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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记忆伦理及转化

丁文俊

摘!要! 对于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如何存在的问题!阿多诺认为战后艺术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代际累积的受难记忆进行表
征的基础之上!借鉴本雅明的神学救赎方法论对奥斯维辛事件及其现代性根源进行反思与批判# 受难记忆在艺术作品
中以星丛的结构存在!促使作品意义以迸发的方式生成!突破了同一性体系对意义和价值的垄断# 以回忆作为手段!艺
术通过呈现涵盖奥斯维辛事件的受难记忆!重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为想象全新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可能性!
这是构建审美乌托邦的契机# 审美乌托邦在否定辩证法的视野下!将受难记忆控诉资本压迫)要求承认其价值地位的伦
理性诉求!转化为一种不包含革命选项的认识论话语!兼具意识形态批判与主体重塑# 总之!这是从伦理和审美政治的
维度拓展了对奥斯维辛事件的思考#
关键词! 阿多诺$!受难记忆$!奥斯维辛$!审美乌托邦$!认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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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阿多诺
针对现代性$美学$大众文化等问题的论述与思
考#在批判理论的后续发展中继续引发理论家不
断再解读#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三代理论家哈贝马

斯$维尔默$霍耐特均对阿多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进行再阐释#可以看出阿多诺在批判理论思想脉
络中具有重要意义% 阿多诺的学术贡献在于以非
同一性作为思考方法#不仅进入理论根基对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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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剖析#而且开创性对大众文化
的运作模式和受众的心理学机制进行研究% 美学
在阿多诺的思想中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阿
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包含了真理内容#乌托邦的
想象只能建立在与现实社会相断裂的审美领域%

论及阿多诺#不能忽视奥斯维辛事件对他的
思想造成的冲击与影响#在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
在当前中国学界#以奥斯维辛为视角研究阿多诺
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探究阿多诺的名言(((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O+&F"#代
表性成果包括' 赵勇指出#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
的论述体现了二律背反的逻辑% 一方面#由于奥
斯维辛在伦理维度的剧烈冲击#以及文化工业对
艺术的侵蚀#提供欢愉的艺术不再具有正当性)另
一方面#以策兰$贝克特为代表的,反艺术-则通
过提供痛感#开拓艺术创作的另一种可能%!

单世

联指出#阿多诺认识到西方艺术与文明传统参与
了奥斯维辛事件#艺术必须自我革新#并批判旧传
统及心灵的物化现象#保罗&策兰的诗歌被认为
是成功的例子%"

需要注意的是#考察受难记忆问
题与阿多诺美学思想的关系#不仅需要关注阿多
诺针对,奥斯维辛之后-命题的论述#而且阿多诺
和社会研究所的同事霍克海默对本雅明的神学思

考一直抱有强烈的兴趣#有必要结合早期法兰克
福学派在记忆问题的学术脉络#重新理解本雅明
的神学思想遗产在阿多诺美学思想中的位置%

阿多诺不仅切身体验了以奥斯维辛为标志的

德国纳粹集团所发动的反犹行动的迫害#而且也试
图将兼具社会历史以及神学视野的受难记忆纳入

现代性批判规划#从记忆的视角出发研究阿多诺的
美学思想#思考阿多诺如何将受难记忆纳入审美乌
托邦的规划#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 我们需要思考
的问题将是#在阿多诺的美学论述中#理想的艺术
作品以何种方式包含了受难记忆)受难记忆如何促
成审美乌托邦的生成)审美乌托邦的规划又是如何
回应$转换具有神学政治学色彩的记忆诉求%

一" 阿多诺美学论述中的受难记忆

一直以来#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
命题在学术界与文艺界引起持续争论#二战结束
之后#阿多诺在不同范畴的著作中不断对,奥斯
维辛之后-这一命题进行回应与思考#,奥斯维辛

之后-构成了理解阿多诺美学思想的重要切入视
角% 阿多诺痛斥奥斯维辛事件是,对百万无辜民
众的行政主导的杀害-!!%('(;&#V#"#并从哲学角
度反思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构成西方
现代文化根基的同一性思维模式在现实情况下的

极端演绎#纳粹统治者将犹太人视为一个违背社会
共同体利益的纯粹的物体或者概念#在集中营中予
以劳役乃至集体杀害% 正因如此#阿多诺认为战后
艺术存在的合理前提是深切悲悼奥斯维辛事件#并
对启蒙现代性思想思潮进行彻底的反思%

不仅奥斯维辛事件构成了阿多诺审美反思的

现实触动#阿多诺深受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从神
学政治范畴出发关于受难历史的书写与救赎方面

的论述#启发了同为犹太人的阿多诺对受难与救
赎的思考#这是理解阿多诺有关艺术与苦难问题
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 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思
想交往始于本雅明建基于神学的著作*德国悲悼
剧的起源+#阿多诺看到了将著作中的神学方法
论挪用于批判统治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此后阿多
诺代表社会研究所与本雅明围绕,拱廊街计划-
发生了三次学术论争#阿多诺在一定程度误读本
雅明的基础上认为其背离了早期的神学思考% 阿
多诺的批评集中在本雅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部

分#包括社会政治范畴的乐观主义倾向的乌托邦构
想#以及让社会材料的意义在列举中自动呈现的分
析策略% 阿多诺认为神学作为方法论有必要停留
在理论反思层面#而非在社会现实范畴将单子论和
弥赛亚救世论直接运用于建立布莱希特式的社会

主义政体% 换言之#阿多诺将本雅明理论中的神学
要素视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进程$并
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方

法#但反对在缺失社会总体状况作为中介的情况下
将神学直接运用于文化阐释或政治动员#阿多诺试
图将本雅明神学救赎所包含的政治构想转化为限

制在审美范畴的文化批判与乌托邦想象%
首先探究本雅明针对受难历史的思考与早期

阿多诺思想的关系#本雅明在*德国悲悼剧的起
源+围绕受难记忆论述悲剧时候写到#,出现在公
众面前的不再是被指控者的罪行#而是无法言说
的受难证词%-!G3"T%(5(4 %#V"在本雅明的论述
中#尽管,无法言说的受难证词-被由神谕支配的
命运秩序所遮蔽#对受难证词的救赎构成促发确
立人类的主体性并反抗诸神的契机% 对本雅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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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神学色彩浓厚的著作#阿多诺在多封来往书信
中均给予正面评价#尤其对于,史前史-的部分#
,在这一点上我知道我同意你在论述悲悼剧的著
作中最大胆的片段-!]3)5( 71.34%%$"% 阿多诺
在*自然历史观念+一文中借鉴了本雅明的方法
论#,0含义1说明自然的要素和历史的要素没有
相互融合在一起#相反#它们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交
织在一起#在历史中最历史地呈现为自然标志之
处#自然要素就表现为历史标志和历史%-!,自然
历史- $F&"他尝试通过将寓意本真欲求的,自
然-与寓意理性规训的,历史-这两个对立概念相
互融合#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理论概念(((
自然的历史#在坚持理性的必要性的同时#将一直
受到由理性所主导的现实秩序所排斥的本真欲求

予以重新言明% 阿多诺认为需要借鉴本雅明的观
点对卢卡奇使用的概念,石化的历史-和,陈尸
所-进行重新阐释#,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包
含了尚未受到启蒙现代性塑造的完整原始经验#
不仅包含了本真的感性欲求#同时也包含了理性
历史展开过程中对自然的残酷征服#而日益走向
物化的心灵将失去对历史记忆的感知与洞察能

力% 阿多诺的自然历史观念并非一种均质$空虚
的线性时间理念#根据相关研究#,痛苦和记忆既
是自然史的必然性#也是个人生命史的构成要件-
!黄圣哲 "$"% 再参见赵静蓉对文化社会学关于记
忆问题的梳理#,文化记忆的核心是记忆#它既可以
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记忆及其传承$保存和延续
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即被筛选$被揭
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之后的一个结果-
!%$"% 阿多诺的自然历史观念与当代文化社会学
的理论概念,文化记忆-及其运用具有亲和性#参
考他在以辩证法为主题的课堂演讲的论述#,辩证
的社会理论的任务必须始终包含拒绝根据一种仅

仅静态的潮流#把没有保持同步$落后的事物视为
一些仅仅是落后的$在当下反对改变与变化的事
物%-!?4 N4'%-91;'(-4 %FW"有待重新阐发的,石
化的历史-和,陈尸所-正是在启蒙现代性的进步
叙事话语中被视为 ,没有保持同步$落后的事
物-#阿多诺认为辩证的社会理论不应该仅仅立
足单一的线性发展的维度#而需要拯救储存在个
人或集体潜意识以痛苦和压迫为主题的历史记

忆#并在进步叙事话语有异化为极权主义危险的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重新阐发其价值#与本

雅明将社会革命建立在以救赎受难记忆为核心的

神学维度的方法论具有相似性% *自然历史的观
念+被苏珊&伯克(莫斯!:*-./ ]*5RG̀)9--"视为
贯穿阿多诺学术生涯的纲领性论作#认为非同一
性与否定辩证的逻辑虽然在当时还没有系统明确

地提出#,然而两者的实质在 &# 年代早期阿多诺
的理论中已经很明显- !]*5RG̀)9--Y&"% 阿多
诺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结合身受纳粹迫害被迫
流亡的经历#在后续的学术思考中对,自然的历
史-做进一步的阐发#,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
及其寓意也内在于阿多诺的美学思考中%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多次直接运用,记
忆-或相近名词讨论艺术问题#阿多诺的论说文
!7--.;"式的写作方法几乎拒绝进行任何概念界
定#因而需要对阿多诺在美学范畴关于记忆的论
述进行归纳$提炼% ,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在
阿多诺关于自然历史的论述中作为促成呈现真理

内容的契机而存在#阿多诺在遗著*美学理论+用
记忆的概念进一步论述两者在现代艺术中如何促

成真理内容的发现和审美乌托邦的生成% 阿多诺
通过反问句式#把对受难记忆的表征作为战后艺术
得以存在的根基#,但是#艺术作为对历史的书写#
如果艺术摆脱了累积的受难记忆#那么艺术将成为
什么东西呢5-!?"+'3"'(;G3"-%, $Y%"与,石化的历
史-和,陈尸所-的概念相延续#阿多诺的记忆概念
可以从,受难-这个关键要素出发进行阐发%

具体来说#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不仅需要
同时在内容选择与价值取向两个方面和推崇肯定

性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相隔离#而且通过
艺术形式将现实中的异化状况与被遮蔽的社会对

抗转化为艺术表达#从而在保持艺术自律的情况
下表达对现实的关怀与批判#艺术在综合这两个
方面的基础上保持自律的姿态却因此反而更有效

地介入现实#起到了见证历史并具有表征隐匿在
现实中的自由潜能的作用#,累积的受难记忆-构
成了真正艺术作品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阿多诺
把发掘受难记忆视为进行非同一性思考以及动摇

现存统治机制合法性的契机#他在*最低限度的
道德+指出了统治机器试图通过抹杀受难记忆并
营造虚假的幸福愉悦的现象#,阻止对由其产生
的苦难的承认#是统治机制的构成部分#在幸福的
信条与在远在波兰建设的灭绝的集中营之间存在

着线性发展的关系#每一个我们的国民能够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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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确信不会听到痛苦的尖叫%- !C(4(O& Y&"对
,累积的受难记忆-的反思不仅仅控诉当代资本
主义对受难群众的压迫#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向作
为资本主义根基的同一性逻辑% 根据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论述#,抽象的同
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
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
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0群氓1#黑
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V"支撑着当代资本
主义的基石是由理性同一性主导的启蒙现代性#
理性走向异化的过程既是主体膨胀并进而无限度

征服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统治集团将征服自然
的手段毫无保留地运用在征服$乃至消灭同类的
过程#异化的启蒙通过同一性的抽象逻辑将所有
个体转换为工业时代可以统一支配$可替换的物#
奥斯维辛事件则是纳粹将无法纳入其所确立的伪

平等逻辑的群体予以集体清除的过程#因而对当
代资本主义的切实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启蒙现代性

从兴起$发展到异化整个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的基
础之上#艺术对累积的受难记忆的表征#将是对社
会统治体制及其内在逻辑进行辩证否定与批判%
正因如此#阿多诺所论述的艺术中的记忆#是代际
累积$又被启蒙现代性的叙事话语所遮蔽的受难
记忆%

二" 记忆的构型! 星丛结构

受难记忆是以何种方式内在于艺术作品中5
在阿多诺看来#将受难记忆直接置入作品中并不
适宜#他不仅忧虑受难历史可能被文化工业转化
为用以谋取利益的煽情题材#也警惕特定的政治
集团将记忆用作社会行动的动员#从而削弱甚至
取消了反思的深度% 参见阿多诺阐述自己与贝尔
托&布莱希特在艺术生产问题的分歧#相比于布
莱希特主张艺术需要以政治教化的方式直接介入

现实的主张#阿多诺反对将作品视为无产阶级政
治宣传与教化的载体#,然而#对自律艺术的强调
本身事实上就是社会政治性质的% 当前政治的畸
变#境况的僵化没有在任何地方开始缓和#促使精
神前往无需成为群氓构成的地方%- !7-'"+V&"
真正的艺术因为自律而不具备任何直接的政治功

能#这一特点恰恰构成了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自
律艺术因为不直接介入现实而得以避免被社会的

交换法则所同化#也避免了堕落为商品而被迫向
群氓的趣味做不同程度的妥协#从而得以抗拒统
治意识形态对历史记忆的遗忘% 因此在阿多诺的
美学论述中#记忆并不会作为直接书写的对象存
在于自律艺术中#不会鲜明地直接体现作者的意
图或某种总体性理念#而是以碎片的形态隐匿于
作品的审美形式中#避免被制造为通过迎合$欺骗
的手段控制受众的政治宣传品或文化消费品%

阿多诺先后以,余像- !.A179,2.>7-" ,伤痕-
!1(719.57)A1(7<.2.>7"等名词描述记忆在艺术
中的碎片式的存在形态% 记忆之所以能以碎片化
的形式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因为阿多诺把艺术作
品视为一个,无窗的单子-#单子形态及其内部结
构将有助于记忆在艺术作品中得以保存与再呈

现% 究其原因#在阿多诺的论述中#艺术作品作为
单子#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艺术作
品之间相互封闭#看不见外部世界#然而艺术作品
能在紧闭的结构中表征外部世界事物- !?"+'3"'(;
G3"-%, %"V"% 单子是一种辩证的构型#一方面是
因为,无窗-的特质而与外部世界相互隔离#有助
于艺术作品幸免于社会统治机器的强大同化功

能#为保留非同一性的自主感性经验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并非与社会现实没有任何关
联的虚幻想象#而是作为,引力的中心-成为汇集
人类共同拥有的丰富经验的仓库#尤其包含了不
符合统治机器根本利益的事件与情感体验% 同时
阿多诺又反对天才决定论#艺术作品的语言构成
于,集体性的潜流-!?"+'3"'(;G3"-%, XY"#真正的
艺术是,集体性的潜流-的表达#是置身于不同社
会群体中的个体对涵盖社会历史与当下现状的时

代精神的间接性回应#艺术所储存的丰富人类经
验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包含了主体及其所属集
体在面对历史与现状的见证与反思#艺术作品的
生成是社会性的过程#因此艺术所储存的人类的
丰富经验就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记忆% 自律艺术因
为其自身单子的构型而与异化的社会现实相互隔

绝#其所包含的人类经验无需因应物化社会中统
治阶级或文化消费者的需要而被篡改#因而构成
记忆的被统治者的受难经历将在艺术中得到

保留%
再看记忆的具体构成形态#不同类型与不同

发生时段的记忆事件是如何构成艺术的内在历

史% 参照阿多诺关于艺术作品的意义如何生成的

&$%#&



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记忆伦理及转化

论述#,艺术作品本身并非如历史决定论所设
想(((似乎艺术作品的历史仅仅是与真实历史中
艺术作品的位置保持一致(((在生成中被吸收%
相反#就像存在物一样#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的发
展%-!?"+'3"'(;G3"-%, XW"阿多诺反对历史决定
论的观点#不认为艺术内部具有,内在时刻的连
续性-#这意味着阿多诺不认为内在于艺术中的
多重记忆会构成时间连续体或等级严明的系统%
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将时间连续性与黑格
尔构造的世界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而支撑着世
界历史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同一性#走向异化的理
性同一性体系对溢出既有历史发展秩序的异质事

物进行规划性清除#在认识论层面导致了主体理
性反思的缺失以及想象力的贫乏#现有的统治模
式因此被构建为大众自愿接受的唯一选择#阿多
诺则将,不连续性-视为终结这种异化社会状况
的武器(((,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反转#最
重要的强调落实在洞察事物的不连续性#事物不
再慰藉地结合为任何精神与概念的统一体-
!7"5&'()"&%V"% 回到美学范畴#假如艺术作品
建立在,内在时刻的连续性-这一基础上#将导致
其审美意义局限在理性同一性预先确立的体系之

中#艺术作品将被视为意义恒定的完成物#对抵抗
整合意图的异质性进行压制与消除#将外部的社
会秩序以复制的方式引入作品内容#并对其合法
性予以再确认#进而阻碍艺术所包含的个体性契
机#阿多诺称之为 ,顺从的艺术 - ! ?"+'3"'(;
G3"-%, %WF"% 阿多诺反对这种模式#而是以,迸
发-!7+J3)-,)/"形容艺术作品的意义的生成情况#
尽管艺术作品会构建一个建立在内部虚假统一基

础上的,形相- !,2.>,/7"#然而艺术作品,有其自
身的发展-#其内部不同的记忆事件以 ,沉淀-
!-7<,27/17<"的方式构成艺术的内部历史#诸记
忆事件与经验现实之间构成多元的相互联系#相
互渗透$相互对立冲突的现象同时存在#记忆事件
在形相试图整合内部诸元素过程中表现出对抗$
不协调的姿态#并且在艺术作品生成的动态瞬间
得到保留#并最终通过审美幻象的,迸发-摧毁与
异化社会达成妥协的形相统一体#促使接受者受
到震惊从而实现意义的再生产% 综合诸记忆事件
的存在形式以及意义再生产的模式看#记忆的构
成形态就是阿多诺常用的哲学概念,星丛-#这个
概念来源于本雅明#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星丛构型

最终通过语言言说真理进行具有神谕性质的启

迪#而阿多诺则将星丛概念进行世俗化的挪用#在
否定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中#诸记忆事件在艺术作
品的单子结构内部以星丛的构型存在#与理性同
一性构建的完美体系相冲突#生成形相统一体所
涵盖范围之外的过剩意义#从而激活艺术所包含
的否定性潜力%

三" 受难记忆与乌托邦契机

纵观阿多诺的哲学论述与大众文化批评#阿
多诺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占

主导地位的操控型社会#根据安德鲁&鲍伊
!?/<97H])H,7"的说法#,对阿多诺来说#一个被
商业化所控制的世界增加了固定的方式成为准则

的程度#并因此鼓动对现状的消极接受%- !%Y""
大众被当做无差别的物体完全纳入自上而下的管

制体系之中#这是一种整体社会化的统治策略与
透明性的管理方式#个体即使在闲暇时间也主动
自觉地遵守统治意识形态的管理与指引#将自身
的行动$思考均局限在由资本力量主导的职业伦
理和消费逻辑的范围之内#丧失了想象替代性社
会模式的能力#阿多诺称之为,户外的监狱- !1(7
)J7/G.,9J9,-)/" !/%(+O+&F"% 阿多诺以绝对悲
观的态度看待几乎任何社会改良或政治运动#救
赎的希望被寄托在审美乌托邦#以星丛的构型积
淀在艺术品中的记忆#又是如何内在于审美乌托
邦的理论逻辑5

简要概述阿多诺构建审美乌托邦的理论逻

辑#阿多诺将真理性内容赋予真正的艺术作品#真
正的艺术作品建立在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批判意

识与客体优先性的双重认识基础之上#通过与现
存社会秩序相互分离的方式使作品得以逃离统治

意识形态的整合机制#从而得以保存人类丰富的
感性与社会实践经验#因而艺术得以超越异化的
社会现实#具有表征真理性内容的能力#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逾越既有主流话语预设的哲学体系与

社会秩序#具备重新想象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潜
力#即对 ,使不可能事物变得可能- !?"+'3"'(;
G3"-%, %#"",非存在物的美学实现- !%#V"的探
索% 对于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规划#可以引用两
位左翼学者所做的评论作进一步分析#理查德&
沃林认为#,在其探索过程中#由于阿多诺千方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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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地把艺术作品首先看作哲学真理的手段#艺术
作品之整个实用方面(((它们在塑造$了解和改
造历史上存在的个别生命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一受

到了忽视-!%$""%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认为#
,由于末世论(((感觉论的乌托邦#历史真实与
和解状态之间的距离变得无法度量#于是人类试
图跨越这一距离的实践变得毫无意义%- !%"(
%X"沃林与维尔默的论述类似#他们均肯定评价
了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的重要论述基础#即艺术
需要通过维持自身与现实状况之间的持续对抗的

关系#从而展开艺术的批判与救赎功能% 他们也
相似地指出阿多诺所建构的审美乌托邦体现了绝

对怀疑论的取向#审美救赎的美好承诺实际上并
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或部分实现#因此批评阿多
诺忽视了艺术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实用性

功能#认为艺术所具有的交往潜能有助于促成不
同社会群体进行沟通对话#进而产生积极的政治
意义% 沃林与维尔默对阿多诺关于审美乌托邦设
想的概述与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大体上
遵循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出发阐发批判理论
的思路#尝试将建立在绝对否定性和审美救赎的
基础之上的第一代批判理论转化为民主社会体制

下一种以政治改良为诉求的理论话语#有助于提
高批判理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适用性% 然而#沃
林与维尔默对阿多诺美学思想的解读主要着眼于

如何因应议会民主机制改造批判理论#导致普遍
存在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学说中的审美乌托邦价

值因为学理论证逻辑不够严密以及在日常生活中

不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性理由而没有得到足够重

视与阐发%
然而#参考阿多诺对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的看

法#,现实中没有解决的对立作为形式的内在问
题返回到艺术中% 正是这种方式界定了艺术与社
会的关系#而非客观元素的介入%- !?"+'3"'(;
G3"-%, Y"阿多诺并非完全认同康德将审美与功
利完全分割的美学观点#艺术与现实的断裂是为
了通过这种断裂关系实现对现实的更有效的介

入#避开主流社会意识对艺术的控制% 正如沃林
与维尔默所论述#阿多诺将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愿
景寄托在与现实处境完全断裂的审美领域#在阿
多诺的思想语境中这种断裂来源于艺术的单子结

构#艺术作品凭借无窗单子的构型得以置身于异
化社会之外#从而形成针对异化现状的绝对批判

立场% 另一方面#阿多诺又认为#,包含了单子构
型的艺术本身指向了对单子构型的超越 -
!?"+'3"'(;G3"-%, %X#"% 对艺术作品进行不纳入
外在概念的内在分析#事实上却能更精确地理解
社会境况#因为单个艺术作品的特殊审美经验#本
身就具备普遍性的意义% 诚如有法国学者指出#
,阿多诺则相反地深刻批判了这种把当下转换为
未来利益的0抽象的乌托邦1% 乌托邦理念吸引
阿多诺# 更在于其批判现存秩序的能力 -
!Z7'73&#"% 需要进一步思考以星丛构型内在
于单子结构中的历史记忆#是否存在着作为中介
发挥隐秘勾连审美乌托邦与现实的功能#实现对
现存秩序的批判与重构#从而回应沃林与维尔默
的质疑#并为重新审视第一代批判理论的遗产提
供了契机%

针对真理内容如何存在于艺术作品这个问

题#阿多诺指出#,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是对由
每一个或所有作品所引发的谜的客观性解答% 通
过对艺术如何解答的追问#谜指向了艺术真理性
内容% 这仅仅只能通过哲学反思才能实现%-
!?"+'3"'(;G3"-%, %$" $X"真正的艺术负有提供
真理性内容的承诺#真理性内容以谜语的方式存
在于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中#作为一种等待救赎
的内容需要在以客体优先性为基础的阐释中被揭

示出来#直接表现为对建构于自恋基础上的幸福
假象进行否定% 阿多诺在回应西方的衰落这一问
题时候谈及#,能够抵制西方衰落的并非复兴的
文化#而是包含沉默地被包含在衰落图景中的乌
托邦- !/%(+O+"$"% 这体现了阿多诺对西方现
代性文化的否定性反思#他认为奥斯维辛的悲剧
否定了现代性文化塑造的正义形象#重新想象与
当下构成断裂性的乌托邦#需要建基于被主流文
化所遮蔽的历史记忆之上%

至于历史记忆如何促成审美乌托邦的发生#
从阿多诺的该段论述谈起'

但是#艺术作品存在这个事实表明
了非存在物&/)/7+,-1,/>)的可能性% 艺
术作品的现实性证明了潜在性的可能

性% 作为艺术所渴望的对象#非存在物
的现实性通过回忆&97272I9./57)在艺
术中发生变形% 回忆是和非存在物结合
在一起# 因为回忆对象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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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认为理想的艺术作品并非仅仅是创作

者欲望的表达#而是作为社会历史的见证#艺术作
品并非只能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历史叙述以复

制的方式纳入艺术中#而是相反地试图利用艺术
的幻象特质#将超出主流历史书写之外的内容重
新赋予意义#隐蔽地演变为艺术作品中的谜语而
得以保留#从而为艺术作品表征现实存在模式之
外的潜在性图景提供了可能% 阿多诺在这个推论
基础上认为#由于艺术作品具备表征社会历史进
程中被遮蔽的,非存在物-的潜能#现实需要反过
来摹仿艺术% 而促成社会历史进入艺术作品的途
径是创作者的,回忆-#根据阿多诺对艺术生产的
论述#尽管他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强调艺术生产
与创作者所归属的群体$面对的社会状况之间的
紧密关系#但是艺术活动必须建立在,不能压制
的$异于常态的独特主体- !F%$"这个基础之上#
因此,回忆-是具有反思理性的自主主体运用艺
术创作的方式将社会历史转换为艺术作品中有待

揭示的谜语% 由此可见#进入艺术作品中的社会
历史并非一种由官方赋予其客观性权威的档案式

文献#而是自主主体关于社会历史的独特记忆#正
因如此#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具有超越
既有意识形态框架的可能%

阿多诺所言的,回忆-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
怀旧乡愁#在哲学思辨范畴#阿多诺认为#,对于
超验的回忆需要立足毁灭才能得以保留#否则将
变得不再可能)永恒并非呈现为如此#而是通过易
毁灭事物的衍射而呈现- !7"5&'()"&Y#"% 在社
会批判范畴#阿多诺认为#,从保留下来的事物中
欺诈地清除了被杀戮的事件#我们无权者能够提
供给他们的是回忆%-!!%('(;&#V%"阿多诺将回忆
视为被统治者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思想性行动#
回忆植根于统治机器不断试图清除的受难记忆#
受难记忆作为对以奥斯维辛事件为代表的杀戮事

件的见证#从被剥夺政治权利和话语权的受难者
的立场控诉了统治机器权力来源的不道德性#从
而为中止现有的社会机制的连续性并重新想象乌

托邦创造了契机% 对于如何以回忆为方法#促成
乌托邦的生成#可以具体从三个层次予以理解%
在第一个层次上#理想的艺术作品是一种无窗单
子结构#与外部世界相互隔绝#回忆是主体在艺术

生产过程中的行动% 对社会历史的回忆将其转化
为艺术表达的幻象#成为了艺术作品中的记忆事
件#凭借着艺术作品的无窗单子结构的特点#保留
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经验#避免了外部统治意识
形态对思维习性与想象模式的形塑#因而记忆保
留了生成与当下世界既有模式保持间距的非同一

事物的可能性% 在第二个层次上#参考阿多诺的
说法#,然而#真理性内容不只是借助作品本身得
到设定#而且也间接地通过作品对历史的参与和
确确实实的批判得到设定% 艺术中的历史含义不
是人工制作的' 这样#正是通过历史#艺术才从作
为纯系虚构的产物中解脱了出来% 在艺术作品
中#真理性内容乃是历史的结晶%- !?"+'3"'(;
G3"-%, %&&"这需要参照阿多诺对艺术的构成及
其与现实的关系予以解读% 艺术拒绝以复制的方
式全盘接受概念体系对当下现实$人们经验的独
断解释#而是通过回忆将过去的社会历史与当下
相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下的现实将不再是黑格尔
设想的世界历史模式下线性进步关系% 存在于艺
术作品内在结构中的记忆将和现实构成相互并置

的关系#这即是星丛的关系#历史记忆将不再是当
下现实的低级状态或不完满的事物#而是在星丛
关系中的相互并置关系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过
去的社会历史将为理解当下现状的起源$发展#以
及构想全新的另类发展模式提供潜在可能#这是
艺术作品介入现实的尝试% 以艺术作品为载体的
记忆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介入现实#艺术作
品中的记忆凭借自身所具备的超越主导当下社会

的同一性思维模式的能力#通过借助艺术幻象呈
现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的异质事物#实现了艺术
对经验现实的间接性参与#这是对当下统治秩序
的否定性批判% 在第三个层次上#再探究社会历
史的构成内容#主要是与启蒙现代性发展走向异
化过程相伴随的受难记忆#尤其以奥斯维辛的记
忆为代表% 根据阿多诺的论述#,但是#因为对艺
术而言#作为尚未存在物的乌托邦被黑暗遮蔽#被
保留在回忆的所有调解中)对可能事物的回忆与
现实中对可能事物的压制相对立)这是对世界历
史的灾难作想象性修复)这是在必然性的魔力下
没有出现以及可能从来不会出现的自由%-
!?"+'3"'(;G3"-%, %&W"这是对艺术如何间接介入
现实的进一步论述% ,世界历史的灾难-作为艺
术需要处理和反思的对象#内在于艺术所储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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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中#艺术理当回应在后灾难时代与日益
完备的非人化社会中如何生存的问题#通过呈现
历史记忆包含的绝望和抵抗#激发大众进行非同
一性思考的潜能#而不应该沦为向大众提供替代
性满足的麻醉剂%

总结来看#艺术通过回忆的手段对储存于自
身的社会历史进行反思与再评判#得以洞察隐匿
在现代性规划描述的美好远景背后的苦难与压

迫#艺术进而借助自身具备的表征潜在事物的能
力#构建具有自由属性并且独立于同一性哲学的
必然逻辑的审美乌托邦#受难记忆构成了触发艺
术救赎的契机%

四" 艺术救赎对记忆诉求的转化

在阿多诺的美学论述中#包含了人类共同经
验的艺术需要置身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之

外#借助主体回忆的方式重新呈现$审视被进步叙
事所遮蔽的受难记忆#引发对启蒙现代性进行辩
证思考#进而具备想象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潜
能#这是一种建基于审美幻象和艺术形式的审美
乌托邦% 既然促成审美乌托邦生成的契机来自于
艺术对记忆的救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救赎
完全实现了历史记忆的诉求5 从这个角度做追
问#我们需要继续思考阿多诺美学思想中艺术救
赎对记忆诉求的转化问题%

关于阿多诺构建审美乌托邦的有效性问题#
兰伯特&祖德瓦特!E.2I791C*,<79@..91"针对阿
多诺将真理内容赋予自律艺术的论述做了得失

评价'

阿多诺方法的优点有两个方面% 其
一#这样避免了将真理与艺术现象相分
离#反之坚持了真理彻底由现象所中介%
其二#这样抵抗了哲学学者读解艺术时
添加进他们希望在这里找到的任意真理

的诱惑% 但是伴随这样的优点的是双重
的缺点% 阿多诺不仅将自律艺术特权
化#特别是自律艺术品作为艺术中真理
所在的位置#而且他将哲学特权化#特别
是否定辩证法哲学#作为对艺术真理最
权威的阐释者% 这两种倾向均使艺术真
理成为少数人的秘密% &%$F)

祖德瓦特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阿多诺的审美
乌托邦建立在自律艺术对真理内容进行表征的基

础之上#以否定辩证法作为审美反思过程中首要
的哲学框架% 尝试将祖德瓦特的论断引入阿多诺
审美乌托邦的效度问题的讨论#在否定辩证法的
哲学框架内#受难记忆的诉求如何被转换进入审
美乌托邦5

受难记忆的诉求可以从阿多诺的该段论述

谈起'

,换言之#进步的道路包括了一个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特定的人类团
体发现自身被驱逐#根据这些团体的起
源与意识形态#他们显然属于资产阶级
社会的范围#但是这些团体突然恰恰丧
失了其自身历史与意识形态所指向的资

产 阶 级 存 在 的 物 质 基 础%- & ?4
N4'%-91;'(-4 %FF)

,特定的人类团体-正是受难记忆的主体#阿
多诺对奥斯维辛事件的反思并没有局限在反犹主

义范围#而是通过反思启蒙在祛魅之后自我神话
化的逻辑如何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根基#
将奥斯维辛视为启蒙现代性走向异化之后具有必

然性的极端化事件#而容易被忽略的是资本主义
经济模式以发展和进步名义对历代被统治阶级进

行剥削与控制#因此,特定的人类团体-涵盖了现
代性思潮兴起以来被压迫的所有阶层#他们是社
会历史维度的记忆主体% 阿多诺从非同一性的视
角出发#将针对世界哲学体系的认识论批判和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指
出黑格尔关于世界哲学的论述构建了一个历史必

然性的总体性体系#以反思性精神为基石的启蒙
理性异化为聚焦如何更有效地谋取经济利益的工

具理性逻辑#统治集团进而将具备异质性的个体
等同于可以量化的无差别的物体#也纳入精确计
算和管控的经济体系中#这个经济体系演化成为
资本主义政权的社会管理形式#这是一个建立在
同一性观念基础之上的社会体系#人们被塑造为
无差别的个体纳入到追求利润效益的线性历史的

必然性进程之中#直观现实就是,现今的工业工
人阶级和普通工人都不能被认为具有能力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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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性的生产关系时候承担对抗性的立场-
!K719*55,./,$W"% 再回看阿多诺的该段论述#这
些,特定的社会团体-参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生
产进程#承受了资本集团在土地$劳动力等领域的
经济剥削#以及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生控制#为资
本主义发展进程各个阶段的物质积累$武装革命
做出了贡献与牺牲#他们本应获得公平分享物质
成果的地位#并切实享有现代性思潮所许诺的政
治愿景% 然而#在偏离了以个体的启蒙觉醒为初
衷的现代性叙事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总体性
的进步被视为需要普遍遵循的世界精神#而某些
社会团体的特殊个体必须与世界精神保持一致#
他们不仅在生存的时代受到劳役与剥削#而且这
些与世界历史自我描述的进步$和谐的景象相违
背的受难历史#在后世同样没有得到认可与呈现#
换言之他们整个社群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驱逐% 因
此#受难记忆的诉求将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与政治体系及其背后的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历代
受难者需要得到当下社会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给予

承认%
在阿多诺构建的审美乌托邦中#通过回忆的

方式将受难记忆作用于当下#实现艺术以间接的
方式介入现实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乌托邦
是通过何种机制转换受难记忆的诉求5 埃里卡&
韦茨曼!Q9,5.Z7,1'2./"指出#,对阿多诺而言#紧
随着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动机的暴力#以及面对一
个以主体堕落为仅仅是劳动者(((消费者为特征
的社会#艺术的即时享受是对错误意识和政治愚
蠢行为的检测#是滑向暴力与堕落本身的平面%-
!%XW"再联系到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说法#
,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
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
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
!%#X"大众沦为纯粹的,劳动者(((消费者-#这
意味着大众作为劳动者不仅仅延续了世代受压迫

与剥削的命运#同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制作
和传播即时性$无深度的大众文化产品#大众对政
治与社会的严肃思考在消费过程中被,伪艺术-
提供的快感享受所取代#大众体验快感的过程实
质就是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断再确认的过程#统治
集团长期以来对大众的压迫与控制因而得到隐

瞒#统治体制因此得以延续对大众的管控% 正因
如此#阿多诺论述的审美乌托邦不仅保留了苦难

历史#而且回应以及转换历史记忆的诉求% 正如
前文所引用的祖德瓦特的观点#否定辩证法构成
了阿多诺通过艺术阐释真理内容的哲学方法论#
参考阿多诺的哲学思考#,为苦难发声的需要构
成了全部真理的条件% 因为苦难作为客观性由主
体所承担)主体最主观的经验和主体的表达被客
观地传送- !7"5&'()"%"X"% 阿多诺该段论述是
在探讨思想如何才能有效抵抗既有意识形态法则

对主体意识的控制#受难记忆得以被客观表达#体
现了客体优先性的否定辩证法原则#表现为对预
设的总体性法则和既有的思考习性进行抵抗#阿
多诺因此认为受难记忆正是真理内容的重要构

成#而受难记忆得以被有效地表达的最恰当$最有
效的形式就是能够与现实的社会体系保持距离的

自律艺术% 换言之#受难记忆构成了艺术具有真
理内容的前提%

那么#艺术又是如何在文化政治的维度进一
步转换记忆的诉求5 针对艺术介入的目标#阿多
诺指出#,介入的目标是转变处境的前提条件#而
不仅仅是提出建议)在这个程度上介入倾向于成
为美学的本质范畴%-!?"+'3"'(;G3"-%, $FY"至于
艺术有效介入的方式#阿多诺则认为#,即使艺术
的形式特征在政治范畴不能轻易阐明#尽管如此
艺术中的一切形式具有可延伸至政治的实质含

义% 新艺术所真正地希望的形式解放#所有社会
解放转为密码来保存#因为形式(((尤其是所有
事物的社会性联系(((在艺术品中表征了社会关
系)这是解放了的形式让现状憎恶的原因%-
!?"+'3"'(;G3"-%, $WW"阿多诺认为艺术具有内在
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特质#受难记忆的诉求如何转
换需要从审美乌托邦包含的内在性与社会性的辩

证关系上理解% 一方面#艺术的真理内容具有逾
越内在审美结构的文化政治诉求#受难记忆触发
的审美救赎并不会止步于艺术表征#而且包含了
批判造成受难历史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而利用艺
术的虚幻性特质对潜在乌托邦进行构想)另一方
面#阿多诺构想的审美乌托邦的社会诉求#却又是
通过将自身完全局限在艺术形式范畴予以实现#
通过与现实相断裂的艺术形式层面的激进改变表

达否定性的政治取向#即表达实现一种幸福生活
的不可能性#正是这种不可能性体现了阿多诺审
美乌托邦思想的毫不妥协性与激进性#因此被祖
德瓦特批评为,使艺术真理成为少数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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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受难记忆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及
承认历代受难者地位与价值这两个方面的诉求#
最终在审美乌托邦的论述中被转化为一种以绝对

否定性为特征的认识论话语#借助艺术形式的变
形表征外部世界的不人道#通过预示幸福的承诺
没法实现的前景展开社会批判#却不涉及任何具
体形式的社会革命或改良实践% 同时又因为这种
审美认识论话语建立在跨代际的受难记忆基础之

上#因而具有从伦理维度出发重建主体性的诉求%
阿多诺在反思本体论与存在论哲学时认为#,这
个事实是主体变成一种更大程度的意识形态#掩
盖了社会的目标性$功能性的语境#缓和了主体所
承受的苦难%-!7"5&'()"YY""阿多诺将本体论与
存在论贬低为,命定的辩证法-#认为两者引导主
体对既有统治秩序表示顺从#并进而遵循启蒙现
代性的发展主义逻辑为统治者对历代受难者的压

迫事件进行美化与辩护#这将导致统治意识形态
的合法性在当下不断被重复确认#个体的主体性
日益面临被取消的危险% 审美乌托邦的否定性论
述意图批判一切虚假的幸福#受难记忆构成的真
理内容通过艺术形式启示大众#通过对资本主义
的发展进程包含的压迫历史的回忆#瓦解了工具
理性的神话#促使大众反思苦难及其背后以总体
性为运作准则的社会机制#在同一性思维模式清
除主体性精神的背景下#重塑具备自发行动能力
以及自我反思性的独立主体意识%

总体而言#在阿多诺的视域下#受难记忆的诉
求在审美乌托邦的视野下被转换为一种伦理维度

的认识论话语#在涵盖文学$大众文化$音乐等领
域的广义文化维度#通过悲悼历代受难者和反思
导致苦难的思维逻辑和社会机制#进行以重建主
体性为目标$以否定性为思辨方法的意识形态批
判% 阿多诺在审美乌托邦对记忆诉求的转换策
略#有必要与本雅明做对比#本雅明构造了,辩证
意象-的理论概念#称之为,停顿的辩证法- !G3"
?%;&9"+FY$"#辩证意象是由过去对于无阶级社
会的期待与当下的生产力大发展构成的梦幻二者

之间以闪现的方式构成$产生#这是针对支撑启蒙
现代性的线性发展逻辑的中断#中断的瞬间是弥
赛亚现身的时刻#这将是社会革命的发生并进而
建立全新政治契约的契机#历代受难者对平等$正
义的诉求将在神学乌托邦中得以实现% 本雅明将
受难记忆视为神学救赎发生的前提#并将记忆的

诉求转化为直接的实践行动#通过社会革命制定
全新的政治契约% 在实践层面阿多诺则与本雅明
鲜明持相反立场#阿多诺反对将记忆的诉求转化
为任何形式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而是将记忆的
诉求彻底局限在认识论话语领域#通过以贝克特
的创作为代表的,反艺术-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
作为中介#将悲悼先辈受难者的伦理关怀通过艺
术形式转化为对当下社会制度的批判#重塑具有
遵循客体优先性原则并具备自我反思精神的主

体性%

结L论

如何评论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对记忆伦理的

纳入与转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
其一#在批判理论范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中#资本集团以大众文化为工具#在不断刺激人们
的消费与享乐欲望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人们的知
识构成与情感结构的塑造#个体因此在以柔性手
段为主的统治模式下往往以自我规训的方式遵循

既有的行为法则与思考模式#这是主体性死亡的
境况% 个体只有在面对阿多诺所推崇的自律艺术
的时候才可能重新恢复自主感知能力#走出对统
治意识形态所设置的认知界限#在受难记忆的基
础上实现独立主体性的再生成#这是阿多诺所期
待的乌托邦时刻% 从这个角度看#阿多诺*美学
理论+所展现的视野大幅超越了现代主义美学或
者形式美学的范畴#强调艺术作品需要以审美形
式表达苦难#借鉴本雅明的神学方法论思考救赎
记忆对当下的意义#将记忆的诉求转化为意识形
态批判并重塑主体性#受难记忆构成了审美乌托
邦以间接的方式关注$介入现实的中介#这是在
,伦理(((政治-的维度回答了奥斯维辛之后艺
术何为这一时代命题#也是第一代批判理论的重
要遗产%

其二#在如何理解奥斯维辛事件的范畴#一直
以来战后欧美学术界对于如何反思奥斯维辛的灾

难提出了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 阿多诺将以奥斯
维辛为代表的受难记忆纳入审美乌托邦的构想

中#展现处理奥斯维辛事件的另一种思路% 阿多
诺将奥斯维辛事件置于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予以

理解#将奥斯维辛的屠杀视为工具理性发展极致
的必然结果#因而奥斯维辛事件并非现代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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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记忆伦理及转化

的逆流#而是内在于现代性的同一性逻辑% 正因
如此#阿多诺没有把奥斯维辛事件视为一个孤立
的事件#而是纳入批判现代性的视野之中% 一方
面#阿多诺将奥斯维辛事件和伴随着资本主义现
代进程的压迫事件共同视为需要艺术表征的,世
界历史的苦难-#将对奥斯维辛悲剧的反思引申
到对历代先辈的受压迫命运的悲悼#从伦理维度
拓宽了奥斯维辛事件的思考广度% 另一方面#阿
多诺创造性地在理论层面提出将受难记忆转化为

自律艺术的形式#而非成为艺术作品所书写的内
容#这是因为他忧虑受难历史会沦为文化工业用
以牟利的素材#或成为非理性的政治动员的材料%
而大众在体验以策兰$贝克特为代表的,反艺术-
的审美形式过程中将受到震动#从而将以更主动
的姿态读解艺术所表征的苦难#这是批判统治意
识形态和想象乌托邦的契机#也是从审美政治的
维度对奥斯维辛事件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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