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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具有现代性的某些特征。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审美具有一种内在矛盾:一

方面被现代社会所控制、规范和压抑, 另一方面又要肩负起反抗和超越的使命。因此, 日常生活审美化既是现代人

的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表现,又是对现代人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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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日常生活审美化似乎成了学界的一

个时髦用语,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其中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领域即作为日常生活审美

化对象的日常生活。

一

什么是日常生活? 不同学者对这个概念有不同

的界定,列斐伏尔认为: �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关系

密切, 它涵盖了有差异和冲突的一切活动;它是这些

活动聚会的场所, 是其关联和共同基础。正是在日

常生活中才存在着塑造人类 � � � 亦即人的整个关

系 � � � 它是一个使其构型的整体。也正是在日常生

活中, 那些影响现实总体性的关系才得以表现和得

以实现,尽管总是以部分的和不完全的方式,诸如友

谊、同志之谊、爱情、交往的需求、游戏等等。 [ 1] 97而

赫勒则认为: �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 他们就必

须再生产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 !日常生活 ∀

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

产要素的集合。 [ 2] 3我国学者衣俊卿则将其定义为

�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

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交

往活动和观念活动的总称, 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

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的方式,凭借传统、习惯、

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

自在的未分化的活动领域。 [ 3] 375

尽管理论家们有这样那样的界定, 但形象一点

来说,日常生活就像是我们所站立的大地,没有人能

离开这个大地生活,它是人们最现实、最具体的生活

实践,只是我们常常忽略它, �作为一种人类最基本

的生存形态,日常生活始终被认为是一个非本质的,

次要的领域。 [ 4] 52直到 20世纪,它才重新回到人们

的视野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按照某些学

者的说法,日常生活应该是一个比较晚近才发展出

的问题,比如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就认为日常生

活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日

常生活与我们今天看起来比较特殊的人类活动 (如

科研, 哲学和艺术等等 )并没有分离开, 人与人, 人

与自然,生产与消费都未出现明显的分化,日常生活

与非日常生活还不是一个区分性概念,而是一个整

合未分的概念。到了现代社会, 由于分工和交换的

发展、现代国家的产生, 才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抽象和

异化,日常生活也因此由充满感性和活力的领域变

成了一个刻板、重复、无意义的地方。赫勒也认为,

日常生活是一个较晚期的概念,他认为: �在前现代

社会安排中,日常生活和制度化的生活之间的区分

是模糊的,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在现代社会安排

中,日常生活被压缩了。它只包括家庭邻里中的生

活。 [ 5]到了 17世纪末,日常生活一方面与人类其

他一些专门活动融合;另一方面, 相对于科学、艺术、

哲学等专门活动,其地位不断被贬低,因此日常生活

进入现代化的框架而成为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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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衣俊卿认为日常生活作为现代性的问

题被重新发现与西方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田园牧歌式

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进入政治、经济、科学、艺术

等充满竞争但又富于创造性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不再

是少数人的特权, 而是越来越多人的权利和义务。

这要求人们改变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实现自身的

现代化。另一方面, 非日常世界与日常世界的分化

或对日常世界的超越在极大发挥人的创造性和提高

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这就是困扰

着现代人,尤其是 20世纪人的深刻文化危机。正是

这两方面的相互交织,把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

日常生活从背景世界拉回到了前台。
[ 6]

二

我们认为, 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

活,就是这个从背景走到前台来的日常生活。那么,

这个走向前台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日常生活

呢? 它又具有怎样的现代性特征呢? 人们对这个新

近出炉的日常生活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周宪

把存有不同差异的人大概分为了两类, 一类是以韦

伯、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等人为代表, 他们认为 �现代

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一个纯然被规范化、被理性化的

领域, 它已经完全异化为压抑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力

量,它与真正的艺术审美精神格格不入。 [ 7] 70其本

身也就不可能存有救赎的可能。比如说韦伯就认为

现代化的进程其实就是理性化的进程, 现代生活将

被工具理性的 �铁笼 所控制, 他在 20世纪初就预

见我们的现代生活, 认为就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

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 �专家没有灵魂, 纵欲者

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

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 [ 8] 176- 177而海德格尔

则把人们日常的存在方式称为 �此在的沉沦  , �此

在  被抛入了 �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和

虚无中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反而陷入了无家可归

之境。第二种观点则恰恰与第一种观点相反, 持这

类观点的人认为,不应对日常生活作出完全否定的

评价, 而应该将日常生活视作反抗的阵地,这一类主

要是以哈贝马斯、卢卡奇和列斐伏尔、赫勒等人为代

表。他们也认同日常生活被异化的观点, 但同时他

们又认为,普遍异化的日常生活自身也包含着矛盾

的因素,包含着他者,保持着积极的意义。随着 20

世纪 5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前者靠精英艺术

拯救日常生活的计划破产, 而后者靠日常生活本身

作为反抗的阵地的理论却得到充分实践,成为 20世

纪后半叶的主潮。

我们认为 20世纪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包含了两

种特性,亦即鲍曼在其%流动的现代性&中所概括的

两种现代性,一是当前建立在大众传媒之上的轻灵

的、流动的现代性; 一是往日建立在福特主义基础上

的沉重的、固态的现代性。这两者合起来构成了作

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的特性。 20世

纪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历程也可以看做是对前面两

种现代性的某种回应,比如说达达主义等先锋派在

一战后的兴起,就可以视作对 �沉重 和 �固态  的拒

绝; 现代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则就像一对孪生姐妹;

日常生活的影像化与符号化则在某种程度与建立在

大众传媒之上的轻灵的, 流动的现代性相呼应。现

代性的这两种特点使得现代审美具有一种内在矛

盾, 即它一方面被现代社会所控制、规范和压抑, 另

一方面又要肩负起反抗和超越的使命。就拿旅游这

种普通的日常活动来说,齐美尔曾经提到旅游、冒险

活动是借助 �审美 来逃出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尝试。

但是到了居伊 ∋德波那里, 旅游业则不过是商品流

通的一种副产品, 旅游其实不过是去观看什么将变

得陈腐庸俗的一种机会。显而易见的是,二者对旅

游的不同认识恰好反应了鲍曼对现代性的 �轻  与

�重  的划分, 前者在福特主义之下, 旅游则可借助

审美对 �沉重  和 �固态 的日常生活作出拒绝或逃

脱; 而后者则在消费社会和传媒时代里,昔日作为对

日常生活进行反抗的具有 �审美  意味的旅游在此

时亦被商品化和符号化,深深地被现代社会所控制、

规范和压抑。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各自的观点错误或

者片面了,相反,这正充分反应出 20世纪现代日常

生活自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也解释了上文

所举的例子中人们为什么会对日常生活有着截然相

反的两种看法。

三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

既是现代人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表现,又是对现代

人的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回应。王炜曾指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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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所具有的审美性, 是个人与现代社会之间辩

证关系的表征。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社

会就不再是韦伯所考察的新教伦理发生关系的那个

社会了,新教伦理所提供的合理化被另外的合理化

所取代,社会逐渐地进入消费社会。信仰的问题不

是由宗教去解决, 而是由社会和商品来解决。日常

生活的审美化就可以看做是这样的解决途径之

一。 [ 9] 163只是我们在此种背景下依然要发问,日常

生活审美化是依靠什么样的艺术或者美学话语来回

答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困境问题的, 是审美将乌托邦

的光环赋予了日常生活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

已经审美化了? 许多学者对后者持肯定态度, 比如

说德国学者韦尔施认为 �日常生活审美化  已经渗

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则认

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三种呈现方式, 分别是艺术的

亚文化、将生活转会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和充斥于

当代社会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我

国的一些学者如陶东风、王德胜、金元浦等人, 也认

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本身有向审美化转向的趋势,并

呼吁对此现象引起重视。但是对前者, 恐怕我们大

多会持保留态度。毕竟,现代性的日常生活与琐碎、

平庸、去中心化、烟消云散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仿佛

很难持有 �乌托邦  这样一个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词

语。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审美一词的语境发生了

变化。我们常常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一个重要

的语境,即 �消费社会  和 �后现代社会 ,消费文化、

媒体文化不可避免地构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重

要话语,因此,当我们现在提起审美化一词时, 往往

会想到由商品及其服务构成的审美化, �商品 +形

象 =美,这个公式似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日常

生活审美化的真谛 。[ 10]这种审美化显然是与传统

日常生活中审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而其中一个很

大的不同就是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审美在某种

程度上失去了传统审美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

因此, 作为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是具有特定

所指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整体性的变迁,使得现代

日常生活与传统日常生活相比呈现出了巨大差异。

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 现代审美具有出一种内在矛

盾,一方面审美化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整体性倾向,它

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体制之中。一方

面审美又必须承担对现代世界和现代日常生活的反

思功能。而这个矛盾的实质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审

美逻辑来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秩序的问题,这也是人

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带来的后果持有争议的原

因之一。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背景下, 日常生

活审美化与传统审美文化出现了很多差别, 这个差

别借用某学者的观点来说就是, 历史上的审美主义

派别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把美视为最高价值,有着对

美的敬畏;但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把美当

成掌中之物加以把玩,当成下酒小菜来消费;历史上

的审美主义者把人生视为艺术品, 但现在日常生活

审美化的倾向是将美等同于那些精美的咖啡馆、美

食厅、旅游胜地等, 美在现代生活中俯拾皆是, 仿佛

人们的基本需要不是衣食住行, 而是美。
[ 11] 258

在这

种趋势前,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担心不无道

理 � � � 到底是日常生活侵吞了美,还是美改造了我

们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席卷了一

切, 那么美学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在其体制内又如何

存在? 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中很值得思

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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