不是一个行动，世俗的启迪也不是-个革命的

行为Y

本雅明的意图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用来"为经验论"服

务但是这个意图必然导向对狂喜和政治的认同，而这是本

雅明所不希望的c 从文化传统中解放弥赛亚条件所不能没有的

语义潜能和从结构暴力中解放政治统治不可同日而语。本雅明

(对于我们)的合适性不在于一种革命的神学。@他的合适性可

以被认为在于，我们能否"利用"他的经验论来为历史唯物主

义"服务"。

七

一种关于进步的辩证的理论一一历史唯物主义就自我声称

是这样的理论一一采取一种防卫姿态;自称为进步的事物很快

会败露其本身就是对被认为已经克服了的事物的永久延续，因

此越来越多的反启蒙的原理被融合到启蒙辩证法中，越来越多

的对进步批判的成分被融合到了关于进步的理论中一-一这一切

都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进步的观念，即它应有足够的敏感和坚

韧，不使自己被解放的幻象所迷惑。当然，这个关于进步的辩

证理论必须反对这样的论点，即解放本身也在制造神话。@

在马克思的批判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是剥削，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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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中，贫穷和统治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教会了我

们区分饥饿和压迫。可通过生活水准的提高来预防的缺衣少食

与不是通过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是通过自由的增加来帮助解决

的匮乏是不同的。布洛赫在《自然法则与人类尊严》中，把产

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的成功所带来的必要区分引入了

进步的模念。@在发达社会中，压迫越是有可能与繁荣(即，

只满足对经济体系所提出的要求，而不一定必须拯救真正的政

治危难)相关联，就越是要将重点从消除饥饿转移到解放上

来。

在一直可追溯到马克思那里的传统中，本雅明是第一个在

剥削和进步的概念中强调进一步探索的人:除了饥饿和压迫，

还有失败;除了繁荣和自由，还有幸福。本雅明认为他称作世

俗启迪的幸福体验是与对传统的拯救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那个

我们在按照我们的需求解释世界时所需要的语义潜能之源泉不

枯竭，对幸福的权利才能够兑现。文化产品只是实施统治的精

英们在凯旋的大游行中所携带的政治报酬，因此传统的过程必

须与神话区别开来。文化的解放如果没有对存在于体制中的压

迫的克服是肯定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眼下有一种疑虑，即，一

种没有幸福、缺乏满足的解放难道不就与没有取缔压迫的繁荣

一样不可能吗?这个问题不是不冒风险z 然而，在后历史的当

口，象征的结构被耗空亏，磨损严重，丧失了一切祈使功能，

然而官却并没有完全闲散。

本雅明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他所坚持的是一个既最精

神化、也最感官化的幸福，正如为大众所设计的体验。的确，

这样一种经验有可能消失这一前景使他几乎被吓坏了，因为，

用他盯在弥赛亚状态上的目光，他观察到，进步在持续不断地

受到欺骗，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进步而实现进步。因此对考茨基

进步观的批判就构成了历史哲学论纲的政治语境。即便我们不

d磊~但电F卢伽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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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所提到的关于进步的三个维度的任何方面来论证:只要

繁荣、自由和幸福没有成为普遍现象，那么增进繁荣、扩大自

由、促进幸福就并不代表着真正的进步，也可以从这三个组成

部分的等级这一角度来论证:没有自由的繁荣不是繁荣，世有

幸福的自由不是自由。本雅明对此刻骨铭心:在最后审判没有

到来之前，我们甚至对局部的进步都不能确信。自然，本雅明

将这一重要洞见融合到他关于命运的概念中，按照这一概念，

历史变迁不会带来任何变化，除非它们被反映在幸福的秩序

"世俗世界的秩序应该被建立在幸福的观念上.. (品iflec

lions , 312)。在这个整体化的视角中，生产力的累进发展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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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互作用结构的定向变化都被合并为一种对永远同一性的再生

产。在本雅明摩尼教徒式目光的凝视下，进步只能从幸福的阳

光灿烂中来认识;历史的铺展就像一颗陨落的行星的轨道，在

这颗行星上，闪电不时闪烁而下，这迫使我们从那些真正只适

合于文化过程的概念中来阐释经济和政治体系;在罪过感语境

的普遍存在中，进化隐匿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一一进化，尽管带

有可争议的偏见，不仅发生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层面上，甚

至发生在面对重重压迫、无法做出区分的层面上(我指的是进

步，这无疑是不稳定的、并永远面对被推翻的危险，即使不在

道德的形式结构中，也会在法律产品中)。在对那些流逝的事

物的哀婉的记忆中，在唤起行将消失的幸福时刻时，对世俗进

步的历史感在萎缩。毫无疑问，这些前进产生倒退，然而这正

是政治行动开始之处。

本雅明对空洞进步的批判矛头直指一种忧郁的改革主义，

这种改革主义的感觉中枢对于改善的生活再生产和完满的生活

(或，更动听-些，一种没有失败的生活)之间的差异没有辨

别能力。然而这种批评只有成功地使这种差异在与→种并非卑

劣的对生活的改善的联系中显现出来，才能具有尖锐性。这些



改善并不创造任何新的记忆，但是它们瓦解旧的、危险的记

忆。对贫穷、甚至对压迫的步步否认，必须承认，令人惊奇地

毫不留下痕迹;它们使事情变得轻易，但是它们却并不完成圆

满，因为被记忆所留存的缓解仅仅只是圆满的准备阶段。面对

这样的局面，同时有两个被滥用过的立场:建立在悲观人类学

基础上的反启蒙立场让我们认识到，最后圆满这样一个乌托邦

的意象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动物种群服务于生活的一种虚构，这

个种群将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单纯的生活而达到一种美好生活。

另一方面，关于进步的辩证理论非常确信自己的诊断，即成功

的解放也意味着完满。本雅明的经验理论一一如果这不是教士

的袍子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一一一能够用一种有根据的希望

来反对其中一个立场，而用一个预防性的怀疑反对另一个立

场。

在此我们只谈一下本雅明的语义学唯物主义所提出的怀

疑。我们能事先排除一个毫无意义的解放的可能性吗?在复杂

的社会中，解放意味着对管理决策结构的参与性的转变。是否

有这样的可能，即有朝一臼，一个被解放了的人类会发现自己

生活在一个扩大了的随心所欲的话语构型空间中，然而却失去 1 m:

了指导，没有能力阐释什么是好生活了?→个上千年来为了统

治的合法性而被利用的文化，它所采取的报复就是这种形式:

就在克服世世代代的压迫的同时，它再没有了暴力，也没有了

尔
特

本
挂
明

内容。如果没有了本雅明的拯救性批判所关注的那些语义潜能 l 捏

的注入，实践话语的结构一一最后完全建立起来了一一必然会

成为一个空壳。

本雅明几乎是从反启蒙观点中强拉出对空洞思考的责难并

用来建构一个关于进步的理论。任何一个寻找本雅明的合适性

的人肯定都会面对这样的异议，即，面对一个坚如磐石的政治

现实，不应该如此轻松地使解放的努力再背负上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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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论这些重负有多么崇高一一一应该分清轻重缓急。我当然

认为一个不同的进步的概念打开了一个视野，这个视野不仅简

单地使勇气受阻，而是使政治行动更能命中目标，因为在一种

禁止革命思想、使人有理由认为革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历

史条件下，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主体性过程的革命理念也应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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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对转换。本雅明的革命的阐释学对文化史进行了解密，

此拯救，用于剧变，他的这种阐释也许指出了一条可采取的途

径:。

一种试图将本雅明的洞见带回到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中

来的语言交流理论必须同时考虑本雅明的两个论点，我在想的

是这样一个断言，即"存在着这样一个人类共识的领域，它不

以至于完全不与暴力沾边:这就是‘相互理解'的诉诸暴力，

正当领域，语言" (Refl配tions ， 289); 我在想的是这样一个告

戒全面的悲观主义，绝对……，但重要的是对一切阶级之

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所谓相互理解的不信任、不信任、还

是不信任，只对产业工会的善变(1. G. F.缸ben) 和空军

(Luft waffe) 的和平完善给予元条件的信任" (岛作'ctω邸，

译)(郭军

191)。

释:洼

①指阿多诺与夫人合编的两卷本文集 (Frankfurt a.. M.; S由rkan轧

②G哑也om Scholem , "Walter Be哼晒in." in Scholem，伽 Jews and judnism 

in Grisis (New York; Schcken , 1叨6) .还可参照本集所选译的朔勒姆的

《本雅明与他的天使》以及&胁m ， Wal.terl均由un und sein Engel ， 时.

1955) .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 M,: S由法amp ， 1984) ，后者是在朔勒姆死后发

表的本雅明评论集。

"A PO由ait of Walter Benjamin ," in Adorno，丹也阳，( T. W. Ar阳刚，

国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也mbridge ， MA: 阳f Pre蝠， 1982). 

④参照 Rolf Tiedemann , Studkn ZUT Philosophæ Walter Benjamins (Frar邮川

a M.: 51血球amp ， 1965 ); Tiedemann，肌础知ik im stillstarul (Frar邮1ft a M. : 

缸hrkamp ， 1984). 后一本书中有两篇文章被译成英文，本集转译了这两

篇:即《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政治弥赛亚主义》和《凝固的辩证法<拱

廊计划〉研究};另，可参照本集所译的Schwepj:阳也ωer的《世俗启迪的

原理》。

( H. Breru凹， "Die LesbaIXeit der 旧的. Skizzen zum PIω院昏nentwuef，"

altern幽.le 5←创 (A严←June 19创): 48ff.; H. Lethen, "Zur R幽阳ia1istischen

Kur回岳阳，rie Benjam血 "aJ.伽natìve 56-57 (ω:tober-D航班nber 1967): 225一

32; M. schara鸣， Zur Eman哼M肌如品，四 (Neuwied: Luct阳恤时， 1叨1).

@W. Benj皿ún，局向(e， 1却ff.

( H. Arendt，加伊叨，岛毗t ， Zwei Es.叩. (Munich: pi阳， 1叨1);

"Ir自咄咄00: WaI阳Benjamin 1892-1例。， "in 助uninations ，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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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B田伊，战，. Franzosi.配加刷刷曲71UIS (Frankfurt a. M.: suhrka吨，

1971); K. 日. Bohrer, Die K'faJu曲曲e f1l阳脚印刷如 SUneaJ.i.mW& und Tmor 

(Munich: R嘈ter & Bernt时， 1归'0); E. l.enk，加伊饲伊VJ Noni&& (Munich: 

R嘈阳&如由rd， 1归1).阿多谱对超现实主义的批判收录在 N伽1 zur 

U回由JI'1 ( Frar邮nt a. M.: 缸hrk皿甲， 195的， 15:于寸副.追随他的有 H.

M. 坠-.uøberøer， .. Die Apm阳也rAvar咽回曲" in EI仇ælheiIm (Frar邮nt a. 

M.: S.àIran亭. 1蝇2) . 

<IDSee Tert lI1IIl 必剖k 31-32 (1971). 

( 'H. Marct酶 ， Kultur lI1IIl G翩翩aft 1 (Frar幽nta. M.: st曲kamp.

1~邸)， 36-101; 坠唰蛐回划皿∞: NeSC曲"，，(B<赐。n: 坠糊lOIlPr酶， 196时，

/..ferÆ;，幽幽电F卢咽喝彩 e相仿真

搅←-133.



。饭馆统i

QDH. Marcu舱 ， An Essay on μberation ( Boston: Beacon pr脯， 1969) ，尤

其是第二章。马尔库塞在收录在《反革命与造反> (Co阴阳-evolω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脯， 1叨2)) 中的《艺术与革命> (Art and Revolu

tion) 一文中又发展并部分修订了这种观点。另，参见 G. Rohnno回r ，

d后~仰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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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陀ih旧g: Ro~ch ， 1972) 

⑩"有些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终年被蒙着;中世纪大教堂上的雕塑使

站在地面上的人根本看不见，随着各种艺术实践活动从宗教仪式中解放

出来，对其作品展示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lllum刚刚， 221) 

@"法西斯主义的艺术为了大众而执行，也是由大众来执行……它

将演出者和接受者都罩在一种魔力中，在这种魔力的笼罩下，他们必然

在他们自己看来如同里程碑一般，即不能产生深思熟虑、独立自主的行

动……只有以魔力所强加给他们的姿态，他们才能自我表达，法西斯主

义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田: 488) 

Q1)"在象征中破坏被理想化了，大自然变形的面庞在刹那间借助救

赎之光昭示出来，然而在寓言中，观看者所面对的是历史的死亡面具，

即一幅僵化的原始景观……。这是寓言观点的核心，是对历史的巴罗克

式和世俗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历史就是世界如同耶稣一样在受难，

其重要性主要在于其衰亡的各个阶段。" (Trauerspiel ， 而)

@在此，本雅明把达达主义看做以其他方式产生的技术艺术的先

驱达达主义的革命力量在于检验艺术的真实性。他们从各类票证、

纺线轴、烟头中看到静态的生活，并把它们与画面成分相结合。他们所

有这些置入一个镜框，以这种方式向观众展示:瞧!你所观赏的绘画的

镜框瓦解了时间，日常生活中哪怕最不起眼的真实片段都比绘画讲述得

更多，正如一个杀人犯带血的指印比书的本文讲述得更多一样。这种革

命的内容大多通过进入声音蒙太奇 (phonomontage) 而被挽救并得到救赎

W四tensA田thetik wul die 必dturrevolution des 

( Reflections , 229) 。

@Ti自主emann ， Studien , 103fIo ; H. D. Kittsteiner, "Die Gesc趾阳;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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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opμsc岭n Thesen" , AItemativ 55-56 (1货í6): 243-51. 

。诚然，一种回溯性的批评所具有的挽救力不可与历史主义取自浪

漫主义的移情和再体验相混同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开始了一种对

虚假财富、对同化所有的过去的追求，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对人类的逐步

解放，如果是那样，它会以更加强化的意识看到自己的历史，并不断以

新的视角来审视;但是与此正相反，它的方式是模仿，这种方式从所有

的民族、所有的时代搜寻所有的作品。.. (II: 58) 从一方面来说，这并

不是要建议将历史阐释为一个有效历史的连续体，或将之重建为人类自

我形成的过程。与此相对立的是最根本的反进化论的历史观。

("Central Park ," Ne即 Gennon Crit叩re 34 (Winter 1985): 到。

( B. Linder , "Nat田.-G咽chichte-eine G西chichtsphilo回phie und Welter

fahrung in Benjamins sc趾iften ，" Text und 必itik 31-32 (1971) , 56. 

@从这个意义上，进步的科学，诸如系统理论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把

人类的本性看做是"神话性质"的。

@"的确，获得这种可读性是内在于它们的突出的批评意义(即，

辩证法意象)。每一个现在都是由那些与之共时的特定意象所决定:每

一个当下都是具有清楚的可识性的当下。在当下中，真理随时间向每一

个爆炸关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Yitl(如nann ， stz耐n ， 310) 。

@"自主性"在此指的是艺术不受雇佣者意图所左右的独立性，使

用的意图外在于艺术。艺术生产的自主性大约要更早一些，即产生于恩

主赞助的形式。

@A. Ha阳r，挝啕四hichte 伽 Kunst ， 2 vils. 

1归3); J. Habennas, 岛四伪mωmkl ， fìfth edition (Neu明ed: Luchterlumd , 

1971), 46ff. 

@T. W. Adorno , in DissoTUJ1因~ (Gottingen: VaIl(抬出割完k & Reprecht , 

1969). Er唱ish 国时ation in 哑IeEs酷回al Frankfurt School R创der ， A Arato 缸划

( Munich: Hanser , 

E. G耐l8lÙt， eds. (N四 York: Urizen 坠放s ， 1977). 

ØT. W. Adorno , A州etic Theo厅， trans. C. l.eI由ardt (l.ondon: RωÙtl(如

~rb;;.ω伽电!1~加 JN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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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阴n Paul , 1984) , 25. 

@"艺术在开始时还具有神秘成分，一种神秘的预言和渴望……。

但是如果完美的内容在艺术形态中得以完美揭示，那么更有远见的精神

拒绝这种客观的显现，而转回到其内在的自我中去，这正是我们时代的

状况。我们可以希望艺术总是向更高层次升华并成为完美，但是艺术形

式已经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求，无论我们觉得希腊神像雕塑得有多么精

美、无论我们看到上帝天父、基督、玛丽被刻画得多么高贵和完美，都

无济于事，我们不再顶礼膜拜。" (G. W. F. H~抖 ， A困山阳 ， lectures on 

F的e ATt 1, trans. T. M. 险lO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 1975) 103) 

@J. Behnnann , G. Bohme, and W. van den Daele 在"Altemativen in der 

Wis配nschaft" 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论点。

@光晕从捕捉了人类瞬间表情的早期照片中最后一次放射出来。这

既构成了这些照片的哀婉，也构成了它们无与伦比的美丽。

M二~伽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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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邸， 228) 

ø"重要的是感应记录了一种包含仪式成分的经验的概念。波德莱

尔之所以能够挖掘出他作为一个现代人所亲眼目睹的那场崩溃的全部意

义，就在于他利用了这些成分。正是以这种方式，他才能够从中认识到

对他个人所提出的挑战，他进而将这种挑战融合到他的《恶之花》中"。

(muminatio邸， 183)0 "波德莱尔所描写的眼睛使人觉得都是些丧失了观

看能力的眼睛。" (品unina阳邸， 191) 

@关于阿多诺对与自然和谐的论述，尤其是那些在《最低道德》中

的论述，见我的论文"1lIeC:曲r. W. Adorno，因n 件且刷刷lierenc:坠，r h配llek

tueller (1锦)"，载 philo.吨加胁polåische Profiks (Frankfurt a M. 

如hrka吨， 1971).又见我论阿多诺的文章，载 philo.叩伊:ul-Political Pro

fo窍，国1IS. F. G. law:陀附(也mbridge ， MA: 阳r Press, 1983) 。

@正因为此，本雅明才不接受个人狂喜或吸食大麻作为这种体验的

模式读书者、思想者、倘佯者、漫游者也和鸦片吸食者、梦幻者、

在热者一样是不同种类的有特殊智慧的人。" (蝴仰自， I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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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 Aktua阳t Walter Be明min ， Aω 必向s 由 80. GebUTt3t略目 wn Wal

ter Be咿:mUn， S. Unseld , ed. (Frar邮nt a. M，:缸hrkamp ， 1归2). 又见本集

朔鞠姆《本雅明与他的天使》。

@"因此未来哲学的要求终于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在康德体系的基

础上来形成一个知识的概念，这个康德体系对应于这样一种经验概念，

即对这种经验来说知识就是教义。" (n: 168) 

@"有必要表明，经验论代表着本雅明所有的思想的颇具神秘色彩

的核心" (P. 捡回nme ， "Zur Konzeption 曲幽幽kaìschen Bilder," 11甜 und 航·

tik 31-32 (1971): 80 , n. 5.) 。

@在《未来哲学纲领》中就有了以下暗示对知识的语言性质进

行思考而产生的哲学观念将会创造一个与此对应的有关经验的观念，这

还将会包括这样的领域，甚至连康德都没有能够取得对其系统排列的成

就。" (II: 168) 在康德的时代，晗曼已经在尝试这样做。

æ"语言必须传达点什么意思(而并非自身)，这的确是语言精神

的堕落。语言变成了外在的交流性的东西，似乎它是对明确的中介性语

言的滑稽模仿。.. (Reflectio邸， 327) 

@D. PI()(莓， "Konununikation in Affengesellschaften und deren Bedeutur啄且E

die Verstand田wei回nd回 Menschen ，" in Neue Ant舶'J1Ologie ， voI 2 , ed. H. G. 

刨a盲目叫 P. Vogler. 关于本雅明的语言论，迄今为止，在讨论中→直

相对来说是被否认的，见 H. H. Ho/z, "Prismati时阳Denken ，" in Uber Wal-

ter Benjamin (Frankfurt a. M. : S吐略部IP ， 19(盼， p. 但←110.

@关于"意义、含义、等等一一按照马克思的方式一一只能产生于

世界历史的人类的劳动过程中一一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自我生成-一本

雅明决不会造出自己语言来" (lindner, "N矶Jr-Geschichte." 55 ) 

@历史哲学论纲的第十四条论纲证明了这点。本雅明所感兴趣的是

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语境，而不是它所带来的实际变化法国大革命把

自己理解为罗马的再现。它援引罗马的方式就如同时尚援引一个过去的

服装。" (晶uninatú:ms ， 263) 

t:fe af;.Jcu.φd々P 户'回必W ，)&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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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的是阿多诺写给本雅冽的两封信，时间分别是 1935 年 8 月 2

日和 1938 年 II 月 IO 日(副曲， 67-83 and 782一钊2 加thd.比s and Poü

阳. llo-20 and 126-35)。本雅明的回信，见岛旷"e，有排吵9 ; Aesthdics 

and Polil町， 134-41)。对于这整个复杂的问题，见 J副，b Taubes , "Kultur 

论
E
m
d特
·
本
挂
明 山1d ldeaIogie ," in SpaJkap阳æTTU1S 例如 lrulu.s的怨自eIlSC顿， ed. T. W. Adomo 

(Stu咿rt: Enke , 1969) 。

@在这个语境中，本雅明提出了对议会主义的批判，得到了斯密特

"它们〔议会〕提供了一幅熟悉的、讨厌的场景，因为他们已

经忘记了那使它们得以存在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在德国，这种力量的最

后展示对于议会来说毫无结果。它们缺乏这样一种意识，即立法的暴

的赞赏:

力……应该是一种非暴力的处理政治事物的方式"0 (~庐划切邸， 288) 

@见Bohrer ， Die gefahrdete A阳M础，由阿ially 53ff. , and B. Lypp , As

的eti.scher Absolu1i.sTTU1S und poüti.sche Verruuýi (F rankfurt a . M.: Suhrkamp , 

1972) . 

@ 见 H. 句lzinger ， "w. B阮e叫n叼u归阳amJ回IIr--一-斗b晤leol岛og<阱;e der Revolution ," Kur-

bi.skem (1969); 62步一47.

@根据这→观点，批判理论就是"现代诡辩术见 R. Bubner , 

"Was ist Kritische Theorie?" in Henneneu1ik und Ifkologiekr由此 (Fl阻地furta. M.: 

出hrkamp ， 1归1).

@"社会乌托邦的目的在于人类幸福，自然权利，和人类尊严。社

会乌托邦描绘这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再也找不到悲惨和不堪重负的

人;自然权利构造了这样的关系，其中被压迫和受歧视者不复存在"。

(E. Bloch , Mωw附hJ und rnensclúiche Wurfk (F rank:furt a. M. Sul毗amp ，

1961), 13) 



后记

本文集的策划人和各位译者都是本雅明人格的景仰者及其

理论的热心者。基于国内已出版的本雅明文集在语言和思想的

晦涩程度上带来的阅读困难，大家执意妥译一本国外学者研究

本雅明的文集，以便于理解和传播他那独到的思想。在中国已

经开始进入现代性的语境中，用本雅明式的全方位的悲观冷却

盲目的进步与发展的热望，冷静思考科学与人文、发展与保

存、人类与自然、主流与他，者的关系，这将对我们是件有益的

事。因此各位不辞辛劳，在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承担下这

一任务。 这个集子体现了全体参编者的智慧和辛勤。首先，我

们的朋友汪民安博士作为策划人，在这个文集的材料的选编上

提供了宝贵建议，文集的名称即出自他的创意，精练漂亮地，体

现了本雅明思想的整体面貌;清华大学英语系的陈永国教授在

自己科研任务极其繁忙的辛劳中，不惜腾出大量宝贵时间友情

"出演译出了本集中难度最大、最有分量的尺，篇文章:北师

大外语学院的曹雷雨女士以她，对英、德、法语言的熟练程度保

证了本文集术语的确切、名称的一致，她本人在做博士论文的

百忙之中，不仅在选材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参加策划，同时负责

着全部德文材料的校对工作;此外，北师大的王广州先生、北

外的王歌女士也是在做博士论文的百忙中，出于对本雅明的热

d磊 dω伽移卢咽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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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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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意抽出时间通过翻译而接近这位不朽的思想家O 大家尽

了努力，同时满怀期望，希望本文集能够与已经出版的本雅明

文集一道为中国读者解读本雅明有所帮助O

d委~倒似d杉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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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瓦尔特·本雅明
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T
Modernity, Allegory, 
and the Seeds of Language: 
Cri挝cism of W.lter Benjamin 

瓦尔特·本雅明是德国思想家，

1940 年自杀，被誉为欧洲最后 A位

知识耸To 他罕见地将才华和渊博

结合起来，不是依据学科分类来安

置主题，丽是根据好奇心相白我根

源未提炼学术兴趣。因此，本雅明的

、研究只是在特在禀赋这 A点上才能

找到焦点和镜·性。本梧的作者阿

多诺、筐里达、哈贝马斯、保罗·德曼

寺，都是重要的欧美知识耸T.他们

从各个角度对本稚明进行 I解读。

本雅明的众多主题一一寓言、语二1.

现代性、扰末神学等一一在这哩解

读中呈现 r复杂丽多样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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