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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文是Benjamin, W.的作品Illuminations （1970）。
全文讨论「艺术」及其产物在历史的脉络中如何因为艺术生产工具的发明而产生质变与量变，并讨论
这种变化的过程如何渗透到文化的场域中，使文化场域中的权力重新被界定。
经由Benjamin, W.犀利思想的引介，吾人可一窥各类艺术在近代演变的来龙去脉，及其与科技结合后隐
晦不显的一面。
    本雅明的思想根植在犹太教卡巴拉神学传统中，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受超现实主义等思潮影响
，形成独特的文风，行文凝练，意象交叠；称为“意象的辩证法”，既为时人称叹，又不为时人理解
。
今天，大多数激进思想家和文人的身价都在下降，本雅明却独享出人意料的运气与声望，此中奥妙；
颇堪回味。
本书辑录本雅明论艺散文四篇：《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绘画与摄影》、《
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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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文学家和哲学家；现被视为20世纪前半期德国最重要
的文学评论家。
出身犹太望族。
早年研读哲学；1920年定居柏林，从事文学评论及翻译工作。
在博士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被法兰克福大学拒绝后，他终止了对学院生涯的追求。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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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绘画与摄影——第二巴黎书，1936年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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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即使是最完美的复制也总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地现身于它
所在之地——就是这独一的存在，且唯有这独一的存在，决定了它的整个历史。
谈到历史，我们会想到艺术作品必须承受物质方面的衰退变化，也会想到其世世代代拥有者的传承经
过。
物质性的衰变痕迹只有仰赖物理化学的分析才能显露出来，这种方式是不可能施用于复制品的；要确
知作品转手易主的过程，则需要从作品创作完成之地为起点，追溯整个的传统。
原作的“此时此地”形成所谓的作品真实性。
要确立一件铜器为真品，有时需借助化学分析来查验累积其上的铜锈；要证明一份中古世纪手稿的真
实性，有时要确定它是否真正源自15世纪的某个藏书库。
真实性的观念对于复制品而言（不管是机械复制与否）都毫无意义。
与出自人手且原则上被认定为赝品的复制物相比，原作保有完整的权威性；而这全然不是机械复制品
与其原作间的关系。
这有两点原因：一方面，机械复制品较不依赖原作。
比如摄影可以将原作中不为人眼所察的面向突显出来，这些面向除非是靠镜头摆设于前，自由取得不
同角度的视点，否则便难以呈现出来；有了放大局部或放慢速度等步骤，才能迄及一切自然视观所忽
略的真实层面。
另一方面，机械技术可以将复制品传送到原作可能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摄影与唱片尤其能使作品与观者或听者更为亲近。
大教堂可以离开它真正的所在地来到艺术爱好者的摄影工作室；乐迷坐在家中就可以聆听音乐厅或露
天的合唱表演。
机械复制所创造的崭新条件虽然可以使艺术作品的内容保持完好无缺，却无论如何贬抑了原作的“此
时此地”。
除了艺术品有此现象之外，其他事物亦然；比如电影胶卷底片拍录的风景，“此时此地”感便受到折
损；不过，艺术作品的贬值更是点到了要害，触及了任何自然事物所不能比的弱点：因是直冲着其真
实性而来。
一件事物的真实性是指其所包含而原本可递转的一切成分，从物质方面的时间历程到它的历史见证力
都属之。
而就是因这见证性本身奠基于其时间历程，就复制品的情况来看，第一点——时间——已非人所掌握
，而第二点——事物的历史见证——也必然受到动摇。
不容置疑，如此动摇的，就是事物的威信或权威性。
我们可以借“灵光”的观念为这些缺憾做个归结：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被触及的，就是它的“
灵光”；这类转变过程具有征候性，意义则不限于艺术领域。
也许可说，一般而论，复制技术使得复制物脱离了传统的领域。
这些技术借着样品的多量化，使得大量的现象取代了每一事件仅此一回的现象。
复制技术使得复制物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视与听的对象，因而赋予了复制品一种现时性。
这两项过程对递转之真实造成重大冲击，亦即对传统造成冲击，而相对于传统的正是目前人类所经历
的危机以及当前的变革状态。
这些过程又与现今发生的群众运动息息相关。
最有效的原动力就是电影。
但是即使以最正面的形式来考量，且确实是以此在考量，如果忽略了电影的毁灭性与导泻性，也就是
忽略了文化遗产中传统元素之清除的话，也就无法掌握电影的社会意义了。
这个现象在历史巨片中特别明显，而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在1927年曾兴致高昂地大声疾呼：“
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也会去拍电影。
[⋯⋯]一切传奇，一切神话和迷思，所有的宗教创始者与宗教本身[⋯⋯]都在等待他们以光的影像复
活，而英雄人物纷纷拥到我们的门前，想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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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正表示他不自觉地在邀请我们参与普遍的大清除工作。
  ——摘自《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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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辑录本雅明论艺散文四篇：《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绘画与摄影》、《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本雅明的这些论著，与罗兰·巴特的《明室》、苏珊
·桑塔格的《论摄影》等著作一起，构成了摄影理论和艺术美学的经典，对于想从根本上了解摄影这
一艺术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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