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 

Volume 40 Number 3 Article 13 

May 2020 

Liveness and Mediatization: Theater in the Age of Media Liveness and Mediatization: Theater in the Age of Media 

Qian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Qian. 2020. "Liveness and Mediatization: Theater in the Age of Medi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0, (3): pp.162-17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3/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3/1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0%2Fiss3%2F13&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network.bepress.com/hgg/discipline/1081?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0%2Fiss3%2F13&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3/13?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0%2Fiss3%2F13&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现场性)与(媒介化)! 媒介时代的剧场

李!茜

摘!要! 本文讨论#现场性$和#媒介化$话语在剧场理论和实践中的沿革"它们的现实语境和思想背景"以及社会指向'
有别于将两者作为对立概念"本文试图厘清#现场性$话语的历史建构语境"同时指出"在处于媒介时代的剧场中"现场性
与媒介化有着共生的理论建构"也共同催生了丰富的作品呈现方式' 在一个媒介时代中"其现场性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媒
介所改变"现场性体验也被媒介化"在现场性与媒介化之间形成的美学张力业已构成当代剧场中最值得关注的趋势之
一' 更为根本的是"媒介时代中剧场的现场性诉求所涉及的是当代剧场的公共性问题' 总的来说"有必要厘清#现场$概
念在媒介时代所处的理论场域"并将剧场作品中的现场性与媒介化问题置于媒介时代之中整体地看待'
关键词! 当代剧场*!现场性*!媒介化*!媒介时代*!公共空间
作者简介! 李茜"戏剧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戏剧理论(当代剧场研究'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Y 号北京大学王克桢楼 ["Z""##Z["' 电子邮箱! M-*+v.-/CP(16=(12+' 本文为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欧美戏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Z\Q#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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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中分析了复制性技术手段'''作为摄影与电影的根
基'''对于艺术表现的根本改变"这也同时改变了艺术

品之于大众的距离以及意义* 初看之下"古老的戏剧艺
术似乎与此无涉! 它不借助于复制技术来生产+储存和传
播"它在物理层面与观众共在"它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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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性&与%媒介化&! 媒介时代的剧场

言之"实时发生的戏剧艺术无须通过媒介手段实现自身*
同时"也正如本雅明在同一本书里提到的那样"%即使最
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种成分! 艺术品的即时即
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这即是某种%本真
性&#@25956-9$*"

按照这样的理解"%现场&可以被认为是
戏剧原初的内涵"也是其灵光所在*#

不过"当代剧场的美学取向几乎是自我悖谬般地在
向两个方向延伸! 今天的剧场确实在无比强烈地重申自
己的现场特性"但今天的剧场同时也在极为广泛地运用
新媒介技术手段*

这两种路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我们这个媒介化时代

的表征"它们所面对的都是古老的剧场艺术如何在一个
媒介时代重新定位自身的问题* 若要探讨新媒介的兴起
是如何影响了我们对剧场自身的理解的"首先就要探讨
我们是把剧场当作一种怎样的媒介来看待的(同时"新媒
介的兴起也使得%现场性&话语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出现"

并与%媒介化&形成了区分性的概念"但在我们身处的这
个媒介时代"它们的构成已经难以分割* 同时"在现场性
与媒介化共生的理论构建中去探讨它们背后的思想趋势

以及所涉及的现实指向"也是理解当代剧场的必要视角*

一" (媒介特殊性)+

在具体探讨剧场所涉及的媒介问题之前"首先应注
意到这一问题发生的前提"即"剧场的媒介属性问题是在
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
一目了然"本雅明已经论述过"复制性技术手段的诞生和
传播改变了传统艺术本身"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戏剧领
域中* 但在其历史语境中"观念塑造的过程却远非如此
清晰简明"尤其"它所关涉的并不仅仅只是戏剧的不同表
现形式"而是戏剧艺术的本体论层面* 在理论意义上"这
首先体现在剧场意识到了自身同样是一种媒介(而在现
实层面"这体现在新媒介的出现#就历史语境而言"即是
电影$触动了剧场存在的根基*

$# 世纪初电影的兴起对戏剧的影响早已无须多言"

而之所以要从电影开始认识戏剧之媒介性质的探讨"原
因无他"只因为这是一个拥有具体时代面向的现代问题*

并不是说任何前现代的戏剧形式都与媒介#无论媒介的
定义为何$无涉"而且这也不是事实($

而是因为"正是在
电影兴起的历史时刻中"剧场是否是一种媒介在学理的
意义上才成为了一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 $# 世纪
才真正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 $# 世纪初"戏剧形式重
新确立了自身定位的理论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与
当时的其他媒介形式"即电影划清界限* 正是电影这种
当时的新媒体对传统戏剧地位造成的极大挑战"才开启
了戏剧检视自身独特性的旅程*%

从时间上看"戏剧和电影几乎是在同时经历了某种

我们可以称之为媒介自觉的过程* 戏剧虽然比电影多出
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在现代学科建制的意义上"独立
于文学的剧场研究#956*968:9(=-6:$只是发端于 $# 世纪上
半叶"与电影研究诞生的时期相差不大* 电影是一种植
根于新技术手段的艺术形式"它天然地%是&一种媒介"在
其诞生伊始便有着对于自身媒介特性的强烈自觉意识*
早期理论注重将电影合法化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理论建构

#7*883..&$"电影确实拥有其无法回避的媒介特性"但它
被认为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媒介"%第七艺术&经历了从
单纯的技术手段提升至艺术形式的过程*

与电影不同"戏剧艺术经历的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

它天然地便%是&一种艺术形式"反而经历了回到+甚至是
重新发现自身媒介手段的理论建构* 有别于 %戏剧&
#=8*,*$的%剧场& #956*968$概念是新兴的剧场研究学科
界定自身的标志"在%剧场&概念下"处于戏剧活动中心的
是具体的表演行为+而非文学意义上的文本符号体系(那
么"在媒介性质上"戏剧艺术与电影就有了本质上的区
分! 电影依赖的是复制性技术手段"剧场则被认为拥有
%直接性&"或 %无须中介性质& # +3+I,6=-*96= +*9(86$
#c*.,6" 41*6#7&-".'*"XZ$*

在这样的对比当中"剧场找到了#或者不如说"重新
命名了$ 自己最本质最重要的特点"也就是现场性
#.-<6+6::$* 当戏剧媒介的其他内涵被新媒介所侵吞或者
包含时"戏剧必须回头面对到底是什么定义了自身这一
问题(而在现当代的剧场观念中"是现场性把灵魂赋予给
了剧场* 在每一个不可复制的现场中"具体的时空+具体
的身体才得以呈现"才得以与我们每个人真实地相遇*
据说"这就是剧场所具备的最特殊+最本质的特点"也正
是基于复制技术的电影等新媒介所无法提供的*

电影和戏剧研究所体现出的对媒介的不同态度"事
实上都有其共享的思维前提"用电影学者诺埃尔)卡罗
尔的话说"即是对于%媒介特殊性&#,6=-*:C62-;-2-9H$的确
认"两者都是在强调各自的媒介具有独特价值"强调不同
的媒介具有某种%本质&"进而影响或决定了艺术形式的
呈现* 卡 罗 尔 称 之 为 % 媒 介 本 质 主 义 & # ,6=-*
6::6+9-*.-:,$#7*883..Y 0$"或者使用更常见的术语"即
一种媒介决定论的立场* 在前现代的理论图景中'''比
如莱辛的,拉奥孔-&'''这样一种观念呈现为将艺术作
品的物质载体纳入美学分析的视野"强调特定艺术类型
有适合自身媒介的内容和形式"而媒介进入接受者感知
的方式就是创作者应该遵循的表达方式*

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的是"媒介特殊性的思考逻辑
事实上是从媒介对于表现的限定性开始的* 而卡罗尔在
反驳这一思想时尤其指出"特殊性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注重媒介与艺术形式的内在关系"正是这一内在关系
奠定了媒介作为艺术表现根基的地位* 媒介特殊性事实
上是在表明"某一媒介拥有自身的特殊能力#这也是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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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为本质主义的一个原因$"这一能力是其他媒介无法替代
的"因而特定艺术本身#粗略地来说$有自己所%擅长&的
领域"当然这一限制并不被认为是艺术的自我设限"反而
是其可能性的完善*

在卡罗尔看来"这一观点存在很大问题* 从电影的发
展来看"所谓媒介的特殊性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限制"影
像表达所依据的是其再现能力#86C86:6+9*9-3+*.C3'68$而非
复制能力"是已经出现的表现手段在界定媒介能力"而不
是相反的过程(事实上"媒介本身"包括媒介特殊性这个概
念本身"它并没有具体内涵"它也不具备审美意义上的赋
形能力* 卡罗尔进一步指出"%我们无法想象艺术家本人
可以判定有什么是完全无法由她h他h他们所使用的媒介
进行表达的&"而且"%很多时候媒介特殊性"或称限制性"

不过总结了某一艺术形式的常规表现形式&#7*883..X$*
以媒介特殊性来区分电影与剧场"其实同样始于这

样一种媒介形式有限性的立场"苏珊)桑塔格就曾谈到
过这一话题# J3+9*B$%'&[$(她列数了早期电影理论
#如潘诺夫斯基+克拉考尔+科克托等$对电影与剧场进行
的媒介区分"而在她看来"所谓不同物质性所造成的艺术
表现方式的不同'''比如再现真实与否+叙事差异+空间
与时间剪辑等问题'''其实只是描述性的"而这种描述
无法等同于普遍定义* 桑塔格历数了从 "X 世纪末到 $#
世纪上半叶这一段电影与剧场的同行之路"她认为"在这
段路程中"它们彼此都经历了频繁的思想交换"以至于很
难用完全分离的美学范畴去衡量*'

另外"根据有限的+或者说已有的表现方式来确定某
一媒介的特殊性"这样的取向与当代艺术尤为龃龉* 例如"
针对格林伯格的媒介特殊性观点"(

艺术史学者罗莎琳)

克劳斯就指出"在当代艺术表现中起重要作用的绝非他所
谓的%艺术品不可归约的本质&"而在于表达出艺术作品致
力于揭示的某种媒介中的%递归结构&* 她以兴起于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影像艺术#<-=63*89$为例"指出它及之后的新
媒体艺术都持续不停地对%身份&和%历史&的既有话语体系
发起%置换运动&#b8*(::[$* 在当代的媒介生态和美学趋
势下"无论是对于当代艺术+还是对于当代剧场而言"偏向于
媒介特殊性的思维方式都无法处理新媒介形态的艺术形式"

因为其本身就是对媒介形态的某种拆解或者改写"或者其本
身就是在定义新媒介如何成为一种艺术手段*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针对哪一些艺术门类"媒介特殊
性观点所无法容纳的其实就是媒介自身的膨胀"或者说
被媒介所击碎的界限(用克劳斯的话说!%它1指新媒体艺
术2拥有一种话语混乱"它是一种不能通过理论化变得连
贯的"或者被理解为具有某种本质或统一核心的异质性
活动1332它宣告了媒介特殊性#,6=-(,I:C62-;-2H$的终
结*&#b8*(::&" &$$她将这样一种媒介混同的情形称
之为%后媒介状况& #C3:9I,6=-(,23+=-9-3+$"并声称自从
电视时代起我们便身处其中* 也许的确如此* 如同卡罗

尔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以来的新媒体艺术尤其显形了媒
介本身的存在感#7*883..$Y$* 不过"也许更为根本的在
于"无论是从剧场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渊源的角度"
试图去%提炼&某种具体的剧场媒介特性"可能都无法解
答剧场的媒介性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意味着什么的问

题* 限定性地理解媒介属性'''在戏剧的情况下"即是
其%现场性&'''既无法容纳%媒介&之于当代剧场的意
义"也无力容纳当代社会中的%现场&*

二" 现场性与媒介性! 对立和趋同

如前所述"戏剧艺术的%现场性&观念建构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电影兴起的回应"这一观念本身的意义并非在
历史中不证自明! 因为对于前现代的观众来说"并没有一
个参照性的文本提醒他们%非现场&的表演形态是什么*
%现场性&事实上是一种现代的感知体验"正如菲利浦)
奥斯兰德所言!%只有复制在技术上可行之后"现场性才
变得可见&#U(:.*+=68Y%$(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对于
现场的意识正源自媒介的显形*

这一点在戏剧的一般定义中也可窥见* 戏剧曾经是
%一个有头有身有尾+有一定长度的+对一个行动的摹仿&
#亚里士多德 %"$"而在两千余年后"舞台仅仅被视作一
个%空的空间&#6,C9H:C*26$"在此之上"%一个人在另一
个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一空的空间&#c833P [$的过程就可
以被视作戏剧行动'''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观念巨变
指向的是%戏剧性&#=8*,*9-2$的消亡"不过同时"这也隐
含着视角的迁移! 在后者当中"媒介本身"而不是其承载
的内容"成了戏剧界定自身的标杆*

现场媒介相对于戏剧的其他层面走上前台"这不仅
是一种由于技术变革带来的视角变幻"它同时也携带着
自身的历史语境"这使得剧场中的现场性观念拥有更为
具体的内涵* 彼得)布鲁克的上述定义非常有名"部分
是因为它精炼地折射出了某种时代精神* ,空的空间-初
版于 "X0Z 年"与它同时代的+处于%东方&一侧的格洛托
夫斯基所践行的%贫困戏剧& #956C338956*986$也反映出
相似的美学取向* 这一系列简化版本的观念事实上与关
于戏剧的一般认知相悖'''在各种戏剧观念中"戏剧作
为各门类艺术的综合体这一认知几乎是最为古老的'''
只有某些特定的历史语境"才催生了这种以近乎禁欲苦
行的简化方式来推行的剧场革新* 在 $# 世纪六七十年代
全球性的激进浪潮中"剧场所强调的是直接的社会参与+

是剥离了外在控制的%当下&与%肉身&'''某种意义上"这
正是对于剧场%现场性&或者%非媒介性&特质的赞颂之源*

在现场性艺术中"代表全球化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媒介似
乎运转失灵"剧场的无媒介性可以被视作针对信息过载的
现代社会的一剂解药"或者至少是某种镇痛剂*

这一理论现场提示着我们%现场性&诉求的政治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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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性&与%媒介化&! 媒介时代的剧场

它构成了表演理论中将媒介性对立于现场性这一强大传

统的底色* 帕崔斯)帕维斯在对比剧场的有限受众与几
乎可以无限增殖的大众媒体时"就并未将其视为劣势"而
是认为这一特点赋予了剧场更可珍视的亲密性#E*<-:XX
"&Y $* 佩吉 ) 费兰 也 表 达 过 类 似 观 点! %表 演

#C68;38,*+26$在技术上+经济上以及语法上独立于大众
产品#,*::C83=(29-3+$"这是它的最大力量所在*&她进一
步指出!%表演的生命只在现场之中&"尤其"%表演所欣赏
的"是让处于特定时空中的有限数量的人可以拥有有价
值的 体 验" 而 这 一 体 验 随 表 演 结 束 而 消 失*&
#E56.*+ "%X$在这样一种带有强烈媒介本质主义色彩的
现场性观念中"在场时空几乎成了唯一的形式界定要素"
在其形而上的意义上"只有可消逝的现场才能真正切入
这个发生在此时此地的现实世界*

但从学界对媒介的定义来看"费兰及其所代表的关
于现场性的观点却是基于某种缺乏动态视角的理论预设

而提出的"这里的媒介仅被理解为一种介质"一种储存和
传播的介质"因此"更为%真实&的现场具有优先性"而媒
介化的事件只是作为其次一级的复制*

对此"奥斯兰德在他颇有影响力的著作,现场性! 媒
介文化中的表演-中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他认为在现场
形式与媒介化形式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

区隔"我们需要历史地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场
本身的含义* 正如奥斯兰德所指出的那样"现场性远非
什么剧场天然的+不可改变的本质"从历史根源来看"它
直到 $#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视作剧场的区分性概念"这
一观念反映了它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时刻"但并不意味着
二者必然对立#U(:.*+=680&$*

奥斯兰德对现场性概念进行讨论时"他主要参照的媒
介形式是电视而非电影"这是因为电视的突出特征就是经
由媒介手段达至的%现场性&* 在他看来"早期电影从剧场
中吸收的主要是叙事结构等内容层面的东西"而早期电视
则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剧场经验来营造现场感受方式* 奥
斯兰德指出"剧场的所谓共在时空体验已经被电视所复
制"%现场直播&#.-<6$相对于%旧&媒介#即电影$的优势也
就是其%现场性&#.-<6+6::$(他认为"电视直播不仅仅是剧
场体验的延伸"甚至也可以作为这一体验的等同替代品
#U(:.*+=68$$$* 当然"无论电视直播是否真的可以在观
感上替代现场"它所想要创造的就是一种现场体验*

奥斯兰德观察到"现场体验是可被复制的"且现场表
演本身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媒介效果以及现场表演总是以

某种可保存的媒介材料作为终点"因而他提出%媒介化已
经既 显 明 又 内 在 地 嵌 入 到 了 现 场 体 验 中 &
#U(:.*+=68&Y$"也就是说"现场表达的语言已经多多少
少地被媒介语言所改变* 而更进一步地"当媒介无处不
在地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现代媒介所带来的距离感的
消失又营造了我们对现场的需求* 但在媒介社会中"现

场感又继续通过复制再生产被破坏"继而又产生现场的
缺乏* 一方面是复制现场感的新媒介"另一方面是被媒
介所造就和改变的%现场性&"奥斯兰德借之说明"两者在
现代体验中本就难以分割"本雅明笔下那种独一无二的+
带有距离感的艺术品的%灵光&"对于奥斯兰德来说已经
可以由其复制品取得*

从以整体的媒介文化的视角看待现场性和媒介化概

念这一取向来看"奥斯兰德对现场体验所进行的认识论
分析发人深省"这提示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下"不能只单纯
地从空间意义上的%现场&层面来理解现场性"因为被改
变的不仅仅是舞台和观众席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包
括剧场所处的整个文化空间(而在媒介技术所造就的这
一文化空间中"现场性本身成为了媒介化的延伸"而媒介
的存在旨在达到对于现场的复制或者模拟"它们处于一
个相互决定或者相互干扰的时代语境中*

不过"%现场&仍有其更深刻的意义* 在前述费兰的
讨论中"已经显明了表演理论中将现场性与媒介性相对
立的哲学根基"她的%表演通过消逝成为自身&的立场与
现象学渊源深厚" 她认为" 能够表达一物 %在场 &
#C86:6+:6$的正是其缺席+是其可消逝性"正是这样以消
逝为必然终点的在场才能显示其%本真&*)

在这一理论角

度下"正如剧场研究学者石可所阐发的那样"%现场艺术"
或者说具有现场性的艺术"是处于边界两边#或多边$的
现象学事物#C56+3,6+*.95-+B$"在边界本身被切实化的
时候所产生的衡量+妥协+争斗和变化&#石可 ""&$"在这
样的状态中"既有的感知被不断冲破+成型+然后再被冲
破"在不断的消逝中宣示出自己的在场*

奥斯兰德并不同意这一哲学架构* 他认为消逝并非
只存在于此在的时刻"也并非现场表演区分于技术复制品
的本体特质#U(:.*+=68Y#$* 恰恰相反"通过消逝与缺席
而在场的根本不是现场表演"反而是电影!%纪录稍纵即逝的
现实&这一观念并不属于剧场"但它却是电影的媒介根基所
在(胶片电影依靠快速播放的连续摄影"依靠视觉暂留原理
形成连续画面"因而每一帧画面都是已经逝去的画面*

不过"这一解读显然是有缺陷的**
马修)考塞在对比

奥斯兰德与费兰的观点时就指出"费兰确实忽视了技术可
能施加于现场表演的效果"但奥斯兰德虽然采取了一种动
态的物质论#,*968-*.-:,$立场"却恰恰忽略了所有现场性
表现中最为物质化的方式"即"死亡'''也即"缺席"或者
消逝#7*(:6H&Z%$* 考塞显然注意到了奥斯兰德没有从
哲学层面上回应现场表演这一根本性的层面"这也导致他
过于简单地认为现场体验可以等同于其媒介复制品'''

即使奥斯兰德更多强调的是两者在表现形式上的趋同*
总的来说"奥斯兰德的论述固有其缺陷和问题"但他

正确地呈现出了现场性与媒介性在对立的思想观念间缠

结而生的理论状况(正如考塞所指出的那样"剧场+电影+
以及相关新媒体研究所关注的这类问题"都显现出%现实

)"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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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破碎 而 成 虚 拟" 身 份 在 技 术 空 间 中 得 到 建 构 &
#7*(:6H&X%$的状况* 而至少从 $# 世纪 0# 年代开始就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现场表演中的影像技术就是这一状

况的体现"剧场对新媒介最初的接纳形式也正是%现实&

与%虚拟&时空的互动关系"从这样的起点出发"到今天"
媒介技术与现场表演之间确实已经构成了奥斯兰德眼中

那种彼此依存的关系* 不过"如果要超越从认知体验出
发的理论建构"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到现场性在媒介文化
中的意义"那么正如考塞所言"我们应认识到"%表演#现
场性$的本体论存在于媒介性之前和之后"它已经在技术
空间之内被改变& #7*(:6H&X%$"那么"对剧场中的现场
性和媒介化进行的探讨"便无法被简单识别为艺术语言
及其体验方式的变迁"而是密切联系着位置+空间+语言
等各个元素都被改变的剧场自身*

三" 剧场的媒介化与媒介时代的剧场

现场性与媒介化的争论事实上牵涉着更为宽广的思

想史背景"对于任何艺术形式而言"如何界定真实的问题
恒久而无法回避* 举个例子"在当代语境下"%舞台腔&这
样的描述一般来说带有负面含义"这里隐含的观念是"舞
台上的语言表达应当接近现实中的对话* 不过"从戏剧
史的角度看"这一观点几乎不能成立"在古今中外的大部
分舞台上"戏剧表达必然与现实有所差异* 不过"在 "X 世
纪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倾向下"艺术的拟真能力渐渐成
为价值判断的准绳"戏剧艺术也从情节构造到舞台的实
景构造各个层面都力图使自己显得%跟真的一样&(所谓
的%幻觉剧场&样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大盛"戏剧甚至期望
以致幻来做到逼真*

关于现代感知里的%真实感&"本雅明总结说%现代大
众具有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为贴近的强烈愿望&
#本雅明 ""Z$* 从内容上讲""X 世纪的现实主义倾向已
经极大改变了戏剧描绘人性的方式#即使在社会真实的
可感性和心理真实的%贴近度&上"戏剧其实也达不到现
实主义小说的完善程度$(在视觉层面"在这一时期发生
的舞美变革使得戏剧#作为表演性艺术$在空间性的视觉
真实层面走了一大步* 不过到了 $# 世纪初"剧场就在电
影表现真实的能力面前一败涂地"因为无论进行怎样%现
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努力"剧场都无法在字面意义
上%成为真的&"那些在舞台上司空见惯的东西在电影真
实感的映照下几乎荒唐可笑"即使这种%虚假&恰恰就是
戏剧艺术作用于观众的方式* 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真实
观念#86*.-:,$下"电影这种新媒介才会给那一时期的戏
剧艺术带来如此强烈的冲击*

这种无限趋真的现代思想"在本雅明看来"就是戏剧
在新媒介兴起的世界中陷入困境的根源!%戏剧所遭受的
危机的根源"在与电影的比照中更为明显"它呈现的不是

作为一个整体的活生生的人"而是美的表象1332在电
影中演员展示的是自我的镜像*& #本雅明 [0'[[$具体
来说"摄像机所模拟的是观众的眼睛#虽然实际上是由剪
辑所操控的$"观众面对%如在目前&+能自由行动的拟真
影像时"会更多地将自我投射进去"电影这一%梦工厂&提
供的就是这样戏剧无法与之抗衡的共情* 而当戏剧像一
幅活动的图画那样+以其空间固定的整体出现在观众眼
前时"它便决定了自身处于%被观察&的地位"它至少无法
像电影这类新媒介那样通过%内观察&转化成%我&自己的
一部分* 本雅明所处的时代虽然使得他还未论及戏剧本
身的媒介化问题"不过在他的分析中"我们得以一窥媒介
化在整体思想语境中的位置! 在其最简明的层面上"媒介
本身意味着转化"%我&需要这个世界通过某种方式来到
身旁"成为%我&触手可及的东西+甚至成为构成%我&的东
西* 一言以蔽之"这便是身临其境的现代感受方式*

媒介的意义便蕴含在现代感受方式中"现场的意义
也是如此"对于剧场而言"现场性和媒介化在其思想内涵
上"确实事关%现场表演艺术在我们时代的媒介文化之中
的位置& #U(:.*+=68$$* 在当代诸多剧场表演中"这一
内在于我们感知体验中的媒介文化既作为建构力量也作

为客体对象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媒介如何%在场&于我们
自身成为当代剧场之媒介化的重要命题"它会表现为物
质化的身体如何被媒介所延伸和重塑"表现为思维和感
知体系如何主要经由技术化的再现手段被构建起来"以
及人与机器之间不可避免的聚合"+,-

这都体现出新媒介在

当代剧场中的重要地位*

在当代剧场表演中"现场性与媒介化这两个相反方
向在同一语境中所构成的美学张力成为最值得学界关注

的美学趋势之一"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表演本身提供了核
心动量*+,.

虽然说%现场性在实践中往往被当作是当代媒
体h媒介的对立面而获得它的语义"无论作为对立面的非
肉身化引发的联想是技术的邪恶的浸入和遍在"还是资
本对最大化利润要求的大规模复制&#石可 $$[$"然而在
实践的意义上"尤其是广泛运用多媒介+跨媒介形式的表
演形态中'''即在克罗斯所称的%后媒介状况&中'''现
场已经吸收了它的他者*

比如"对于比尔)维奥拉#c-..d-3.*$和约翰)凯奇
#]35+ 7*B6$这样的当代表演艺术家而言"现场似乎呈现
为一种被制作出来的过程(这即是说"现场表演中并不一
定出现%此时此地&与观众共在的客体* 维奥拉尤其明确
地指出!%影像之根在于现场而非录制"这是这一媒介隐
含的特性*& #d-3.*0$$而凯奇出版于 "X0Y 年的,变调
d-#X#-"#%",$ X$这部作品正是聚焦于不可预测的现场表
现以及有着系统编排的媒介表现之间的持续转换"这一
交互式的音乐'舞蹈剧场借助于各种媒介技术"呈现了
某种系统化的开放表演(在这场演出中"%一个人的身体
在真实时间与空间中的体验也成为一场表演"成为了某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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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性&与%媒介化&! 媒介时代的剧场

种开放性结构中的表演行为&#?8-6.-+B"0"$* 无论怎样
理解这一作品的主题"+,/

在形式上"这样一种现场即是媒
介的在场"它以某种媒介化的方式展现出了%现场&活动
里最为珍贵的自发和短暂*

在此类作品中"现场性的发生方式已经被媒介转译"

它呈现出的现场性本身取决于现场所展开的时空* 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本雅明所说的%切近&和%本真&的更
进一步扩大"来到身边的不仅仅是艺术品的复制品"而是
作品发生的现场* 奥斯兰德已经正确地指出过"在现场
性观念沿革史的意义上"电视媒介普及的意义更为切近"
因为电视这一媒介的本质特征便是其现场性* 在当代剧
场中"展现某一影像如何被制造h拍摄出来的场景出现得
非常广泛"这从语法上看是电影技术的移用#比如本来不
会在舞台上出现的特写等$"但其真正内涵却与电视同
源! 这样一种媒介化即是现场化了的过程* 时间+空间以
及不同时空中人与物体不再处于前后相继的链条中"而
是处于并列的+展现式的结构中* 又或者相反! 这样一种
现场化是媒介赋予的现场化"是被媒介凝视之后的现场
化(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物理距离的消失* 对此"萨
缪尔)韦伯论证道"电视将观众%拉近&的方式在于它所
营造的感知模式"在这种现场感之中表现过程同表现物
之间的关系混同在了一起"因而"电视之所以能%超越距
离 # =-:9*+26$&" 正 是 因 为 % 它 同 样 造 就 了 分 离
#:6C*8*9-3+$&#A6G68""0$* 如此造就的现场感就是一
种在场与缺席同时存在的感知状态"而这就是一种媒介
时代的感知状态! 一物的%原初&或者说%本真&状态进入
消失的时空"而我们可以根据目睹其消失过程而确认它
本身"并认同为其本身*

在这样的视角下不难发现"新媒介形态下的表演行
为经常会指向自身的制作过程"而这一过程基本会以暴
露+破坏+转化等方式针对剧场里原有的观演关系"而这
种关系原本是其现场体验的核心构成* 在具体表达上"

这样的取向可以呈现为技术本身直接地与最基本的剧场

要素'''时间+空间"尤其是"人#身体$'''建立关系*

正是在新媒介的作用下"剧场的现场实现被分解"舞
台的空间与时间边界都经由媒介手段被重新规划(通过
对舞台表现进行切分和挑选"原本在舞台上属于虚构内
容的多层次时空被实实在在地延伸出去* 而这一延伸的
另一种体现"或者更为直接的体现"便是向身体的延伸*
虚拟演员#由信息技术支撑的机器人演员+赛博格+以及
其他后人类形态的呈现$的部分意义在于使用身体展现
和回应这个媒介化的时代"在此媒介既是人类身体的延
伸#按照麦克卢汉的著名定义$"身体也同样成了媒介的
一部分* 这一形式的早期代表作"澳大利亚艺术家斯特
拉克#J96.*82$的作品,讯号身体-#E-+Bc3=H$就几乎是图
解式地转译了一遍身体与媒介的关系*+,0

考塞评价说!%斯
特拉克的身体被交付给了遍及赛博空间的键盘来进行操

控"于是表演者的身体便通过技术得到了延伸+激发和重
置*&#7*(:6H&ZX$此时"被交付出去的身体因为缺席变
成了扩展性的在场"+,1

而其得以生发的机制"即媒介"则成
了表演中最为决定性的力量*

媒介对舞台符号的置换也体现在重新定义舞台本身

的空间内涵上* 在当代青年导演孙晓星的一系列作品中
#如,这是你要的那条信息33不要让别人看到( w$-
,空爱!场-等$"%正在上演& #C68;38,-+B$ %正在发生&
#5*CC6+-+B$的舞台都经由媒介进行了多重构造"最后投
射出一个虚拟的%在场&#*9C86:6+26$(尤其在他的,漂流
网咖-中"舞台的物理构成被完全虚拟成了电脑界面意义
上的%操作平台&#C.*9;38,$"这一%操作平台&也回到了其
本意"即表达的空间* 在关于现场性的一般概念中"剧场
所拥有的此时此地的空间原本用来同现代媒介社会的其

他形式进行区分"但在这部作品中"剧场里物理层面的虚
构在场终究迈出了虚拟化这一步* 如果说"在场空间带
来的亲密感也可以通过虚拟完成"那么剧场空间本身也
就是可虚拟+可代替的"或者'''按本雅明的说法'''是
可复制的* 它们可以彼此翻译*

在这些作品中"技术支撑的虚拟#<-89(*.-9H$都在取代
传统的舞台虚构性#;-29-3+*.-9H$"+,2

按照媒介研究学者马克

)汉森的说法"虚拟现实#<-89(*.86*.-9H$本身就是一种身体
与大脑的协同创造(虚拟的源头并不是技术"它其实是一
种身体从媒介那里所接收+然后进行重新改造的生物现
象(其基础是人的生物构造潜能*+,3

而在另一位媒介研究学

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眼中"新的媒介环境塑造了新的艺
术表达* 按他的说法"留声机+电影+打字机这几种诞生于
十九世纪末的新技术手段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传统艺术形

式的呈现"因为媒介不仅是储存和传播内容的外在工具"
实际上"它改变和塑造了现代人的听觉+视觉+以及思考方
式"决定性地改变了人类感知*+,4

两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

同"但他们应该都会同意现代媒介对于现代感知具有塑造
作用* 对于汉森来说"现场即是被人的身体所具体化的媒
介形 式( 而 在 基 特 勒 所 谓 的 %数 码 趋 同 & # =-B-9*.
23+<68B6+26$中"现场与媒介的区分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
因为它们所呈现的都只是我们被媒介社会所形塑的感知*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类媒介决定论的观点"类似的
看法事实上都支撑着当代剧场对新媒介的运用"媒介的
呈现本身被等同于内容* 在上述几部作品中"媒介自身
特性都受到高度关切"舞台的基本元素#过程h时间+人
物h身体+舞台h空间$都与新媒介发生了实时关系"在此
之中表演本身才得以实现* 本雅明曾论述过摄影术使得
绘画照见自身"同样"新的媒介形式也让剧场发现了自
己"或者更具体地说"发现了作为一种媒介的自己*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诸多运用新媒体形式的剧场

中辨认出其清晰的自我指涉行为"这可以体现为空间化+
视觉化+多媒体化的舞台美术因素"也可以体现为表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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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术的制作或成型过程走上了前台'''这可以包括戏剧虚
构性的拆解+演员身体的凸显等等* 处于特定时空中的
人#角色+身体$和特定时空本身#舞台+情节+场景$都被
不断剥离其具体形式"这一现象所呼应的就是持续上百年
的戏剧观念的简化* "X世纪末以来"戏剧的变革在某种程
度上就是一个符号性脱落的过程"舞台与观众席之间那种
给定的联系变成了更为动态实时的%反馈环&"在这样一种
松散的关系下"所指变得更为游离甚至不重要"因为舞台
能指的意义仅存在于实时建立的反馈环中* 而与它同行
的就是剧场本身特性不断突出的过程"被显形的媒介性建
构可视作与艺术领域中普遍的自我指涉相平行* 被媒介
化的现场也好+被纳入现场的新媒介也罢"无论何者"在美
学思想的总体脉络中"都显示出舞台对自身的凝视* 剧场
的重心转向了媒介本身"也就是自我本身*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面对这样一种处境"即一个丧失
了大众媒介地位的剧场"它所致力凸显的自身特性"尤其
是媒介特性"恐怕只是对于当下文化位置所做出的无力
应对* 在今天"恐怕是最乐观的戏剧研究者也无法否认"

剧场事实上早已不再是%大众传媒&#,*::,6=-*$"它也早
已不承担社会主流叙事的职责* 但即使今天的剧场创造
了面向更小受众的独特的语言体系"它的艺术形式越来
越明显地回归其自身"它也无法回避其面向公共空间
#C(G.-2:C5686$的需求'''现场性问题本身即是对其的
回应"剧场中的现场与媒介建构最终指向的是其剧场社
会学方面的意义* 媒介性问题之所以无法回避"更重要
的其实在于任何剧场都无法回避自己的时代"这可能才
是最为关键的%现场&"也是事关剧场未来的%现场&*

结语!(现场)及公共性

%现场性&#.-<6+6::$这样一个术语蕴含着两重意思!

真实的#86*.$与活着的#.-<6$"对于第二个层面"罗兰)巴
特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同时也不太常见的视角* 与
本雅明不同"对于巴特而言"摄影既是一种活着的现象+
同时也标志着对死亡的感知(有别于成为%真实的复制
品&或者%这个世界的类比物&"在摄影中"%确证的力量超
越了表现的力量& #Q-)3+ "$#$* 如果这样去理解"我们
或许可以说"在当代媒介化剧场中出现的不但不是消失
中#因而同时也是获得中$的现实"而且还令人遗憾地是
其反面"因为它不仅不是%活着的&"而且更糟! 它甚至还
是坚固的"它是难以烟消云散的固化机器* 换句话说"媒
介化剧场成为了对现实的确证而非质疑+重复而非挑战*

诚实地讲"在我们的直接感知中"确实无法否认对现
场性的体验本身的确以某种%本质主义的&+特殊性的状
态存在* 表演研究学者斯蒂夫)迪克森虽然基本同意奥
斯兰德关于现场性的观点"即在一个媒介社会中"现场体
验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介所改变(但他仍然坚持"无论做

出何种理论建构"人们终究无法忽略媒介和现场在现象
学层面的巨大不同#Q-)3+ "$[$* 这便涉及了现场性术
语的第一重含义! 真实的* 正如前文反复讨论过的那般"

这样一种真实是带着亲密感的亲近体验"它体现为对事
物本身的完全复制"体现为切近地呈现出事物被制作出
来的过程* 传播学者梅洛维茨曾区分过从磁带里听音乐
与从收音机里听音乐的不同! 前者使你与世界其他部分
分离"而后者将你与世界联系在一起#W6H83'-9LX#$* 在
这样一种虚拟的现场体验中"现场性成立的基本前提即
是一种与世界共享某种真实的假设* 媒介在场于我们自
身被体验为世界在场于我们自身* 在这一观点下"与现
场性息息相关的是可以被公共地共享的时间! 一段处于
公共空间中的时间*

对于剧场而言"世界仍需要%进来&* 就像现场性理
论建构出现的动力是重新界定舞台与观众的关系"媒介
性问题的根本也仍然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剧场的公共性问

题* 这是因为"即使剧场被认为拥有与生俱来的公共性"

也并非意味着它天然地进入了公共空间* 在,剧场的公
共空间-一书中"巴尔默教授指出"十九世纪以来发生在
欧洲剧场中的变化"即从一种敞亮的+作为社交场所的空
间转变成只有舞台亮起的%黑箱式&#G.*2PIG3)$剧院这一
事实"已经表明剧场成为某种私密化的#C8-<*9-L6=$场所"
也许可以暂且将之称为%私众&空间"它的公共性变成了
一个实际上存疑的问题#c*.,6" 41*41*#%-"+#<"& $[$*
"X 世纪发生在剧场建筑里的变化"所追求的是更小的剧
院空间以及观众和舞台间更亲密的距离"这与趋向现实
主义的美学观念同属一脉"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追求%贴
近&的现代愿望(现代电影院的样式#事实上就是以这种
延续至今的黑箱剧场为蓝本$和电影所体现的在%贴近&
上的绝对优势"也是这同一思想史脉络的不同表征* 事
实上"剧场在当下的一系列形态"也包括媒介化表现"仍
是这一现代趋势的延续甚至极端化"因为在一个业已被
媒介拓展变大的世界中"这一私密的公共反映着现实与
心灵的狭窄(换言之"它无法贴近世界"它也因缺席于世
界而已经不够公共* 所以"剧场并不是天然的公共空间"
而是需要成为公共空间(而一个媒介时代中的现场"就是
全部媒介化的公共空间*

但事实上"只有在历史上的极少数时刻"剧场才拥有
过广泛的公共性"不过这往往意味着它与政治空间的极
大重合*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公共性直白地表现为
对公共事务的关切* 而更重要的是"在现当代实践中"剧
场的公共性几乎都体现为媒介性的反面* 无论是布莱希
特'皮斯卡托式的政治剧场"还是文献剧+环境剧等样
态"也包括中国早期话剧运动中被广泛践行的活报剧形
式"它们全都是以非常直接+现场+非媒介的姿态切入现
实#至少在这些种类的原初形态中$* 除开物质条件等现
实考虑"践行非媒介姿态的剧场其实多少也传达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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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性&与%媒介化&! 媒介时代的剧场

政治 立 场* 正 如 让 ) 鲍 德 里 亚 所 言" 被 媒 介 化
#,6=-*9-L6=$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报纸里+广播中的内容"
而是被符号形式所重新阐释+被固定模式所清晰表达+被
现行规范所严密控制的一切#c*(=8-..*8= "[Y$"换言之!
整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彼得)魏斯#E6968A6-::$的观
点非常具有代表性! 公共媒介或者说大众传媒是一种资
本控制下的信息制造机器"离媒介更远"则是离真实与真
理 更 近" 而 这 才 应 是 剧 场 的 领 域 # c*.,6" 41*
41*#%-"+#<&Z %#$* 虽然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某
种媒介本质主义以及现场性崇拜的话语逻辑中"但就其
政治性层面而言"现场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所传递出的
就是进入公共空间的诉求*

在今天"即使现场性话语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
媒介社会所吸收或者解构'''本雅明精彩地论述过现代
感受中对于%贴近&的强烈趋向+以及被复制技术所消解
的大众与艺术品之间的距离"本文也已经讨论了现场性
作为一种历史话语的沿革"以及现场性本身的逻辑也已
经被媒介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场亦在媒介中'''但
即使如此"也不可忽视"同媒介化的趋势一样"现场性的诉
求同样是对这个时代的表达"同样投射出剧场对于取回公
共性的渴望* 或许在这个技术复制占据主流的时代"对于
现场的追求只是表达了某种乡愁"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
背后蕴含的批判性话语事实上对于公共空间来说是不可

或缺的"而这种力量'''它当然可以被媒介化'''仍然是
剧场的活力与未来"也许仍是剧场的真正现场*

注释#7/#%($

! 在百老汇等商业剧场中"演出内容虽是高度可复制的"
但在其具体的发生时间上"演出本身不可复制* 在当代
传播中"也有如F4_-<6这类将现场演出时间进行复制的
产品"但这是一种对现场体验的移置"所借助的正是在媒
介社会中形成的现场体验"对此后文会有阐释*
" 见瓦尔特)本雅明! ,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作品-#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0 年$"第 Y"'Y% 页*
引用时个别字词有改动*

# 其实关于戏剧最早的指责却是其虚假性"但在此处"
%真& 的含义即是现场发生+现场看见"即 %原件 &
#38-B-+*.$"它的反面并不直接意味着虚假"而是指经由媒
介%运载&过+失去了其发生语境的信息或者作品*

$ 在剧场研究中"媒介一词#,6=-*h,6=-(,$一般在这两个
意义上被使用! #"$信息的储存+传播和接受(#$$技术与
人的身体和感知之间的关系* 见 758-:93C568c*.,61
D"$0[1-($' "$ ."*41*#%*-F"//*$/+1#0%#c68.-+! @8-25 J25,-=9
d68.*B" $##Z$""Y01在本文中"这两方面意义都会涉及"或
指称作为一种物质载体的剧场+或将剧场视作建立感知关
系的媒介体系* 前现代的戏剧形式事实上也具备这两重
意义! 作为物质形态+作为感知形态* 不过"这一普遍性认

识并非本文的重点"因为本文探讨的是当下媒介时代中的
媒介形式#即新的复制性技术手段$之于剧场的意义*
% 十九世纪末以来"现代剧场的观念演进涉及诸多背景"

既处于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艺术观念变化的总体图景
之中"也植根于戏剧文类以及剧场实践的具体历史"对于
这样一个宏大话题"从媒介变革带来的防御性姿态的层
面上去理解"当然只是其中一个角度* 不过在本文中"我
选择了只在这个层面上去分析*
& 在,拉奥孔! 论诗与画的界限- #G#,K,b$ ,.*-f&*-."*
2-*$M*$ .*-:#<*-*"($. ?,*/"*$中"莱辛# 1̂@1_6::-+B$认
为"%拉奥孔&主题在雕塑和史诗中之所以拥有不同表达"

是因为表现手段需要适应媒介的物质属性* 这意味着不
同艺术的媒介形式带有其物质上的时空限制"而这一限
制影响甚至决定了不同艺术形式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
了不同效果*

' 值得一提的是"桑塔格同样不太认同当代理论所做的
努力! 她认为"电影作为%产品h作品&#C83=(29$和剧场作
为%表演&#C68;38,*+26$的区分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艺术
都首先是一种思维活动#*,6+9*.*29$和一个意识的事实
#*;*293;23+:2-3(:+6::$"无论面对的是作品还是表演"观
众总是%通过& #9583(B5$它们获得经验+而不是获得%关
于&#3;$它们的经验#J3+9*B&[$*
( 格林伯格认为"媒介是艺术形式的决定性和分割性要
素"而对于媒介运用非常丰富的现代艺术形式而言"尤为
重要的是理解%艺术总体以及各门类艺术里不可归约的
起作用的本质&* 见 7.6,6+9̂ 866+G68B1;-%#$. 6(<%(-*
#c3:93+! c6*23+ E86::" "X0$$"&1
) 本雅明作品最权威的英译者 T*88H\35+ 在翻译,机械
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就将%本真性& #625956-9$这一
概念译为%在场&#C86:6+26$"这一术语也在英文文献中被
沿用下来*
* 尼克)凯耶指出"在奥斯兰德那里"现场性和媒介性都
是通过彼此间的否定和不在场得到定义的"似乎现场性
只能通过与媒介性的区分性被认知* 当然他也认同奥斯
兰德所呈现的现场性与媒介性所处的理论语境* 见 F-2P
b*H61:(<%"B:*."#! X".*,'A$/%#<<#%",$'?*-0,-7#$+*#_3+I
=3+! V3(9.6=B6" $##[$"""""$Y1
+,- 参见 J(6@..6+ 7*:6141*U,7#"$B:#%-"!! ?*-0,-7"$'
G*/&"#$ #%%1*D$. ,0?-"$%6(<%(-*#c.33,-+B93+! >+=-*+*
R+-<68:-9HE86::" "XX0$1

+,. 按照巴尔默教授的简要归纳"当代剧场研究中对于媒
介大致有这样几种探讨方式! #"$作为储存+传播和接受
信息的介质(#$$关于媒介与人的身体或者人的感知的关
系(#&$现场性与媒介性的关系* 见 758-:93C568c*.,61
41*6#7&-".'*A$%-,.(+%",$ %,41*#%-*9%(."*/#F6'K38P!
7*,G8-=B6R+-<68:-9HE86::" $##Z$""X01
+,/ 关于作品主题"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对现场性的解读

)"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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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实际上是在重新看待媒介"它遥遥质疑着%机械复制时代
的艺术作品&"因为它说的恰恰是"正是机械复制时代使
得艺术的本真性 #即在场 $ 得以回归* 参见 V(=3.;
?8-6.-+B1%V6*.hW6=-*.1THG8-=6E83L6::6L'-:256+ b(+:9
(+= _6G6+1& :*."*$K($/%"$ f&*-&<"+K#d-6++*! JC8-+B68"
$##% $" ""Z 0"( F-2P b*H61 :(<%"B:*."# # _3+=3+!
V3(9.6=B6" $##[$"""1而凯奇自己则将主题总结为%对时
间的观念&"即一种%在广播+电视+远距离旅行中飘荡在
空中的时间观念&"见]35+ 7*B61%73,C3:-9-3+ *:E8326::1
E*89>>! >+=6968,-+*2H1& 9"<*$+*! G*+%(-*/#$. @-"%"$'/
#T*+3<681R1J12! A6:.6H*+ RE" "X0"$"&&1

+,0 作为计算机术语"C-+B-+B指的是一种由一台计算机发
送+用以确认另一台计算机是否存在的讯号"而,讯号身
体-将其用肉身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在这部作品中"经由
连接了电脑设备和艺术家肌肉组织的信号贴片"远程的
观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观看和激活艺术家的身体*
见@='*8= U1J5*+P6+1;-%#$. D<*+%-,$"+:*."# #_3+=3+!
E5*-=3+ E86::" $##X$""YY1
+,1 参见!%斯戴拉克表演作品的恒久出发点是"在当前的
技术条件下"人的身体是/过时的0#3G:3.696$* 而为了应
对这种/过时性0"为了进步"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做点儿
什么1332根据这种逻辑"身体必须要被人工地加强或
者延伸*&#石可 $&&$

+,2 在传统剧场中"虚构性是一种意义生产方式"当虚构性
本身成为客体时"过于逼真和贴近的%虚拟&方式则是对
虚构性观演原则的挪用和置换"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失效*
+,3 参见W*8P c1F1T*+:6+1N*F?1"<,/,>180,-N*F:*."#
#_3+=3+! 456W>4E86::" $##%$1
+,4 参见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留声机!电影!打字
机-"邢春丽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

引用作品#3/)8(9"#%0$

亚里士多德! ,诗学!修辞学-",罗念生全集)第一卷-"

罗念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1 U8-:939.61 ?,*%"+/" )1*%,-"+1 6,<<*+%",$ @,-K/,0G(,

N"#$/1*$'" d3.1>148*+:1_(3F-*+:56+B" J5*+B5*-!
J5*+B5*-E63C.6D:E(G.-25-+BT3(:6" $##%2

U(:.*+=68" E5-.-C1G"O*$*//! ?*-0,-7#$+*"$ # :*."#%"M*.
6(<%(-*JF6'K38P! V3(9.6=B6" "XXX1

c*.,6" 758-:93C568c141*6#7&-".'*A$%-,.(+%",$ %,41*#%*-
9%(."*/JF6'K38P! 7*,G8-=B6R+-<68:-9HE86::" $##Z1
141*41*#%-"+#<?(&<"+9>1*-*J7*,G8-=B6! 7*,G8-=B6
R+-<68:-9HE86::" $#"%1

c*(=8-..*8=" ]6*+1H,-# 6-"%"S(*,0%1*?,<"%"+#<D+,$,78,0
%1*9"'$J48*+:175*8.6:_6<-+1J91_3(-:" WS! 46.3:
E86::" "XZ"1!

瓦尔特)本雅明! ,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

品-"王才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0 年*
1c6+N*,-+" A*.9681;3"/%,-8,0?1,%,'-#>18! 41*@,-K,0

;-%"$ %1*;'*,0:*+1#$"+#<)*>-,.(+%",$J48*+:1A*+B
7*-H3+B1F*+N-+B! ]-*+B:( E63C.6D:E(G.-:5-+BT3(:6"
$##012!

c833P" E6968141*D7>%89>#+*JF6'K38P! 43(25:93+6"
"XX01!

7*883.." F3x.141*,-"M"$' %1*:,O"$' A7#'*1F6'K38P!
7*,G8-=B6R+-<68:-9HE86::" "XX01

7*(:6H" W*9956'1%456J2866+ 46:93;956Q3(G.6! 456
R+2*++HE68;38,68-+ 956 JC*26 3;4625+3.3BH1&
41*#%-*V,(-$#<Y"#"XXX$! &Z& X%1

Q-)3+" J96<61U"'"%#<?*-0,-7#$+*! ;3"/%,-8,0N*F:*."#
"$ 41*#%*-" U#$+*" ?*-0,-7#$+*;-%" #$. A$/%#<<#%",$J
_3+=3+! 456W>4E86::" $##[1

?8-6.-+B" V(=3.;1%V6*.hW6=-*.1THG8-=6E83L6::6L'-:256+
b(+:9(+= _6G6+1& :*."*$K($/%"$ f&*-&<"+KJ@=:1
V(=3.;?8-6.-+B*+= Q-6968Q*+-6.:1d-6++*! JC8-+B68"
$##%1!

b8*(::" V3:*.-+=1%;X,8#'*,$ %1*N,-%1 9*#&! ;-%"$ %1*
;'*,0%1*?,/%B:*."(76,$."%",$J_3+=3+! 45*,6:l
T(=:3+" $###1

W6H83'-9L" ]3:5(*1N,9*$/*,0?<#+*! 41*A7>#+%,0
D<*+%-,$"+:*."# ,$ 9,+"#<Y*1#O",-JS);38=! S);38=:
R+-<68:-9H" "XZY1

E*<-:" E*98-261%456*986*+= 956W6=-*! JC62-;-2-9H*+=
>+968;686+261& 41*#%-*#%%1*6-,//-,#./,06(<%(-*J
48*+:1 _386+ b8(B681 _3+=3+ *+= F6' K38P!
V3(9.6=B6" "XX$1!

E56.*+" E6BBH1W$7#-K*.! 41*?,<"%"+/,0?*-0,-7#$+*J
_3+=3+ *+= F6'K38P! V3(9.6=B6" "XX&1

J5*+P6+" @='*8= U11;-%#$. D<*+%-,$"+:*."#J_3+=3+!
E5*-=3+ E86::" $##X1

石可! ,从格罗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 现场艺术中的肉身
化和非肉身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年*

1J5-" b61D7&,."7*$%#$. U"/*7&,."7*$%"$ G"O*;-%! H-,7
2-,%,F/K" %, 3,<,'-#71 753+BM-+B! 753+BM-+B
R+-<68:-9HE86::" $#"[12

J3+9*B" J(:*+1%?-., *+= 956*9861& 41*4(<#$*U-#7#
)*O"*F#4U)$ ""#"X00$! $% &[1

d-3.*" c-..1)*#/,$/0,-E$,+K"$' #%#$ D7>%83,(/*!
@-"%"$'/\]_g \]]eJ_3+=3+! 45*,6:*+= T(=:3+ *+=
U+953+H=DS;;*Ĥ *..68H" "XXY1

A6G68" J*,(6.1:#//:*."#(-(/! H,-7" 4*+1$"+/" :*."#J
V6='33= 7-9H" 7*.-;38+-*! J9*+;38= RE" "XX01

+责任编辑! 王嘉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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