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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西方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及其问题

董丽慧

摘!要% 近年来&试图对(当代艺术)进行理论建构的(当代性)一词在欧美学界争议不断&已成为一个被赋予特定内涵&
且处在持续探索中的术语' 虽然诸种(当代性)理论的论证模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均以(当代)一词的拉丁词源(时
间)为基点&展开了试图挣脱现代时间叙事的当代(时间转向)' 其中尤以阿甘本*格罗伊斯*奥斯本的(当代性)理论为
代表&或主张与时间断裂和脱节&或化身为时间流本身&或从诸种时间并置中提取虚拟性&构成了西语中探讨时间转向的
三种典型路径' (时间转向)是理解西方语境关于(当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而对诸种尝试路径的厘清&则是理解*批
评&进而超越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讨论的前提'
关键词% 当代艺术+当代性+阿甘本+格罗伊斯+奥斯本
作者简介% 董丽慧&艺术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西艺术交流及视觉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 北京
市海淀区颐和园 8 号&#%%'X#' 电子邮箱, 6<7?10)*0-M,*256*2+7'

!"#$%, DG0M15S0.5730<73<=;)5(D5.M<G/1D*G7 ), D)5<G053<=(E<7;5.M<G/750;4) 07 b53;5G7 E<7;5.M<G/G49G;/76
D)50GRG<K15.3
&'(#)*+#, a7 G5+57;45/G3& +<7;5.M<G/750;4& /;5G.L0;) 3M5+0=0+/76 +)/7?07?+<77<;/;0<73& )/33;0GG56 *M +<7;07*07?65K/;5307
;)5b53;& /3M/G;<=;)5/;;5.M;;<;)5<G0(5+<7;5.M<G/G4/G;291;)<*?) ;)535;)5<G053)/F560==5G57;L/43<=/G?*.57;=<+*307?<7
60==5G57;/3M5+;3& 603+*330<73<7 +<7;5.M<G/750;4/G5/11K/356 <7 ;)5B/;07 L<G6 ;5.M<G& L)0+) .5/73;0.5& L0;) /7 /;;5.M;;<
53+/M5=G<.;)5.<65G7 +<7+5M;<=;0.5/76 ;<1/*7+) /+<7;5.M<G/G4(;5.M<G/1;*G7)29.<7?;)535;)5<G053& W0<G?0<9?/.K57&
e<G03WG<43/76 R5;5G̀ 3K<G75J3/G?*.57;35c5.M10=4;)G55;4M0+/1/MMG</+)53;<5cM1<G5;)5(;5.M<G/1;*G7)& /76 ;)54+1/0.;)/;
+<7;5.M<G/750;4105307 0;3/7/+)G<703.L0;) ;0.5& L0;)07 ;)5;0.5=1<L& <G07 ;)5F0G;*/10;45c;G/+;56 =G<.;)5N*c;/M<30;0<7 <=
.*1;0M15MG5357;;0.532D)5(;5.M<G/1;*G7) 03M0F<;/1;<*765G3;/76 ;)5;5G.+<7;5.M<G/750;4/3*356 07 ;)5b53;5G7 +<7;5c;&
/76 651075/;07?;)5G5MG5357;/;0F5/MMG</+)5303;)553357;0/1=<G603+*3307?;)5;)5<G4<=+<7;5.M<G/750;407 ;)5=0516 <=
+<7;5.M<G/G4/G;2
,%-./)0(, +<7;5.M<G/G4/G;+ +<7;5.M<G/750;4+ W0<G?0<9?/.K57+ e<G03WG<43+ R5;5G̀ 3K<G75
&1#2/), >/56 ;"21"& R)2S2& 03/7 /3303;/7;MG<=533<G/;;)5:+)<<1<=9G;3& R5,07?U70F5G30;42P5GG535/G+) 07;5G53;307+1*65
;)5/G;03;0+5c+)/7?5K5;L557 ;)5I/3;/76 b53;& /76 ;)53;*6053<=F03*/1+*1;*G52966G533, 8 T0)54*/7 d</6& P/060/7 S03;G0+;&
e50N07?#%%'X#& E)07/2I./01, 6<7?10)*0-M,*256*2+7

!!*时间转向+ %;5.M<G/1;*G7&作为一个术语(
是相对于 "% 世纪前期的*语言学转向+ %107?*3;0+
;*G7&和 "% 世纪后期的 *图像转向+ % M0+;<G0/1
;*G7&等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而继起的(这一
表述在近十余年逐渐成为一种理论研究趋势和当

代艺术的重要议题' 在艺术创作和艺术史研究
中(主要指从专注于以后现代解构和后殖民身份
政治为主要方法和议题的图像阐释(转而在质疑
以往默认的线性时间叙事的基础之上(从多个维
度探究与时间相关的议题(围绕诸如错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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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7/+)G<703.&-当代性[同时代性%+<7;5.M<G/750;4&
等关键词(展开了丰富的艺术创作实践-艺术理论
建构和艺术史书写的尝试'

在当代艺术领域(这一趋势和议题自世纪之
交以来日益显著' 随着当代艺术实践的活跃(研
究者在学理层面的探讨亦渐趋深入(欧美学界对
*当代艺术+在概念-时间-性质上界定的争议激
增(*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术语被赋予了不止于字
面*当下的艺术+的诸种特指内涵(而试图对*当
代艺术+进行理论阐释或质疑的*当代性[同时代
性+%+<7;5.M<G/750;4&一词(也被赋予了不止于字
面所谓*当下艺术的属性+的更多重内涵' 尤其
自 "%%Z 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召开的*现代性&当
代性+ %><65G70;4&E<7;5.M<G/750;4&学术研讨会
及 "%%$ 年关于*当代艺术+的集中讨论%86#'N%-
调查问卷和%SD$5E同名专题讨论&以来(*当代性+
成为欧美当代艺术学界热点之一(*当代性+一词
也已从丹托意义上指称当下的状况或当代艺术的

属性这一作为形容词*当代的+ %+<7;5.M<G/G4&名
词含义(!

转而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且处在不断
争议中的术语%高名潞 8"&08Y'&'

就目前英语学界对当代艺术的*当代性+讨
论而言(影响最为跨界的(当属阿甘本 %W0<G?0<
9?/.K57& 对 *当代性 + %或译 *同时代性 +
+<7;5.M<G/750;�&的论述(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
奇特关系+(既依附时代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源自
一种*不合时宜+ %*7;0.514&(这一观点在当代艺
术界广为引述)格罗伊斯%e<G03WG<43&则基于对
数字媒体艺术的研究(认为*当代性+体现为一种
*共时性+%347+)G<70(/;0<7&(*当代+是*时间的同
志+%(50;?57w3303+)[+<.G/65<=;0.5&(当代艺术是
*与时间在一起+ %L0;) ;0.5&的艺术)英国哲学家
彼得$奥斯本%R5;5G̀ 3K<G75&在其关于当代艺术
的哲学中提出(*当代性+不仅是*在单一时间之
中+%07 ;0.5&(更是*关于时间的复数+%<=;0.53&(
是作为 *当下多种时间的断裂统一体 + % /
603N*7+;0F5*70;4<=MG5357;;0.53&存在的*虚拟+
%=0+;0<7&叙事'

综观上述关于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可
以看到(虽然其建构模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均
围绕*时间+ %;0.5&展开(或与时间断裂和脱节
%阿甘本&(或化身为时间流本身%格罗伊斯&(或
从诸种时间中提取出某种虚拟性%奥斯本&(共同

经由对西方现代时间观和进步观的抵抗和逃逸(
展开了三重试图挣脱现代时间的当代*时间转
向+%;5.M<G/1;*G7&' 在西语语境中(*当代性+与
时间的这一密切关系(一方面源自*当代+一词的
拉丁词根*时间+ %;5.M<G&(另一方面又是对此前
*现代+时间观及在此基础上西方*现代艺术+范
式的反抗与超越(力图为*当代+开辟偏离现代线
性-单一- 单向度时间叙事的可能性'

放弃*现代+一词(转而求助于*当代+(这不
仅是字面上的新旧更替(而是回到了各自的拉丁
词源' *当代+ %+<7;5.M<G/G0*3[+<7;5.M<G/103&意
味着*与时间同在+(而*现代+ %.<6<[.<65G7*3&
意味着*刚刚发生+(前者直指当下这个*现在+(
后者却停留在已经发生过的*刚才+' 如果作为
*刚才+意义上的*现代+已不可挽回地被线性发
展观附着而掏空了当下的可能性(那么作为*与
时间同在+的*当代+则既是对未来的反抗(也是
对未来的敞开' 其中(前一个要移除的未来(指的
是现代时间观中以牺牲当下而可预期-可操控却
永不可到来的乌托邦未来(后一个要重塑的未来(
指的则是*时间转向+后(有着多元维度和多重可
能的开放式未来(而无论这两个未来有什么区别(
*现代+始终是*当代+及*当代性+理论研究的一
个基本参照物' 基于*现代+的基础反抗*现代+(
在这个意义上( *时间转向是非进步的 % 7<7A
MG<?G5330F5&# 它的进步性在于对现代进步的重
审+%d<33&&(它终结的是通过许诺未来而抽空当
下的*现代+时间(开启的是通过回溯过去而指向
当下的*当代+时间'

本文认为(*时间转向+是理解西方语境关于
*当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而厘清围绕这一*时
间转向+展开的诸种代表性尝试路径(是进入当
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讨论的前提' 鉴于目前
汉语学界对*当代性+的使用和讨论(要么仍沿用
世纪之交以观念性-后现代性-对抗性为特征的观
点(要么更注重时代性-创新性-对当代问题的关
切性等外部特征(而尚未对其西语语境中内在的
*时间+维度展开充分解读%王林 $'(盛葳 Y&0
YX(时胜勋 ##0#Y&(本文即从当代艺术理论中的
*时间转向+这一议题入手(对近年来引起争议的
欧美*当代性+理论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欧美
*当代性+理论-其构建方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检
视和梳理(以期对*当代性+问题的探讨有所启发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Z 期

和推进'

一& #时代错位$和#同时代性$

当代性%或同时代性+<7;5.M<G/750;�[
+<7;5.M<G/G07533&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
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或
忠于/6)5G5;<&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
离# 更确切地说!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
通过脱节%<*;A<=AN<07;7533&或时代错位
%/7/+)G<703.&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
系# %9?/.K57 Z#&"

阿甘本关于*当代性+的这段话(问世十余年
来已为学界广为引述' 此文出自 "%%X 年威尼斯
建筑大学哲学研讨班开课之际(阿甘本作的题为
!什么是当代"的演讲' 这篇演讲稿于 "%%' 年以
意大利文出版("%%$ 年英译结集出版("%#% 年中
译见刊' 与阿甘本的演讲同步(此时的艺术界正
值对*当代+和*当代性+讨论热度的上升期(急需
对*当代+概念更为理论化的思考%H<3;5G#%&(在
这样的语境中(阿甘本对*当代+的论述也迅速进
入当代艺术界'

"%%$ 年(在配合上海当代艺术展%:)E<7;5.A
M<G/G4&举办的*什么是当代艺术+同名讲座中(知
名策展人奥布里斯特%P/73AU1G0+) K̀G03;&即以阿
甘本对*当代+的论述开篇和结尾(尤其强调了阿
甘本以考古的方式考察当代的方法(*作为当代
意味着返回到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前时刻(
通过破裂和不连续性来抵御时间的同质化+ %5A
=1*c&'&' "%## 年(时任!艺术论坛"%K-#D'-53&主
编的蒂姆$格里芬%D0.WG0==07&在谈到*过去五
年+艺术界愈加令人困惑的*当代+一词时(称*如
果有一种关于.当代/的实在感(那应该就是哲学
家阿甘本所说的.脱节/# 成为当代意味着时间的
断裂(意味着总是同时.太早/又.太迟/000或更
准确地用现在的艺术%/G;7<L&来表述(意味着含
有它自身的时代错位的种子+ %WG0==07 "''0
"'$&'

其中(中译多将原文*当代+ %+<7;5.M<G/G4&
和*当代性+ %+<7;5.M<G/750;�[+<7;5.M<G/G07533&
译为*同时代+和*同时代性+(突显了阿甘本赋予

这一词汇的独特内涵' 可以说(与中文日常用语
中通常所说的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和紧随时代的价

值选择-与求新和追求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当
代性+恰恰相反%W/<#Z$&(阿甘本的*当代性+首
先主张与时代保持距离(通过*时代错位+才能够
*把握时代+(反之(*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
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当代人+
%9?/.K57 Z#&'

概括而言(阿甘本的*当代性+及其*时代错
位+指向三层含义' 这一*当代性+首先是一种与
时代的复杂关系' 既依附于时代(又与时代保持
距离)通过与时代错位-脱节和保持距离(关切和
实现对所处现在时代的依存' 这一关系与本雅明
笔下的*游荡者+既观察时代又冷漠-与时代格格
不入(以及布莱希特通过*间离效果+以保持距离
的方式唤醒观众的观看一脉相承' 成为阿甘本意
义上的当代人(或具有当代性(一方面意味着与时
代断裂和脱节(*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
己适应时代要求+' 在阿甘本看来(*正是通过这
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指真正的当代人&比其
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而成
为当代性的另一方面要素则是(这些*才智之士+
%07;5110?57;./7&不能是避世隐居的怀旧者(他们
明白(*他无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无法逃离他
自己的时代+ %9?/.K57 Z#&' 正是在阿甘本*当
代性+的这层含义上(蒂姆$格里芬赞同真正当
代的艺术就是要么*太早+要么*太迟+的-从时间
中断裂而出的艺术%WG0==07 "'$&'

其次(阿甘本的*当代性+进而强调一种与众
不同的%即真正当代的(或同时代的&时间体验'
只有能够*感知+并深深*凝视+自己时代的*黑
暗+%指*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并
且能够不断回溯%*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
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的人(才是有*当代性+
的人' 正因为*当下+ % MG5357;&不仅是最遥远的
存在(也是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抵达我们的+
%9?/.K57 ZX&(真正的*当代性+才是一种*回归
到我们从未身处其中的当下+的体验%9?/.K57
YY&' 这一对不可能抵达的真理之光的凝视和对
无可亲历的过去的追溯(与阿甘本*无功用性+
%07<M5G/30;�&#

理论一脉相承(凝视和追溯本身即
是*无功用+的悬置(是线性的-功用性时间的切
片和断裂(是在不再憧憬一个清晰可见的未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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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后(对未知和*未经体验+之物在经验上的敞开(
以此呈现被日常遮蔽的运行机制(从而面向更多
或有的可能性(是阿甘本对现代进步时间观的一
种抵抗策略'

最终(阿甘本*当代性+的实现指向一个*弥
赛亚时间+ %.5330/70+;0.5&(即恢复与神共存的
*使徒+%而非指向未来的*先知+&所生活的*当
下时间+(它是瞬间达成的永恒(以不期许一个可
预期未来的方式随时降临(是真正*关于现在的
时间+' 这一时间与通常意义上的*编年时间+相
对(阿甘本称之为 *剩余时间+ %;)5;0.5;)/;
G5./073&(它是线性编年时间的停止和断裂(是过
去现在与未来的褶皱与相遇(是*时间和时间的
终结之间剩余的时间 5 446 既不是今世
%<1/.)/((5)&的时间(也不是来世%<1/.)/KK/&的
时间(它毋宁是这两个时间之间的时间+%阿甘本
论友爱 Z$08%&' 通过引入这一*非同质性+时
间(阿甘本分割了世俗意义上的时间(*在不同时
代%;0.53&之间建立一种特殊关系+(打破*了无生
机的同质性+ %9?/.K57 8Y&(以回溯而非进步的
方式(尝试着对线性时间观的超越' 这一与同质
和线性时间的断裂(为我们指出向*多重时间+敞
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泰瑞$史密斯认为阿甘
本最具创造力的观点(即*多重时间之间的某种
当下联系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现象+ % :.0;)
"'Y&'

可见(理解阿甘本*当代性+的关键在于时间
观的超维度(或%与格罗伊斯和奥斯本相比&可称
为升维# 从现代进步的二维线性时间观(升级至
具有*当代性+的三维*弥赛亚时间+' 这一*当代
性+始自*时代错位+的不合作态度(经由无功利
的时间体验(以随时可进入的*弥赛亚时间+为
*当代性+的真正实现'

阿甘本不仅将时间分成*编年时间+和*剩余
时间+(还以此区分了以这两种不同方式体认时
间的人群(只有能够跳出*编年时间+而以*弥赛
亚时间+的三维时间观感知这*剩余时间+的人(
即少数作为幸存者的*余留人+ %G5.7/7;&(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人+#*前者%指活在编年时间
中的人&任由时间流逝(满足于过着周而复始的
机械生活)而后者%指活在剩余时间中的余留人&
则是积极地-.弥赛亚式/地捕捉时间%让弥赛亚
就在现在到来&'+ %阿甘本(!剩余的时间""#0

""&至此(可以看到(一方面(处于同一个时空的
同代人(被阿甘本划分成了少数*真正的当代人+
和其他无知无识庸碌之人)另一方面(阿甘本却并
无意于将*当代性+与*现代性+加以区分(其*关
于现在的时间+的*当代性+与本雅明*现代作为
救世主时代的典范44时间的分分秒秒都可能是
弥赛亚侧身步入的门洞+ %本雅明 "X&&的思想资
源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因而(泰瑞$史密斯指出(
阿甘本的*当代+只属于哲学家-诗人这些所谓能
够理解当代性*真正本质+的思想者%:.0;) "'#&'
而如果*真正的当代人+只能来自思想者或*才智
之士+(将之平移至当代艺术创作中(那么实际
上(这一以*时代错位+为特征的*当代性+理论不
仅仍是尼采-波德莱尔-布莱希特-本雅明等*现
代性+理论的延续(也仍是黑格尔至丹托一脉哲
学对艺术褫夺和终结-思想大于创作的延续'

因而(在泰瑞$史密斯等更为关注当代艺术
实践-个案和现场的研究者看来(作为哲学家的阿
甘本(其理论构建的*当代体验+(在本质上仍是
一种与现代性一脉相承的*普遍体验+ %*70F5G3/1
5cM5G057+5&(而并不具有针对当下的实在性# 阿
甘本的*当代性+既尚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虽
比现代性的短暂流变更为短暂流变以至虚无缥

缈(却仍是现代性体验换之以当代名义的*重演+
%G5M1/4&%:.0;) "'Y&' 毕竟(不仅阿甘本对时代
晦暗的*当下+体验与波德莱尔关于*恶之花+的
发现(和对过渡-短暂-偶然的现代性体验%以及
上述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理论&有着显
见的一脉相承(实非当代特有)阿甘本关于*当代
性+行文中的文艺理论引证也皆来自*现代+(导
致其所述*当代体验+实际上更接近抽空现实的
形而上玄想' 因而(史密斯认为(这一*当代性+
体验并不能胜任*当代艺术+鲜活的*当代性+'

此外(阿甘本*当代性+的另一个问题在于(
憧憬一个排他性宗教的*弥赛亚时间+(往往导致
其对最新奇-最具问题性-最活生生的诸种当下现
实%亦即最能启发思考的*当代+本身&的抽离'
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式*防御性的弥赛亚主义+
被指责为不仅不能胜任*直面当代性的任务+(反
而闭合了向着更多可能性的敞开(历史和现实恰
恰被一言以蔽之地抽空和简化(导向了阿甘本试
图反抗的时间的同质化%+<5F/17533&# 阿甘本式
强调与时代错位-期许一个弥赛亚时刻的*当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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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虽力图将二维线性时间叙事升维(且引领着
当代艺术界针对不同时间并置展开了新的思考(
但遗憾的是(最终却仍为一种限定性的时间观所
统摄%IGK5GZZ&(而吊诡的是(这一处于永恒的将
临而未临状态的时间观(至少从字面意义上看(恰
恰是古老而排他的(是与*当代+格格不入的'

最后(如果跳出理论语境的推演与思辨(重返
当下艺术现场(可以看到(就对当代艺术研究领域
的针对性而言(阿甘本的*当代性+在概念生成和
实践生产两方面分别具有先天和后天的不足' 一
方面(如泰瑞$史密斯所指出的(阿甘本*当代
性+理论的提出(先天仍是建基于*现代+艺术案
例(而非扎根于活生生的*当代+艺术现场' 另一
方面(就阿甘本式*当代性+理论落地于当代艺术
实践而言(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在应用于当代艺术
创作-当代艺术研究-当代艺术史的书写等方面(
均无力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而不止于此的
是(阿甘本关于*当代性+的文字(在现行当代艺
术体制内(更常见的用法则是类同于某种流行理
论或标语口号(反而为阿甘本反对的固化的当代
艺术范式持续提供看似正确(却缺乏实质内涵的
理论依据(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奥布里斯特%PÙ &
对它的使用000然而(作为当代艺术*时尚界+的
新权威(奥布里斯特的权威本身也已被视为当代
艺术范式化生产的推手而遭到质疑%e/1(5G"80
8$&'

二& #共时性$和#时间的同志$

我们的当代与其他所有已知历史时

期至少在一个方面是不同的' 人类从未
对其自身的当代性%+<7;5.M<G/750;4&如
此感兴趣# 中世纪对永恒感兴趣!文艺
复兴对过去感兴趣!现代性对未来感兴
趣# 我们的时代主要对自身感兴趣$$
全球化进程.信息网络的发展%它告诉我
们实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造成不
同地方历史的同时性%347+)G<70(/;0<7&#
我们的当代性正是这一共时性的结果!
一次又一次使我们产生震惊感# 震惊我
们的并非未来!而通常是我们自己的时
代 % ;0.5&! 诡 异 % *7+/774& 而 怪 诞

%L50G6&# %WG<43!R) #(%Q$'1#YX&

"%%$ 年 #" 月(在为在线艺术杂志 %SD$5E*什
么是当代艺术+专辑撰文时(格罗伊斯即以*当代
性+开篇# *只有表明自身的当代性 %0;3<L7
+<7;5.M<G/750;4&(当代艺术才配得其名(这不是仅
凭最新制作或展示就能实现的'+ % WG<43(
I'3-.+%/'D9"3%#&在格罗伊斯这里(*当代性+是
*当代艺术+得名之所在(是*当代艺术+区别于其
他艺术%包括其他时代的艺术和同时代的其他艺
术&的特性(这看似与丹托式*当代性+和*当代艺
术+的同义反复类似(但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均
不相同' 一方面(二者在时间-地域和媒介界定上
有着明显差异' 丹托将*当代艺术+%或后历史时
期的艺术&及*当代性+的出现定位于 "% 世纪 X%
年代中叶的欧美艺术中(而格罗伊斯区分了整个
"% 世纪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和以数码
复制为特征的艺术的*新时代+(并将后者定位于
"# 世纪之交基于全球互联网的数码艺术' 另一
方面(就*当代性+和*当代艺术+与当下时代的逻
辑而言(丹托式*当代性+和*当代艺术+同为时代
感受的影射(某种程度上仍是反映论的延续' 与
之相比(格罗伊斯以*自身的当代性+界定真正配
得*当代艺术+之名的艺术形态(从作为时间自身
的*时间流+%;0.5=1<L&角度(找到了最契合-最能
揭示当代时间本身的艺术形式000*基于时间的
艺术+%;0.5AK/356 /G;&'

其中(对*时间+的理解仍是关键' 与阿甘本
引入无功用的时间维度以超越世俗线性时间类

似(格罗伊斯引入现象学对时间自身如其所是的
呈现(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揭示被遮蔽的真正的时
间(以区别于从事现代社会生产的-指向功利和有
用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时间' 正是在这一
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上(格罗伊斯诉诸时间*自
身的当代性+与丹托反映当下的*当代性+出现了
本质的差别'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罗伊斯从
德语*当代%(50;?57w3303+)&+一词引申出*当代+作
为*时间的同志%V50;A?57<335[+<.G/65<=;0.5&+的
含义' 在格罗伊斯看来(*同志+意味着彼此互助
排忧解难(成为当代即意味着与时间本身的合作(
而*当代性+既是*共时性+ %347+)G<70(/;0<7&的结
果(也只有通过与时间本身携手同在的*共时性+
才能真正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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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从字面上看(这与阿甘本强调*时代错位+
%/7/+)G<703.&的*当代性+对时间的态度恰恰相
反(但实际上(格罗伊斯的*共时性+并非走到了
阿甘本的反面%即完全与时代契合&(而是同样受
到海德格尔式作为存在的纯粹时间的影响(其呈
现*悬置时间+ %3*3M57656 ;0.5&- *多余时间+
%5c+5330F5;0.5&的诉求也与阿甘本有类似之处'
如果说二者在*当代性+问题上对时间的态度有
什么不同(那么主要在于通往时间切口或打开本
真时间的路径不同' 阿甘本通过与时代疏离(期
待一个真正当代的*弥赛亚时间+对世俗编年时
间的终结和面向更多可能性的敞开(而格罗伊斯
的路径则是以艺术的方式回归时间本身(可以说(
就对当代艺术实践的针对性而言(格罗伊斯的
*当代性+比阿甘本更进一步'

与阿甘本对*当代性+未与*现代性+加以区
分的使用不同(格罗伊斯明确划分了*现代性+和
*当代性+的不同特征(并指出其各自对应的艺术
形态' 在格罗伊斯看来(*现代性+属于机械复制
时代(世界以可见的*图像+%0./?5&形式存在(原
作和副本有视觉相似性(原作因其独一无二的在
场和历史性而具有*灵韵+%/*G/&(副本则因缺乏
语境和历史性而没有*灵韵+' 与之相比(*当代
性+属于数码复制时代(世界以不可见的*图像档
案+%0./?5=015&形式存在(原作是以代码存在的
数据(副本是代码经由显示屏转译后的视觉呈现(
副本与原作不具视觉相似性(每个副本都因用户
屏幕等具体承载媒介存在差异而不具同一性(因
而可以说每个副本都是视觉意义上的原作(用户
的身体性观看和使用赋予其*灵韵+ %即具体语
境-历史性和在场性&' 这一原作和副本关系的
彻底改变(在格罗伊斯看来(即是*现代性+和*当
代性+断裂的标志%WG<43(R) #(%Q$'1#ZZ&'

格罗伊斯认为 *现代性+ 是 *化约主义+
%G56*+;0<703.& 的(而 *当代性+ 是对日常经验
%5F5G46/45cM5G057+5&和自然的回归'$

就现代性

的*化约主义+而言(格罗伊斯梳理出前卫艺术家
和现代思想家两条不同的化约之路(前者将艺术
化约为去精英化的工业复制品' 对后者而言(鉴
于机器取代人工的自然生产方式-机械性能挑战
人性(回归自然本性%7/;*G5&和本源%<G0?07&成为
"% 世纪包括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格林伯格
等现代思想家对现代商业大众文化反抗的资源(

生发出对 *灵韵 +-原创性 %<G0?07/10;4&-起源
%<G0?07&-被遮蔽的自然本真和原初%<G0?07/1&的
怀念' 然而(这一对自然本源的追溯却反而被化
约为*灵韵+时刻(*在由机械复制定义的现代性
范式中(现在的在场只在某一时刻能得以体验(即
革命性的时刻(化约的灵韵时刻5446这就是为
什么现代性是一个永远呼唤革命的时代+%WG<43(
R) #(%Q$'1#Z# #Z"&' 如果说阿甘本与使徒同
在的*弥赛亚时间+也是这一现代性*灵韵+时刻
的当代复临(那么(格罗伊斯的*当代性+既不回
溯过去也不憧憬未来(既不是终结也不是开始(既
不是瞬间也不是永恒(它只专注于自身(随时间
流动'

在*当代+不同于*现代+(并且*当代性+不
同于*现代性+这个意义上(格罗伊斯认为(现代
追逐永恒(以进步-行动-目标清晰为特征(它指向
未来-抽空当下(现代产品的生产(以牺牲和失去
时间为代价(产品和时间分离' 而当代不再是过
去向未来的转折点(当下不再指向任何可翘首以
盼的未来' 当代是怀疑的时刻%;0.5<=6<*K;&(是
在无聊-迟疑-重估中的*永久性重写+%M5G./757;
G5LG0;07?&(当代的时间是没有方向的-重复的时
间(以此反抗线性历史(格罗伊斯称之为*非历史
的多余时间+' 而最能反映这种时间状况的-最
具*当代性+的(就是将这一*非历史的多余时间+
主题化的-成为*时间的同志+的*基于时间的艺
术+%;0.5AK/356 /G;&(即与传统基于空间的绘画-
建筑-雕塑等*再现空间的艺术+ %即莱辛意义上
的造型艺术&不同的视频和数码艺术'

对应于当代艺术实践(格罗伊斯将神话中的
西西弗斯视为*当代艺术家+的代表%即*原型当
代艺术家+ MG<;<A+<7;5.M<G/G4/G;03;&(认为当代艺
术家只捕捉和展示时间(但不创造作为物质的产
品' 以影像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 %HG/7+03
91�3( #$8$0!&拍摄的一位女性重复倒水的动
画%B')@ D'-!5J"#.(#$$'&为例(在格罗伊斯看来(
其作品是以*纯粹重复浪费时间的仪式+超越现
存宗教和文化惯例%+<7F57;0<7&(而埃利斯对一场
脱衣舞排练的影像记录 %4'$"#"6/'D:%(%.-/.$(
"%%X&(更是隐喻性地将脱衣舞式*永不兑现诺
言+的现代性引诱(与反复排练中的-无用的-被
浪费的每一个当下时间并置(揭示出现代时间的
假相和时间本身的运作机制' 时间和艺术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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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了携手合作(在这个意义上(格罗伊斯认
为(真正具有*当代性+的艺术不仅是*基于时间
的艺术+(更是 *基于艺术的时间

''
+ %/G;AK/356

;0.5&本身'
为进一步说明什么是真正具有*当代性+的

艺术(有必要对格罗伊斯区分的三种艺术形态
%传统-现代-当代&加以对照' 一方面(就现代对
传统的反叛而言(传统艺术是安静的-*沉思的生
活+)现代性则是对这种沉思的打破(倡导*行动的
生活+(现代艺术%以电影为代表&是高速的-动态
的' 另一方面(就当代对现代的反抗而言(现代艺
术以大众艺术消费为特征(现代思想家批判文化工
业(对大众成为景观社会被动的旁观者忧心忡忡)
而 "#世纪之交的*新时代+则是大众艺术生产的时
代(借由电脑和互联网(大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艺
术消费者(而成为以网络视频和自我记录主动创作
的艺术生产者' *当代艺术成为大众文化实践+
%而不再是大众文化消费&(当代成为*没有旁观者
的景观社会+%WG<43(I'3-.+%/'D9"3%$ #%&'

那么(问题是(在人人都是当代艺术家的*当
代+(职业的当代艺术家何为, 为回答这一问题(
格罗伊斯引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区分了两种
展示空间不同的*基于时间的艺术+# 一种是观者
在电脑前(静观%指观者身体不动&随时间流动的
动态影像)另一种是观众在博物馆空间(在行走中
动态浏览艺术家展示的动态影像' 前者因观者身
体的低感知度%虚拟互动只存在于想象中而非实
体身体性的&和对网络信息的高聚焦度(成为麦
克卢汉意义上排斥参与的*热媒介+)后者则因观
众身体自由走动的高参与度-在动态中浏览动图
的低清晰度(成为麦克卢汉意义上更具参与性的
*冷媒介+ %WG<43(K,4KY%0Y#&(即格罗伊斯称
之为*冷沉思+ %+<<1+<7;5.M1/;0<7&的艺术# 既不
同于传统冥想式的*热沉思+(也不同于现代意义
上以*行动的生活+对冥想式沉思的反抗000*冷
沉思不以生产审美判断或选择为目的' 冷沉思仅
仅是观看姿态的永恒重复(意识到通过全面的沉
思而作出明智判断所需的时间的匮乏' 以时间为
基础的艺术在此显示了无法被观者吸收的-徒劳
的-多余的时间 .糟糕的无穷尽 /+ % WG<43(
I'3-.+%/'D9"3%#%&'

那么(照此进一步推演下去(格罗伊斯将这一
*当代性+的时间特质与博物馆的空间特质相结

合的主张就顺理成章了# 正是当代博物馆空间(
将现代意义上功利时间的匮乏(转为无功利时间
本身的重复(使观众感知时间的无意义(得以体验
自身的身体意识(从而成为当下存在本身' 至此(
可以得出结论(视频影像和互联网装置这种随时
间流动的-*基于时间的艺术+(加之在需要观众
身体性参与的特定空间%如博物馆&中展出(即
*冷沉思+的艺术(才是在格罗伊斯看来最具*当
代性+的艺术'

可以看到(格罗伊斯提出的*当代性+(不仅
要求呈现*基于艺术的时间+ %即当代艺术*此时
此地+的时间性本身&(还要求将该时间置于一个
*去蔽+%*7+<7+5/1.57;&的空间之中(即格罗伊斯
所说的当代艺术作为*装置+%073;/11/;0<7&(*这一
装置是为了实现如下目的的一种空间# 在这里(
.此时此地/得以浮现(对大众的世俗启迪得以发
生+%WG<43( 4'$"#"6/'DR)/#.$$.#"') &&' 因而(针对
当代艺术现场(可以说格罗伊斯的*当代性+理论
天然具有对特殊时间性和空间维度的双重限

定000它明确指向召唤观众的视频影像和互联网
艺术(并因对直面公众的强调(而区别于服务艺术
市场-直面买家%而非公众&的-满足于维系日益
僵化的当代艺术范式的体制化*当代艺术+' 正
是在这一抵抗意义上(格罗伊斯的*当代性+与行
动主义艺术%/+;0F03./G;&在抗拒主流当代艺术的
整体审美化等方面合流%WG<03(R) #(%Q$'1ZY&'
后者尤以 "%## 年艺术家参与*占领华尔街+事件
为标志(在近年来直接引出了试图从命名上超越
范 式 化 * 当 代 艺 术 + 的 * 后 当 代 艺 术 +
%M<3;+<7;5.M<G/G4/G;&议题%>+,55X'Z&(不过(其
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试图以化身政治行动的方
式拯救泥潭中的当代艺术(这样的尝试在现代艺
术史上屡见不鲜(却既未能长远而有效地拯救危
机中的艺术(还时常陷艺术于更决绝的毁灭之中'

三& #当下-多种.时间的断裂统一体$
和#虚拟的当代性$

,$$-当代性%+<7;5.M<G/750;4&的
结构是自我变化的# 甚至当代性作为一
种状态这个想法也是新的# 与此同时!
这一术语的广泛传播已将它置入被抽空

的危险之中' 从持续增长的复杂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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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社会和政治含义中抽空!仅被用作一个
简单的标签或时代分类# 其备受关注的
原因是!当代性%+<7A;5.M<G/750;4&独特
的概念文法!最恰切地表达了过去几十
年历史不断变化的时间特性%;5.M<G/1
O*/10;4&的独特和重要性***这不仅是
(在%单一&时间之中) %07 ;0.5&!更是
(关于%复数的&时间) %<=;0.53&' 我们
并 非 仅 仅 与 我 们 的 同 时 代 人

%+<7;5.M<G/G053&一起生活或生存 (在
%单一&时间之中)!就仿佛时间本身对
这一共存毫无差别"更确切地说!当下越
来越以有差异但同样(在场的)时间性
% 60==5G57; K*; 5O*/114 ( MG5357;)
;5.M<G/10;053&或 (多种时间) %;0.53&为
特征!是一种处于断裂中的时间统一体!
或称之为当下%多种&时间的断裂统一
体%/603N*7+;0F5*70;4<=MG5357;;0.53&#
% 3̀K<G75"" "Y&

彼得$奥斯本 "%#Y 年出版的!无所不在或根
本没有# 当代艺术哲学"被认为是第一本试图为
当代艺术建构理论体系-全面探讨*当代艺术+的
哲学%而非当代的*艺术哲学+&著作(一经出版即
引起了当代艺术界的关注("%#$ 年仍被评价为
*至今为止+哲学家最翔实且最持续介入当代艺
术及*当代性+理论的著作%:.0;) "$Y&' 奥斯本
认为(虽然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出现了艺术哲
学的复兴(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当代艺术+
的哲学(而现行讨论的失败则在于未能哲学地把
握艺术的*当代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非历史
性和重返美学'%

在奥斯本看来(既不存在非历史
的艺术本体(也不存在当代艺术的纯*美学+(二
者一方面导致对当代艺术的讨论停留在不涉及真

正*当代性+的观念状态%+<7+5M;*/1+<760;0<7&(另
一方面又造成*当代艺术+这个词本身并无可供
批判性讨论的学术内涵(而仅仅用来指称当代艺
术界激进-异质的经验整体(陷入了*平庸的经验
主义+%0760==5G57;5.M0G0+03.&(这是目前进行*当
代艺术+研究的最大障碍' 鉴于此(奥斯本即尝
试为当代艺术提供批判性的理论话语' 具体到研
究方法上(一方面(就奥斯本对当代艺术*理念+
%065/&的批判式建构而言(这一*批判+是康德意

义上的-重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批评传统)
另一方面(就其对体制和审美的批判而言(又追溯
至本雅明-阿多诺一脉(奥斯本称其为*后阿多
诺+式的研究方法(是阿多诺意义上*超越哲学的
哲学+% 3̀K<G75' #X&'

那么(奥斯本认为他的研究方法既是反对
*非历史+倾向的(也是*反美学+的' 所谓*反美
学+(即既反对回到审美经验的经验主义倾向(也
反对以美为审美对象和评判标准的非政治化倾

向(而试图以政治哲学的方式建构一个*更为普
遍的当代概念+(是当代艺术哲学得以进行的前
提' 奥斯本认为*当代+应当是一个具有结构性
和历史内涵的学术概念(而*当代性+则是*当代
艺术 + 最具批判性意义的体现# *当代 %;)5
+<7;5.M<G/G4&(首先(在结构上(呈现为一种理念
%065/&-问题 % MG<K15.&-虚构 %=0+;0<7& 和任务
%;/3,&)其次(就历史而言%以其最近形式&(呈现
为全球性的跨国时代' 当这一构想转移至艺术领
域(当代艺术在最具批判性的意义上(则呈现为当
代性 %+<7;5.M<G/750;4&的艺术结构及其表现'+
% 3̀K<G75"%&那么(具体而言(奥斯本意义上的
*当代艺术+和*当代性+指的是什么呢, 为回答
这一问题(结合反对*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奥斯
本主张首先以概念史的方式对*当代+一词进行
*历史性+溯源'

根 据 奥 斯 本 的 研 究( 英 文 * 当 代 +
%+<7;5.M<G/G4&一词出现于 #X 世纪中叶(源自拉
丁文*与时间在一起+%;<?5;)5GL0;) ;0.5&(意指时
间上的共存和同时发生(更接近于*同时代+的含
义' 直到二战之后(英文*当代+一词*才开始获
得它最近的历史和批评性的含义+# 先是作为*现
代+%.<65G7&这个词的一部分(指称*最近的现
代+%;)5.<3;G5+57;.<65G7&(之后逐渐成为与
*现代+相对照的-新的时间分期概念' 具体就英
文*当代+一词指称*艺术+的时间轴而言("% 世
纪 Z%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 *当代的艺术+
%+<7;5.M<G/G4/G;3&这一表述方式(泛指*最近的
艺术+(但直到 &% 年代(西欧-北美和南美的英-
法-西葡语境中才广泛使用这一词语' 不过(到
X% 年代(*当代艺术+仍然指称*最近的现代+艺
术的延续(而非可供批判性使用的新概念' '% 年
代以后(随着*后现代+逐渐成为区别于*现代+的
指称(*后当代+ %M<3;A+<7;5.M<G/G4&也随之出现(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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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后现代+的另一称谓(此时(*现代+一词已
经成为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时间段的指称(而不再
对当下有效' 直到*最近十年+(即进入 "# 世纪
以来(随着*后现代+一词对当下指称的失效和过
时(*当代+这一称谓才真正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
念进入学界讨论' 其中(奥斯本认为(战后*当
代+一词含义的转折(可能正是始自战后欧洲一
体化及其共享时间观的成形% 3̀K<G75"# "Y&'

除以纵向概念史维度梳理*当代+一词之外(
奥斯本继而以地缘政治视角(指出*当代艺术+这
一称谓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不同内涵(而其
共性和合流的节点之所在(才是奥斯本意义上具
有*当代性+的当代艺术之开端' 首先(奥斯本指
出(现行通用的*当代艺术+词义(诞生于冷战政
治的历史语境# 首次使用*当代+一词明确指称与
*现代艺术+不同的艺术形态(并非发生在西欧北
美(而是出现在 "% 世纪 8% 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
卢卡奇以*当代现实主义+%+<7;5.M<G/G4G5/103.&
专指与欧美颓废的*现代艺术+不同的-最先进
的-总体性的艺术(而直到 '% 年代(伴随艺术市场
的繁荣和拍卖行业的分类需求(西欧和北美语境
中对*当代艺术+%或*#$Z8 年以后的艺术+&的使
用(才逐渐与作为历史现代主义的*现代艺术+区
别开来(专指抽象表现主义以来的(且区别于社会
主义阵营的欧美新艺术形态'

在*当代+概念史时间轴和地缘政治基础上(
奥斯本将通常意义上的战后*当代艺术+分成*新
前卫+ % 75<A/F/7;A?/G653&- *后观念艺术+ % M<3;A
+<7+5M;*/1/G;&-*后前卫+%M<3;A/F/7;A?/G653&三个
阶段'&

就这三个阶段而言("% 世纪 &% 年代%即第
二阶段&因其作为全球化的开端和对文化政治等
当下语境的参与(被奥斯本称为*当代艺术+的开
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就是后观念艺术+
%即超越了第一阶段强调媒介自律的*观念[概
念+%+<7+5M;*/1&艺术&' 不过(这一时期*当代艺
术+的*当代性+仍是*国际化的美国霸权+的全球
扩延(只有进入全球一体化-基于国际性展览等当
代艺术新体制的*后前卫+阶段%即第三阶段&(才
有可能真正实现奥斯本意义上以*有差异但同样
.在场的/时间性+为特征的当代艺术的 *当代
性+'

至此(可以看到奥斯本对*当代艺术+和*当
代性+二者在具体时间上的区分是不同的# 奥斯

本意义上的*当代艺术+是始自 "% 世纪 &% 年
代-延续至今的*后观念+艺术)而作为*当代艺
术+最具批判性的-全球意义上差异共存的*当
代性+(则始自 #$'$ 年冷战结束之后(且持续至
今' 其中(奥斯本明确指出(对包括*当代艺术+
和*当代性+在内的*当代+概念的批判(是从事
一种*时间的哲学+(一种既非经验主义的(也不
是包含一切时间的(更不是非历史的*时间的哲
学+% 3̀K<G75'&' 那么(如何从时间维度理解奥
斯本意义上的*当代性+, 其*有差异但同样.在
场的/时间性+(又何以作为一个 *统一体+而
存在,

实际上(奥斯本对*时间+议题的关注(与他
在 "% 世纪 $% 年代对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政
治+的研究一脉相承''

而与以*历史时间的总体
化+%;<;/10(07?;5.M<G/10(/;0<7 <=)03;<G4&为特征的
*现代性+相比(奥斯本的当代艺术哲学则提出
*当代性+是*当下%多种&时间的断裂统一体+%/
603N*7+;0F5*70;4<=MG5357;;0.53&' 这一*当代性+
的悖论(在于它既多元异质-彼此断裂(却又能成
为一个*统一体+(而这一悖论的存在(正依赖于
当前全球化的艺术生产体制'

一方面(全球当代艺术的在地实践是多元异
质的(它们共时性的创作于世界各地(这些地域不
同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差异(造成了这一同样
*在场的+ %MG5357;&时间实际上在发展和观念等
诸多方面是不同步的-异质的(即所谓*有差异但
同样.在场的/时间性+' 但这样的*异质共存+(
至迟在 #$ 世纪上半叶拉美独立战争-拿破仑建立
统一欧洲帝国的失败中就已发端%B0/.""&(并不
能构成*当代性+的独有特征(因而(奥斯本的*当
代性+得以成立(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另一方面(即
与多元在地实践悖论性共存的(是全球当代艺术
体制的趋同' 全球当代艺术的展示-批评-交易等
体制渐趋成熟(国际艺术双年展即为此中显例(奥
斯本所谓当代性*统一体+的形成(正是这一持续
趋同的当代艺术运行体制促成的(奥斯本称之为
自我*虚拟化+ %=0+;0<7/10(/;0<7&' 在这个意义上(
奥斯本的*当代性+是呈现多元异质的*虚拟当代
性+(是经由当代艺术体制建构的*虚拟+叙事'

虽然(在明确将*当代性+与*现代性+的时间
观区分开来这一点上(奥斯本与阿甘本不同(但在
对现实疏离与批判的意义上(奥斯本的*虚拟当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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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代性+与阿甘本的*同时代性+仍有着一致的诉
求(即将*当代性+构想为一种不合作态度-一种
*拒绝+' 不过(二者的*拒绝+方式各不相同# 在
阿甘本看来(这一*拒绝+通过脱节或时代错位实
现)而在奥斯本看来(这是*一种对其自身发展观
的-可预期的-投机的基础的拒绝(其实现方式是
一种 真 正 的 .%多 种 & 时 间 的 整 合 / % ;<;/1
+<7N*7+;0<7 <=;0.53&' 这是通过直面当下(而拒绝
%可操控的&当下的未来)本质上是对政治的拒
绝+% 3̀K<G75"$&' 正是在这一批判性意义上(奥
斯本的*当代性+是*施行中的虚拟+ %<M5G/;0F5
=0+;0<7&(当代是多种时间共存的-非实存的-作为
一个整体的虚拟(不仅被动反映-呈现现实的诸种
当代情境(更主动创造-投射出作为一个*统一
体+的*虚拟当代性+'

可以说(奥斯本的*当代性+理论是其对现代
性整一时间哲学研究的延续(与单一-总体-同质
性的*现代性+时间不同(*当代性+时间是多种-
断裂-异时共存的(二者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时间
体#*现代性+指向总体化的时间统一体)*当代
性+则是作为虚拟叙事存在的*多种时间的断裂
统一体+(其中(*多种时间的断裂+以其共同对抗
单一线性时间和现代进步时间观的诉求(而构成
了一个虚拟的*统一体+'

不过(虽然奥斯本反对*非历史性+(但他的
这一*虚拟当代性+理论却恰恰因其将现实抽空
为一种*理念+%065/&和想象中的*虚拟+(及其延
续的*本土与全球+*个人与普遍+等一以贯之的-
持续存在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二元对立

模式(被批评为建构了一个当代的*乌托邦概念+
%高名潞 8Z%&' 究其原因(也正在于奥斯本对当
代艺术的研究视野仍局限于西欧北美为主导的

*再现代主义+%G5.<65G703.&艺术样式(其对国际
双年展等*文化工业+的批评也被认为是对现代
主义精英思维的复魅%:.0;) "$Y "$'&(不可避
免地再度陷入了启蒙运动以来与全球殖民同步的

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范式'

四& 结论与启示%#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当代艺术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

实验场# 尤其在过去的 "% 年!声称美学

在根本上是关于时间的!这已是老生常
谈,$$-时间研究对当代艺术至关重
要!它在于发展出这样一种美学' 将时
间和历史并置!将时间流逝的当代体验
和现代历史的确有其事并置# 当代性在
这里努力改变着 %;G/73=<G.& 现代性#
%d<33Z 8&

上述*当代性+理论呈现出三种具有代表性
的*时间转向+方式(亦分别从三重维度探讨了
*时间转向+的可能性# 阿甘本的*当代性+试图
将时间观升维(引入三维时间观(为二维的线性时
间敞开一个切面(以与*时代错位+为特征(通过
不合时宜的时间体验(悬置指向未来的功利时间(
最终实现当下每一个可能的*弥赛亚时间+)与之
相比(格罗伊斯的*当代性+则试图将时间观降
维(以与本真性时间的携手互助%即成为*时间的
同志+&为特征(回归时间流本身(通过基于时间
的当代数码艺术及其在博物馆中作为*冷沉思+
艺术的特有展示方式(揭示当下无功利时间的运
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不
仅是*基于时间的艺术+(更是 *基于艺术的时
间+(*当代性+即是化身为艺术的时间本身)而奥
斯本的*当代性+则直面现存的多种时间观(试图
将现实世界基于不同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多元

时间轴并置(统合为一个反抗世俗政治和现代进
步时间观的*虚拟统一体+'

回到当代艺术场域(就上述三种*当代性+对
当代艺术实践的具体指涉和分期而言(阿甘本的
*当代性+虽被当代艺术界广为引用(但因并未明
确其针对当代艺术的内涵(被质疑为既未对当代
性和现代性加以区分(也未能有效作用于当代艺
术的研究和实践' 与阿甘本相比(格罗伊斯的
*当代性+理论对当代艺术更具针对性和现实相
关性' 格罗伊斯从当代艺术媒介这一视角明确指
出其*当代性+属于*灵韵+复魅的数码复制时代
%而*现代性+属于机械复制 *灵韵+消逝的时
代&(其真正具有当代性的 *当代艺术+ %*冷沉
思+艺术&(是在特定展示空间展出的-直面公众
%而非艺术市场&-需要观众在场体验参与的视频
和数字媒体艺术' 哲学家奥斯本则从时间政治角
度明确提出*当代性+与*现代性+分别在时间观
的*虚拟性+和*总体性+上的本质差异(因此(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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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Z 期

斯本意义上的*当代艺术+指超越艺术本体5即奥
斯本为*观念艺术+ %或概念艺术&限定的特性6(
而诉诸社会现实语境的*后观念+艺术(相比之
下(奥斯本的*当代性+则更为晚近(属于冷战结
束以后的全球化时代'

可以看到(本文讨论的上述*当代性+理论(
均与当代艺术息息相关# 或如格罗伊斯式的*强
联系+%指理论生发自当代艺术现场(并始终关注
和参与着当代艺术实践&(其中(作为*时间的同
志+的*当代性+(以其日益激进的政治参与诉求
试图全面推翻范式化的当代艺术体制)而与这样
的*强联系+相比(阿甘本式*当代性+与当代艺术
的关系可称为*弱联系+%指理论虽并非生发自当
代艺术现场(但在当代艺术体制内迅速流行&(其
中(作为*时代错位+的*当代性+(成为持续流转
于范式化当代艺术体制内的时髦引文而缺乏阿甘

本畅想中的反抗效力)或介于二者之间(如奥斯本
式基于现行西方当代艺术史范式而构建的理论推

演(其中(作为*当下%多种&时间的断裂统一体+
的*虚拟的当代性+(难免再次成为基于西方视
角-忽视全球在地性艺术实践-仅自洽于理论建
模-在现实世界中往往缺乏真实效力的新的全球
想象'

如果说丹托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和*当代
性+同步发生于 "% 世纪 X% 年代中期(且在某种程
度上陷入了反映论的同义反复(而阿甘本甚至并
未将具体的*当代艺术+现象和*当代性+联系起
来(那么(相比之下(格罗伊斯则对二者进行了区
分' 格罗伊斯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和*当代性+
均指向 "# 世纪的新时代(但并不等价# 其*当代
艺术+概念小于*当代性+概念(真正的*当代艺
术+以*当代性+的实现为限定(即格罗伊斯所称
*只有表明自身的当代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
*当代艺术+(而这一真正的*当代艺术+(又往往
是反抗现行西方主流当代艺术范式的*反当代+
%或*后当代+&艺术' 与之相比(奥斯本意义上的
*当代艺术+和*当代性+在时间上则更加明显地
区别开来(奥斯本将*当代艺术+界定于发端自 "%
世纪 &% 年代(而*当代性+概念则以 "% 世纪 $% 年
代以后全球化当代艺术的兴起为肇始(并依托于
这一西方主流当代艺术范式完成了其全球当代艺

术理论构想(亦即奥斯本所谓*虚拟的当代性+'
至此(我们检视了欧美当代艺术领域具有代

表性的三种探讨*时间转向+的三重*当代性+理
论及其各自的问题' 可以看到(欧美语境中对
*当代性+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建基于其拉丁词源
*时间+(并以对这一*时间+的返观-绕道或逃逸
为基础(指向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当下和未来(
*将未来从它的现代角色中移除5446为未来的
重塑%G5A0./?07?&留出空间+%d<33&&' 而无论是
重审现代-抵抗进步(还是绕道过去-重塑未来(生
发自拉丁词根基础上的*当代+和*当代性+(一脉
相承的历史文化既是其批判和反思的对象(也为
打开未知可能性持续提供资源# 它们或复活一个
与使徒同在的*弥赛亚时间+%阿甘本&(或复活一
个个有着当下在场和历史语境的*灵韵+%格罗伊
斯&(或以复活多元文化和多重时间观为名而重
塑一个全球性的*虚拟统一体+ %奥斯本&(可以
说(上述三种*当代性+理论均以反抗现代线性时
间叙事为出发点(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基于西方
人文艺术和理论资源的历史性复魅'

最后(虽然三者分别试图以引入超越西方正
统基督教的时空观%阿甘本&-引入代表最新人类
文明成果的数码科技%格罗伊斯&-引入全球在地
实践多元主体的方式%奥斯本&(且均以全球化和
普适性为导向(向着更多维度更广阔时空的敞开(
却均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各自的文化历史和现实资

源(或是陷入对传统深厚的一神论宗教内部%犹
太教-天主教-新教&分化的历史现实复杂缠绕的
情结%阿甘本&(或是苏联*飞向太空+的争霸雄心
和对新科技迷恋的持续记忆%格罗伊斯&(或是大
英帝国曾经日不落的全球虚拟想象的当代复归

%奥斯本&' 因而(三种*当代性+理论带给我们的
启示还在于(既然身份和视角之于理论构建只能
回避而不可避免(那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向无
穷可能性敞开%而非封闭某种民族性&的愿景(依
托于何种在地性实践(以何种更具真实性的本土
视角返观或推进上述西方当代艺术场域中展开的

诸种*时间转向+(应当是身处本土文化艺术资源
和中文语境的中国学者(可为当前国际学界持续
探索中的*当代性+理论开启更多可能性的有效
路径'

注释'9/#%((

! 早期关于*当代艺术+和*当代性+的理论著述以丹托
最具代表性' "% 世纪 $% 年代(丹托使用*当代性+一词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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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

指与*当代艺术+同步的-针对当下的历史敏感性%S/7;<
8&' 虽然丹托明确表示*当代性+与*现代性+有着本质
区别(但并未进一步针对*当代性+进行理论阐述(造成丹
托意义上的*当代性+难免与其*当代艺术+陷入彼此互证
的*同义反复+%王志亮 #"$&'

" 此处及下文译文结合英译参阅了王立秋!何为同时
代,"和刘耀辉!何谓同时代人,"两个版本' 阿甘本*何为
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Z%"%#%&# Z0#%' 阿甘
本*何谓同时代人,+(刘耀辉译%!裸体"#'0Y8&(%!论友
爱"&#0X$&'
# 无功用性%07<M5G/30;z&一词也译为去功用化-无法使
用-停歇-悬置(参见黄晓武*译者序言+ !悬置与去功用
化# 阿甘本的分析策略及其来源"%!裸体"##0"X&'

$ 比如通过手敲键盘回归自然的身体(甚至通过命名检
索文件的方式(回归早期人类对超自然神灵的命名
%WG<43( R) #(%Q$'1#ZZ&'
% 以丹托和谢弗%g5/7A>/G05:+)/5==5G&为例(奥斯本认
为(前者*后历史+的艺术是去历史化-以哲学的方式抽空
了艺术(造成一个只有*艺术界+的当代艺术(最终成了对
当代艺术*当代性+本身的自反' 而后者试图以*美学+的
方式拯救当代艺术(以全面收回形而上学传统为代价(将
艺术的纯思辨理论作为当代艺术危机之所在(并将之追
溯至浪漫主义时代艺术*神圣化+ %3/+G/10(/;0<7&的错误(
进而推导出绕开 #' 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强调感觉经验
以重返最初作为*感性学+的*美学+路径' 奥斯本还辩驳
了 "% 世纪 $% 年代以来同样流行的现象学及其法国版本
的回潮% 3̀K<G75#"0#8&'
& 这三个阶段的分期围绕着美国艺术国际霸权的兴衰展
开(分别对应战后美国艺术在北美和西欧的兴起-&% 年代
以来全球更大范围内%除北美-西欧之外(还包括南美-日
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艺术自律和艺术体制的反
抗-#$'$ 年以后美国艺术霸权在全球范围的全面胜利及
陷入困境' 具体地说(第一阶段对应冷战格局形成的战
后及 8% 年代以来(主要指继承战前欧洲历史前卫的战后
美国新艺术国际霸权的兴起(以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
术-极简主义-观念艺术等主要在美国兴起(进而波及欧
洲(产生国际性影响的当代艺术形态为代表(这一*新前
卫+的*新+是相对于欧洲历史前卫的*老+而言的(以美
国艺术体制持续收编欧洲历史前卫(并沿着历史前卫的
线性逻辑进行持续的自律式演进为特征(奥斯本认为这
一美国霸权意义上的*新前卫+至今仍是界定当代艺术最
为泛化的一种指称' 第二阶段以反艺术体制-反自律艺
术的全球化开端为特征(主要指发生在 &% 年代以来(以欧
美为主导(试图跳出媒介自律的线性演进逻辑(参与社
会-政治-文化激进运动的*后观念+艺术(它发端自北美(
席卷西欧-南美-东南亚-日本%奥斯本认为(在苏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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