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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碎片的解剖与审美

###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碎片思想谱系解读

杨向荣

摘!要# 在齐美尔的审美思想中(印象主义式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源于对碎片的关注(他在碎片中建构审美救赎路径* 齐
美尔思想中的现代性审美碎片主题在克拉考尔)布洛赫和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文本中得到了延续与拓展* 克
拉考尔强调现代性碎片的历史本真复原(布洛赫诉求现代性碎片中的哲学隐喻(本雅明则希望在碎片和废墟的拾荒中实
现现代人的审美救赎* 关注碎片已成为他们文本中的共同标签和印记(也建构了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碎
片审美思想谱系*
关键词# 现代性碎片+!齐美尔+!法兰克福学派+!审美+!谱系
作者简介# 杨向荣(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 电子邮箱#
@=5K4c#%$M:4K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的关联研究",项目编号# #'NOE''*-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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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美尔!QMC3KK.?"的审美思想中(印象
主义式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源于对碎片的关注(他
对现代性都市风格的探讨也源于他对现代性碎片

的敏锐感觉* 弗里斯比!7M\-3/>D"指出(齐美尔
是他那个时代深刻地领悟了碎片化的时代精神的

哲学家!\-3/>D$$#"* 北川东子也发现(%本雅明
在/巴黎拱廊街0中讲述了关于流行'卖淫和冒
险* 布洛赫!<MZ?4:8"在1乌托邦的精神2中讲
述了1古瓶2+,,-在那里我们可以确认'可以追

溯到齐美尔的似乎相识的形象&!#*$"* 事实上(
除了上述引文出现的思想之外(另一位法兰克福
学派学者克拉考尔!CMf-1:1=.-"曾是齐美尔的学
生(他也醉心于柏林的现代性都市生活碎片* 笔者
以为(齐美尔思想中的现代性审美碎片主题也是后
来法兰克福学派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克拉
考尔'布洛赫和本雅明!EMZ.5P1K35"等学者的文
本中得到了延续与拓展(关注碎片'断片和废墟可
以说是这些思想家文本中的共同标签和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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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碎片的解剖与审美

一% 碎片印象中的审美路径

齐美尔是一个审美的印象主义者(而%印象
主义者&这一标签也暗示了齐美尔挖掘现代生活
的审美文化视角* 印象主义这个词是齐美尔关于
柏林的审美现代性生活体验* #+ 世纪的柏林不
同于巴黎(它体现出技术化城市和文明化城市相
融合的现代性表征(同时也是齐美尔文本中现代
性文化症候分析的路径* 对齐美尔而言(印象主
义是现代性生活风格的主要表征(同时也意味着
以主观的内在心理去感知和体验日常生活的碎片

化景观* 齐美尔关注细节(同时也关注细节背后
的意蕴(这意味着对细节的独特性以及细节之间
的关联的关注*

齐美尔以一种审美印象主义式的眼光来剖析

现代性(他并不关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关注现
代性的碎片化叙事(强调从审美心理或印象主义
的角度去捕捉现代性的碎片化景观* 齐美尔对日
常生活的体验停留于现代生活景观的各个细微角

落(宏观性的整体社会生活在齐美尔眼中被分解
为各个微小的碎片化景观* 斯卡夫!HMIMC:1@@"
认为(%从内在感觉出发来体验世界(这是齐美尔
心理主义的最终命意所在(而齐美尔也正是力图
透过感觉层面去接触灵魂的内在波动&!#%"* 因
此(现代性是一种日常生活体验方式(它是个体对
日常生活碎片化景观的心灵体验和内在反应* 弗
里斯比认为(现代性在齐美尔那里呈现出一种动
态的表述) 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存在的总体性
和个体要素的偶然性得到了相当明确的显露.而
与此相反(集中的原则(永恒的因素(则消失殆尽(
荡然无存!\-3/>D$$'"* 笔者以为(齐美尔关注
现代性微观的碎片性景观(这也形成了齐美尔独
特的现代性审美路径###经由现代性碎片审美社
会总体* 在这种经由碎片到总体的审美路径中(
也体现了齐美尔审美社会学研究的微观视角*

在/社会学美学0一文中(齐美尔阐释了他关
于碎片的社会学美学思想* 齐美尔将美与辩证法
整合在一起(认为日常生活的碎片展示或暗示了
现代社会的各种根本性力量(而日常生活的碎片
化审美观照联系了社会的总体性* 日常生活对审
美敞开(社会总体性也在这种审美关注和深思中
得到彰显(如海默尔!ZMF3;8K4-."所看到的那

样(在齐美尔笔下(%鉴赏家被社会分析家!1受过
完整的训练的眼睛2"取而代之(社会分析家沉浸
在日常生活的无意义当中(他在其中发现了社会
总体性的基础性力量* 这样一种美学没有消除日
常的日常性(相反(它蓄意要在它的核心之中揭示
日常性& !%+"* 笔者以为(齐美尔这里所提出的
是%由碎片到达整体&的现代性碎片景观审美路
径(他根据社会学互动理论(阐释了现代性碎片彼
此间的互动和联系(以及碎片如何建构总体性的
宏观社会过程*

通过对碎片的审美关注(进而理解和把握碎
片所表征出来社会美学意义(日常生活由此向审
美意义转变* 经过这样一种转变(日常生活的社
会化演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感性主义的
社会学美学也由此而生* 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
碎片化景观并非只体现于社会形式层面(同样也
体现于现代人所遭遇的个体生存的诸多方面* 可
以说(日常生活的社会细微处以及现代人的生存
图景都被齐美尔分解为现代性的瞬间景观(或者
说是%快照&* 有学者认为(在齐美尔的视域中(
他建构的是审美文化学的现代性剖析维度(其目
的不在于构建系统性社会理论(而在于对现代性
碎片景观的展示( 并从中窥见社会总体性
!T4KK/.5 156 X/2.-81KK.?&$'"*

笔者以为(齐美尔关注看似最表面的'最不起
眼的和毫无连续性的细微之物(他的最终目的却
是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考究进而挖掘其背后隐含的

社会审美意义* 在齐美尔眼中(现代日常生活的
碎片化景观(如桥'门'金钱等(它们都不是简单意
义上的生活碎片(而是通向社会总体性的路径(
%所有最平庸生活的外部性都与关于生命意义和
风格的最终决定联系起来&!Z4-6.5 $#$"* 齐美
尔希望通过对现代性碎片的收集(进而找到一条
通往实在总体性的道路* 通过碎片化的审美解剖
方式(齐美尔试图超越生活碎片的表面性(实现总
体与碎片的最终整合*

齐美尔发现(现代文化中的个体游荡于日常
生活的碎片化感性体验中(他们的游荡%表现了
一种审美的特征* 他们似乎想从事物的艺术观
里(获得对现实生活的碎片和痛苦的超越性的解
脱&!\-3/>D"$"* 因此(强调现代生活碎片的审
美化(最终目的是实现碎片与所表征的总体的对
应* 在齐美尔看来(碎片虽然是日常生活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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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但实际上每一块碎片又都体现着生活的总
体(能映射出社会的整体意义*

二% 碎片历史中的本真复原

齐美尔通过文化社会学分析证明了自己是一

个解剖日常生活审美碎片意象的大师(作为齐美
尔的学生(克拉考尔不少著作也表达了与齐美尔
相似的主题(即表现总体性生活世界的破碎性*
在克拉考尔的早期文本中(主题就是现代性世界
被化约为碎片* 对于克拉考尔来说(从碎片出发(
可以把握现实世界和发现日常生活的真意(从而
为现代人的生存救赎提供有效的途径*

弗里斯比发现(与齐美尔的解剖视角不同(
%克拉考尔转向了碎片的凝固物(采用了一种1自
下而上2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视角* 这构成了克拉
考尔对现代性的1边角余料2进行分析的标志性
特征) 1对偶然和琐碎事物的敏感性2& !"&*"*
城市体验在克拉考尔的文本中是由碎片式符号组

成的迷宫(%一个时代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更多
地是通过分析它的琐碎的表面现象而确定的(而
不是取决于该时代对自身的判断& !弗里斯比
#+*"* 笔者以为(克拉考尔拾取这些逝去的历史
碎片(并对现代性历史中的碎片进行物质还原(是
因为在他眼中(都市中的每一块碎片虽然是陈旧
的(但却是逝去的现代性历史的沉淀(通过对这些
碎片进行收集和整理(可以复原现代性的本真面
貌* 从世俗生活碎片出发(克拉考尔的最终目的
是实现%复原物质世界&这一审美救赎旨归*

齐美尔热衷于展示现代日常生活的碎片(认
为碎片散发着审美光晕(最终实现现代性的审美
救赎.而克拉考尔则心仪现代性都市中的丢弃物
和历史碎片* 虽然这些丢弃物和历史碎片不再具
有新鲜感和迷人的光环(但对克拉考尔来说(却是
解读现代性历史的关键(因而有着不同寻常的象
征意义和重要性* 弗里斯比认为(在克拉考尔那
里(这些被丢弃的日常生活碎片%是现代性已经
逝去的历史的部分(是全新事物的部分(就像新事
物的更为鲜亮的碎片一样(虽然打着新的招牌(其
意义同样有待解释+,,-碎片的面相本身(还保
留着自身的意义(只不过被掩盖了(因而遮蔽了我
们的视线(克拉考尔的每一分析(都是1针对日常
世界的一个片断(实实在在的这里和现在2&

!")'"* 可见(碎片在克拉考尔眼里(可以串起历
史的脉络(展现被掩盖的社会生活的原貌* 他写
道)%对于事物的了解有赖于其关于表层的阐释*
每个时代的表象与其内在本质往往是相辅相成

的&!*(+972263'7A+'4*)"* %现实根本不可能
在报告文学这些多少带有主观随意性的系列观察

中得到体现* 只有对个体观察进行汇总(拼接成
一幅马赛克(现实本身才会得以体现& !*(+
07873"+; 9722+2$""* 因此(对现代性历史的挖掘
和还原(应当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碎片和
片段* 对克拉考尔来说(通过碎片来还原物质世
界(进而捕捉其中隐藏的审美内蕴和揭示生活世
界的真相(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所在*

笔者以为(在克拉考尔的文字中(碎片虽然是
历史的散落之物(看似毫不起眼(但却是重建现代
性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重建和串联历史的纽带*
克拉考尔关注现代生活的碎片(他围绕直接经验
到的现代性世俗碎片(力图从世俗碎片中去还原
生活本真* 克拉考尔以直接经验到的活生生的现
实为出发点(围绕着高雅文化的边缘区域(去挖掘
常常被忽视的世俗碎片) 白领职员'酒店大堂'侦
探小说(电影等* 在克拉考尔眼中(世俗碎片的表
面背后内蕴着神圣(通向历史本真的道路寄寓在
世俗的日常生活碎片中*

在克拉考尔眼中(现代都市中的白领职员是
现代人研究的主题(通过对白领职员生存境况的
剖析(可以窥见现代性都市的内核* 除了白领职
员(侦探小说在克拉考尔的文本中(同样是还原生
活本真的现代性碎片* 克拉考尔肯定了侦探小说
对于生活世界本真意义挖掘的意义(认为侦探小
说的世界其实就是对生活世界的影射和曲折反

映* 侦探小说并非只是对隐藏在表层背后的真实
环境的朴素再现(有时候它本身还以一种扭曲的
方式反映着社会环境的情貌* 那些看似荒谬的奇
幻电影(却是社会生活的白日梦* 在梦中(本真的
现实浮出水面(而那些曾被抑制的愿望也得以展
现* 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0的主题是%物质现实
的复原&(在他看来(%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
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
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 !$"* 在克拉
考尔看来(电影偏爱捕捉稍纵即逝的生活片段(描
绘倏忽如朝露的生活场景* 而且(电影并不止于
对碎片与细节的发现与展示(它还能带来画面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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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思考(电影通过分解为人们所熟知的生活情
景(可以使我们留意到曾经被忽视的元素或景象*

克拉考尔围绕着白领职员'旅行'侦探小说和
电影等世俗生活领域展开剖析(他倾向于对世俗
生活表层现象的凝视与剖析(继而还原生活的本
真* 这些世俗生活世界的表象在克拉考尔眼中(
实际上却是现代人还原和通往生活本真的入口*
克拉考尔从碎片出发(关注日常世俗生活(最终旨
在复原现代人的本真生存状态* 在他看来(只有
与事物直接沟通(亲近现实世界(才能走出抽象化
的危险(帮助人们实现审美救赎*

三% 碎片哲学中的隐喻挖掘

齐美尔诉诸日常生活的碎片(以此呼唤生活
的总体性* 布洛赫也强调社会的%总体性&(渴望
挖掘社会存在的总体性意义(但他的兴趣更聚焦
于生活碎片所焕发的隐喻和含混意义* 布洛赫对
碎片的关注体现在两个方面) 碎片化的隐喻式语
言风格.阐释零碎的日常生活琐事*

布洛赫的文本内容是由各种各样的自造词语

以及大量的修饰组成(这种碎片式的语言风格使
其作品充满了隐喻和含混* 他的/希望原理0就
是用碎片化方式写作出来的哲学著作(/痕迹0则
关注离奇的体验和零碎的日常生活琐事* 布洛赫
的文本往往通过堆积日常生活琐事'文学和哲学
的材料来展开论述(简单的论述中穿插着巴洛克
或其他华丽语言风格* 在布洛赫的作品中(文本
的碎片化形式构成了对理性主义现实和实证主义

世界观的解剖(而这种文本风格往往使读者不敢
随意展开评论*

布洛赫对齐美尔的碎片思想情有独钟(对此(
夏凡在研究中发现(%齐美尔对不可见的直接性
!1当下瞬间2"的强调'关于灵魂的普通阐释学计
划'关于1不再意识2的概念(多少还是对他产生
了影响* 布洛赫开始学习去关注那些微不足道的
实在性(并以一种不断增长的强烈责任感密切注
视着尚未解决的现实之间的联系&!"$"* 虽然如
此(但布洛赫所言的碎片与齐美尔等人的碎片还
是有所区别* 在齐美尔那里(碎片有着或多或少
的缺乏(它们是资本主义物化文化的载体(齐美尔
希望通过碎片揭示其中所体现的%物化&总体性(
而在布洛赫的思想中(不管碎片是什么样的(它所

呈现出来的世界总体性是%好的&总体性(同时也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总体性(这也是%希望原
理&命题的基本含义* 这样的总体性并不完全由
碎片构成(碎片只是通往总体性的一条通道(而不
可能构成全部的总体性*

阿多诺!GMEMI64-54"认为(布洛赫是表现
主义哲学的代表(他的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那些
突破了生活僵硬外壳的观念(他的哲学目标有着
明确的客观性* 他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性的语言表
现(但言说方式却是表现主义的!"#'###"* 布
洛赫以敏锐的目光去关注和捕捉日常生活中微不

足道的琐碎意识和碎片现象(并对日常生活世界
中的细微末节和司空见惯的碎片展开精辟分析*
日常意识'生活世界'幻想形态以及各种空中楼阁
般的碎片形态都是他的分析对象* 布洛赫尤其偏
好对社会生活具有潜移默化影响的各种幻想形态(
在他看来(这些幻想形态所具有的日常生活意识能
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对个体'社会和阶级产生深远
的影响* 正如他自己所言)%对实在的客观断面而
言(这个断片在自身空位上特别透明(但其碎片和
跳跃不是跳入虚无的黑暗(而是面向尚在期待的充
实* 于是(它在每一个断面上形成自身的痕迹(而
作为残片本身(这种痕迹是绝对擦不掉的* 相反(
这种痕迹提示自身生产的过程(向客观过程实在展
示这一特殊的美学方式&!金寿铁 "++"*

与齐美尔不同(布洛赫更倾心于碎片中含混
的哲学隐喻* 在布洛赫看来(每一种伟大的艺术(
最终都会化为本质的碎片(就如完全封闭的'不与
其他民族艺术交流的埃及艺术* 伟大的艺术将艺
术作品一一登记(由此成为合法的碎片性(即物质
碎片性* 布洛赫认为(对艺术碎片的关注(进而奠
定了审美乌托邦的基础* 物质的碎片性%存在于
所有终极类型的作品!例如歌德的/浮士德0'贝
多芬最后的四重奏"之中(凡是在1未完成的可能
性2能够让已完成的作品变得更伟大的地方(都
有这种碎片性的身影+,,-没有这种成为碎片
的潜在力量(美学想象当然照样能在世界上被充
分感知(比人类的其他任何统觉都充分(但它终究
会毫不相干&!夏凡 (*"* 在布洛赫眼中(世界本
身是由碎片构成的混乱(它是一种未完成状态的
碎片状态* 艺术作品的存在即从碎片现象中挖掘
现实的真实存在(文本的现实性不是表现在图像
与反映的类似性上(而表现在从碎片中挖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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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性或哲学隐喻*
布洛赫发现(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有许多碎

片被丢弃(但这些被丢弃碎片的形状(却是有着丰
富内涵的寓言文本(是现代生活总体性的象征*
每一个碎片都对应着一个实在性的客观生活(它
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客观断面* 这个断片在体现客
观断面上有着透明性(但这并非意味着虚无(而是
对未来的期待(是未来的希望的充实* 因此(虽然
碎片是透明的(但它所存在的每一个断面都会留
下自身的印迹(这是存在于碎片自身而永远擦不
掉的印迹* 布洛赫坚持认为(这种印迹一方面展
现出自身生产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以审美乌托邦
的救赎方式(通过客观化的日常生活透露出一种
特殊的审美意义*

四% 碎片拾荒中的审美救赎

作为齐美尔的学生(本雅明的文风也明显带
有他老师的碎片化风格(他采用%文学蒙太奇&的
处理方式去感觉城市生活中的碎片(进而建构现
代人弥赛亚式的审美救赎之路*

伊格尔顿!GM<1;?.245"曾对本雅明的文风有
着详细的描述* %本雅明的文风因其连词稀少而
独树一帜(因此(他写的句子不是相互修饰或进一
步解释(而是彼此紧挨着(但丝毫不觉彼此的亲密
存在(于是构成了一幅别具匠心的镶嵌画(而读者
似乎在阅读的任一时刻都能长驱直入&!+("* 在
本雅明的笔下(他所追求的并非没有丝毫勉强和
障碍(并非如行云流水般那样和谐(而是强调中
断'断点'停止和非连续性* 在他看来(对已经熟
悉的流程和逻辑性的存在的打破和中止(以及对
无法持续下去的瞬间的强调(才会超越一般的时
间轴(通达事物的本质和真理所在* 本雅明喜欢
收集散落在被破坏和充满死亡气息的被造物世界

中的碎片(并从中挖掘新意义* 他重新对碎片进
行整理和排序(以此来救赎碎片并让其焕发出新
的魔力* 这正如莱斯利!<MH./?3."所言(%任何点
滴的写作(哪怕几个手写的字词(都可能是他所说
的进入1世界这个大剧场2的门票(因为那是1整
个自然和人类生存2的微观宇宙* 随便乱画的毫
无意义的一片纸都是进入无意识的门口(里面的
世界比个人的世界大得多&!+)"*

本雅明和齐美尔一样(也注重在微小而琐碎

的现代生活中捕捉现代性城市中的流动时光与生

活细节* 在%拱廊街计划&的现代性史展示中(本
雅明希望通过拾荒的方式(通过收集到的现代性
丢弃物或%垃圾&通达现代性的历史深处* 海默
尔写道)%捡破烂的人由于现代化而变得过时了(
他们为了勉强活下去而斗争(在那些已经被贬值'
已经被时代废黜了的东西中间寻找价值* 现代性
的瓦砾因为它的使用价值而被洗刷一净* 对于把
日常生活理论化来说(正是在这里(捡破烂的人和
文化历史学家之间进行的类比具有重要性&!#'%#
#'("* 本雅明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堆积如山的废弃
物中挖掘现代生活的本质(他试图通过日常生活中
零碎的贫乏素材来理解现实和阐释现代性*

笔者以为(本雅明与齐美尔分享了共同的现
代性主题(他们都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贫乏素材(
即碎片的现代性史学价值* 本雅明将自己视为现
代性的拾荒者(%拾荒者&是本雅明形象的最主要
特征(更是他在现代性考察中对自我身份的表征*
不同于宏观层面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记载(本雅
明尽最大可能地让现代性历史建构中宏大叙事的

微观层面显现出来* 本雅明在空间中将拾荒而来
的碎片按已有等级制度之外的顺序重新排列(并
尽其可能地打破碎片出现的时序(强调碎片展示
在时间上的非连续性*

本雅明曾描述自己为一个%破坏型性格的
人&(认为他的任务就在于将世界化约成碎片(将
存在的世界支解成废墟* 在他看来(现代性就隐
藏在这些被拼贴成瓦砾般的现代性碎片中(这些
新奇碎片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世界的最后余
烬&!#+)"(它们并不铭刻为资产阶级的丰碑(而
是形成了一连串的历史废墟(而他的目标就是要
像历史学家一样将这些历史废墟上的碎片缝合并

展示出来* 本雅明追随着齐美尔的足迹(时刻关
注着现代性都市中的街道碎片景观* 在对波德莱
尔笔下的 #+世纪巴黎日常生活展开分析时(本雅
明通过对拱廊街上游荡的游手好闲者'拾垃圾者和
妓女等形象的关注(缔造了资本主义商业大都市中
流动'奇幻和充满活力的%蒙太奇&碎片景观*

在论及波德莱尔的著作和规划其庞大的%拱
廊街计划&时(本雅明谈到了他的%现代性的史前
史&计划* 本雅明认为支撑着这个宏大计划的是
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日常生活体验* 本雅明写道)
%我什么也不说* 只是展示* 我不想带走任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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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东西(也不允许自己杜撰什么聪明的词句*
只有废品和废料) 我不想去清点(只是通过唯一
可靠的方法让它们各得其所) 我要利用它们&!沃
林 ")"* 在沃林!9ME4?35"看来(本雅明的/单
向街0没有一个集中讨论的主题(完全就是由各
种各样的意象'思想'画面拼贴而成的大杂烩* 但
恰恰是这种碎片化意象的描绘(通过直达社会的
本质* %它们开始于日常生活中某一看似琐碎的视
角(结束于对当代社会生活轨道更为全面的评论*
正是在/单向街0这样的作品里(他有口皆碑的1细
节思考2能力###他浓缩特殊事物直至普遍性从
中彰显出来的方法###得到了展示&!#"""*

本雅明对现代都市体验怀有极大的热忱(他
力图展示出在现代性进程中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独

特精神体验与文化经验* 从本雅明围绕%拱廊街
计划&所写的几篇论文的主题来看(他实际上是
想绘制 #+ 世纪现代性都市的地图(并将巴黎日常
生活所有被遮蔽的现代性碎片展现出来* 本雅明
在 #+ 世纪的巴黎的拱廊街上挖掘了大量的现代
性碎片景观) 游手好闲者'收藏家'人群'拱廊街'
时装商店等* 这些景观既是本雅明%拱廊街计
划&的内容或元素(也是他所痴迷的对象* 在他
看来(#+ 世纪的巴黎是现代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的都市(也是现代人实现弥赛亚审美救赎的关键*
巴黎是闲逛者的视觉'收藏家的触觉'妓女的步
伐'拾垃圾者的目光汇集的现代性场所* 这些人
在巴黎的都市中游荡(他们来回穿越于都市的大
街小巷(他们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向散落在都市
不显眼之处的现代性碎片景观* 本雅明希望通过
这些碎片去挖掘现代性本质(在他看来(这些碎片
虽然是单一的存在(它们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但
这些碎片上隐藏着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秘密(而现
代性的本质就寄居于这些新奇的碎片化景观中*

五% 现代性碎片谱系的批判性反思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和考察了资本主

义发达时期欧洲各大都市中涌现出来的现代性碎

片体验* 齐美尔认为(要体验和把握都市现代性(
必须借助于对现代生活碎片的感知和体悟(努力
去捕捉那些片断性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从中体
悟日常景观的审美内蕴* 克拉考尔围绕着碎片'
世俗与复原等概念(展开了关于现代人生存救赎

的思考* 布洛赫希望通过现代性碎片来解读其中
的哲学隐喻和含混(进而救赎人性碎片化了的社
会* 本雅明的文字弥漫着一种弥赛亚式的救赎情
怀(他的任务在于从现代性的废墟中拯救和建构
被打碎了的传统* 虽然他们对现代性碎片的阐释
路径和理解方式不同(但他们都强调对个体在现
代性进程中的碎片化经验进行描述和捕捉(力图
呈现经验背后的真理(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异化
现实中现代人的审美生存救赎*

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于体验外在世界(而现
代性体验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
定性* 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碎片诊断路径(
立足于从都市生存的现代性体验这个维度来考察

现代性(无疑都强调了现代个体对日常生活的碎片
化体验* 他们通过把%探测器&放入这些日常生活
上的%瞬间&来洞察现代性的主题(进而从生活的
个别现象中找到现代性的整体意义* 在对现代性
经验的阐释上(他们采用了一种微观视角而不是总
体性视角(而这种对现代性碎片的微观体验式诊断
无疑在当下社会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 当下文化
的外在表征就在于各种各样生活碎片的交杂与混

合(这在消费主义的图像时代表现得更为显著* 后
现代世界不再是有序的整体(而是断片的镶拼组
合(是零落无序的碎片组合* 后现代叙事往往以
%破碎性&%零乱感&%非完整性&为其宗旨(从而描
绘出一幅破碎的世界的镜像* 在其中(每一块碎片
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独立存在(碎片总是通过某
种方式与社会文化的总体性意义连接起来*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目标是要像史学家

那样唤醒现代性都市的梦境(把那些废墟上的碎
片缝合起来* 他们想要通过对都市意象的解构(
彰显碎片意象背后的隐蔽之物(让不连续或随之
而来的可能性显现出来* 齐美尔描述了现代都市
生存的碎片化体验(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和
实践着这些体验(并视其为审美救赎之途* 法兰
克福学派的诸多学者钟情于从碎片或废墟中实践

审美救赎(街头漫步和都市闲逛成为他们眼中现
代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美学姿态(这种美学
姿态的核心是碎片体验(而在这种美学姿态支配
下的碎片化审美生存与体验也必然是一种现代性

审美精神的体现* 他们关注碎片化的现代性日常
生活(其目的也与齐美尔一样(立足于挖掘和清理
现代性碎片(并基于此从审美的维度对现代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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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离破碎的总体性进行整合和复原*
笔者以为(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现

代性日常碎片的隐喻挖掘(无疑把握到了现代性
日常生活的脉搏所在* 毕竟(社会的总体性意义
并不完全存在于重大的事件之中(而往往来自日
常生活中微小的'无足轻重的碎片* 而且(对碎片
的关注强调摄入大量的日常生活现象以及局部的

细节和微小之处(而这些与宏大叙事所重视的所
谓历史重要景观是迥然相异的* 因此(恰恰是当
下文化和审美艺术中这些最不起眼的碎片和细

节(却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审美文化的根本* 从这
一角度来说(关注日常生活'关注生活的细微之
处(实际上为当下审美艺术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或
历史小叙事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论*

从审美的维度来看(以社会碎片作为现代性
审美分析的出发点(通过对现代性日常生活碎片
的审美转换(日常生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碎片(而
是内蕴着现代性审美生存内蕴的社会解剖面* 现
代性碎片本身也呈现出审美内涵(现实生活中的
任何一个方面都潜藏着释放绝对美学价值的可

能* 飞逝的碎片就是生活的本质(从生活表面的
任何一点(都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本质深处(而生活
中的一切看起来似乎最为平庸的外表(最后都会
通往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终极本质(即生
活的总体性* 这种总体性是一种审美化的总体
性(同时也是现代生活的一种审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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