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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雅明与巴塔耶是 20 世纪欧洲的两位重量级

思想家，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某种相似性，其中

最重要的是二人对“经验”这一概念的反思。首

先，经验是两位思想家终其一生所思考的核心主题

之一。虽然本雅明没有专门就这个概念做鸿篇巨

著，但经验问题一直穿插在他的思想与写作之中，

从早期的形而上学与神学思考到后期的唯物主义转

向，我们都可以找到对这一概念的丰富阐述。巴塔

耶则更无须赘言，他的思想精华都体现在著于二战

期间的《内在经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一书

之中，而该术语一经登场便成为了他的核心概念，

在其后来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其次，经验是西方现

代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是理性与逻辑思辨思维的

主要阵地，本雅明与巴塔耶选择在其上大做文章，

正反映了二人对理性的抗拒与反思，反映了他们冲

破哲学传统束缚的决心与为理论注入新鲜血液的创

见。最重要的是，二者对经验问题的思考在很多方

面都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这足以让我们突破时空的

限制和文献的缺失，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

这种联系又不仅仅是为了表明二人思想的趋同，我

们更希望通过研究这种联系，来发掘他们之间根本

的差异［1］。

在进入本雅明与巴塔耶的世界之前，需要对经

验一词的基本内涵作十分简略的说明，从而明确二

人反思的针对性所在。法语的经验 expérience 一词

源自拉丁语 experiri（意为“尝试、考验、遭遇”），

后者则同 periculum（意为“磨难、危险”）有着相

同的词根。主体通过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在经受

磨砺之后获得新的认知从而改善并提升自我，这样

的过程与结果便是经验。德语的 Erfahrung 直接对

应法语的经验，它也指主体经过艰难险阻的旅程后

所形成的知识，因为 Fahrt（“旅程”）同时意味着

Gefahr（“风险、危难”）。但德语中还存在另外一

个类似于经验的词汇 Erlebnis，它由 Leben（“生命”）

变化而来，更强调一种通过亲身经历与感受所获得

的经验，更加个人化与直观化，通常被译做“经

历”或者“体验”。这样的区分并不存在于法语之

中，若要表达一种个人体验，法语中常用的表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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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雅明与巴塔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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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经验”是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本雅明和巴塔耶分别通过各自

对经验的论述，深刻反思了欧洲文化的理性传统。二人笔下的经验既有很强的相似性，

又存在着根本差别。如果说经验在其本意上指向某种在场，那么本雅明的“本真经验”

与巴塔耶的“内在经验”则代表缺席。这种缺席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分别体现为“光

晕”与“神圣”，即存在的原初与完满状态，一种自人类诞生初始便遗失的在场。对这

种在场的缺席，本雅明和巴塔耶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前者力求整合理性的要素，

让缺席的在场以“星丛”的面貌重新显现，后者则试图超越理性，走向“黑夜”即缺席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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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érience vécue。简言之，经验更强调一种客观化

的、确定的、集体认同的知识，是西方历代学者譬

如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所尊崇的基本认知方式；体验

则偏向一种主观意识，是现象学家们的重点研究对

象［2］。笼统来说，在西方思想史中经验始终是逻

辑思辨思维的领地，是人类运用理性获得科学与真

理的途径。

在此语境之下，德里达便对经验这个概念做了

如下定义：经验“属于形而上学的历史，而我们只

能勉为其难且谨慎地使用它。‘经验’始终表示与

在场（présence）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否具有

意识的形式”［3］。按照这一定义，经验在其传统意

义上始终指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当然客

体既可以是外部世界也可以是显现于主体意识内部

的现象，但主客双方都必须同时保持在场，经验这

一关系才得以维系。因此，如果我们回到经验的词

源意义上来看，那么它就仿佛是奥德修斯历经千险

返回故土的万里归途。它是一场充满了艰难险阻的

旅程，但狡黠的英雄凭借着自己的理性算计渡过了

一个又一个难关。当旅程终结之时，一切阴霾都被

驱散，奥德修斯也得以与妻子珀涅罗珀和儿子团

聚。也就是说，经验最终指向在场，也许主体认知

的过程波折不断，但最后总会走向真理。然而，本

雅明和巴塔耶的经验与这一传统背道而驰，在他们

那里，经验不仅不断将自我置于危难之中，而且

最终意味着缺失与缺席（absence），意味着返乡无

望，是一条没有终结的旅途。理性在此失灵，真理

也成了虚妄，旅人永远无法获得让他魂牵梦绕的安

宁。于是我们便需要具体阐述，二人究竟是如何通

过各自对经验的论述来反抗西方理性传统的。

一 “本真经验”与“内在经验”：
  存在的原初在场

本雅明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

要具有形而上学与犹太神学的色彩，后期转向了唯

物主义。他对经验的论述贯穿始终，且一直呈现为

某种同时消融了主体与客体的完满状态。在他早

期的文章中，经验问题始终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但

这个上帝的概念并非德国古典哲学所认为的那种绝

对而终极的客体，并非主体通过漫长的思辨旅程而

通达的认知的终点，而是指一种原始的、难以言喻

的、主客未分的统一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

反对将经验看做是主体通过理性把握客体从而获得

的某种客观知识。譬如他在《论未来哲学纲领》中

表达了对康德的保留意见，认为后者的经验虽然离

不开主体先验的认知能力，但这个主体本质上是

一种“后天经验意识”，因此其经验归根结底是一

种后天习得的知识，是某种“昙花一现的”“暂时

的”“受困于时代束缚的”知识，例如“启蒙运动

时代”的经验［4］。他认为“未来哲学”应当摆脱这

种平庸的知识论并重塑“本真经验”（authentischen 

Erfahrung），即一种“立足于纯粹（先验）意识”

的经验。这里的先验不仅仅是康德所谓的主体意识

的先验范畴，更是指一种先于主客之分、存在于上

帝之中的原初统一。因此这样的经验便是一种“真

正的宗教”、一种“纯粹的知识”，而不再是“两个

形而上学实体之间的关系”，即主客关系［5］。此外，

在本雅明看来，这种神圣的经验与语言密不可分。

但这里的语言并非某种用以日常交流、传达意义、

作为工具的语言，即建立在主客体对立关系之上的

语言，“其交流的途径为语词，指涉为物，对象为

人”，反之，它是作者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的

“纯语言”（reine Sprache），一种“没有交流的途

径、指涉与对象”的语言，在其中“人的精神本质

与上帝相通”［6］。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本雅明通

过他所谓的本真经验，力图突破理性传统所主张的

那种建立在思维主体与客体互动之上的知识论，回

到主客一体，实现万物归一，重现一种具有宗教意

味的完满与融合状态。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本雅明逐渐剥离了经

验的神学外衣，不断将其世俗化，赋予它一种历史

性。在《讲故事的人》中，经验成为在时间中塑形

而成的、“编织进生活”之中的“智慧”，一种体现

着“真理的史诗方面”的智慧，由“众多无名讲故

事的人”经过“口口相传”而遗留的教诲［7］。它

是《经验与贫乏》中，由老人们转述给年轻后世的

“宝藏”与“财富”，譬如“谚语”、“故事”和“叙

述”［8］。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作为智慧与真理的经

验并非黑格尔所谓的意识的辩证运动，并非通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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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否定不断上升最终达到绝对知识的进程。它是

过去的痕迹，是历史的沉积，但这种痕迹与沉积并

不一定能像在场的客体一样被主体意识把握，并通

过逻辑思辨思维进行分析与提纯，进而总体与绝对

化。它更像是一种集体记忆，在潜移默化中对人进

行打磨与塑造。在这种记忆当中，思维主体与客体

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记忆的

经验也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经历或体验。为了将

本真经验与之区分开，本雅明借用了普鲁斯特的

“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和柏格森主

动而有意识的“纯粹记忆”之间的对比。后者由理

性主导，是思维主体与客体相遇的结果，是人类意

识中随时可以被调出的数据。而前者，按弗洛伊德

所说，则由那些“最有力的、最持久的”“永远进

入不了意识的”回忆构成［9］，也就是说，“只有那

种尚未被主体有意识地清晰地‘经历’过的东西才

能成为非意愿记忆的组成部分”［10］。它不是始终

在场的客体，不能被主体意识随时而任意地回忆起

来。正是这种非意愿记忆构成了本真经验。可以看

到，本雅明的这种经验很难被界定。一方面，它是

过去与历史的遗产，但这遗产并非由某些具体而实

际的东西所构成，因而不能被理性思维作为实在的

客体来把握；另一方面，它近似于一种集体记忆，

但却是一种无主体的记忆，没有被清醒的意识所经

历与体验。因此，尽管本雅明赋予了这一经验概念

以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色彩，但它仍然保留着某些形

而上的、神秘的因素，仍然呼唤着某种同时消融了

主体与客体的“光晕”（Aura），即存在未被理性

所玷污的原初完满状态。本雅明指出，这种经验意

味着贫瘠而撕裂的现代人重新归于历史的统一体之

中，意味着孤立个体与历史奥秘的融合，而这正是

宗教崇拜仪式与节日庆典的作用［11］。

与本雅明类似，巴塔耶的经验在各种意义上都

与传统哲学对经验的定义背道而驰。对传统哲学而

言，所谓经验，是理性不断对已知确定观念的否

定，是其在实验中不断试错，从而推进认知向前发

展，抵达新的真理的进程。黑格尔的经验便是这种

辩证运动，通过否定进行新的创造，最终在永恒而

普遍的真理即绝对知识之中完结。它本质上是一种

指向未来的“谋划”（projet），一种以某个客体为

目标的功利行为，无论这一客体是某种知识、某

个理念还是某种如上帝一般超验的存在。但巴塔耶

经验概念的核心是反对这种功利性的谋划。它继

承了经验的否定精神，却将否定推向极致，即它不

以任何客体为目标，不承认任何真理，不通过否定

来树立新的标准与原则：经验是“通向人类可能性

极限的旅程”，是对那些“将可能性限制住的现有

权威与价值”的否认。通过否认一切外在权威与价

值，经验将自己树立为“唯一的权威，唯一的价

值”［12］。通过解构客体而转向自我，巴塔耶的经

验便成为一种“内在经验”，在上帝已死的时代，

它似乎将自我主体确立为万物的尺度。但作者紧接

着便补充道，经验作为一种质疑的运动，到最后连

自己的权威、人类主体的权威也要一并否定掉。这

便是内在经验的悖论所在：作为一种经验，它否定

构成经验的外部客体；作为一种内在经验，它又消

解了主体的内在性。正因如此，它成了传统经验的

反面，反对理性主导之下的逻辑思辨思维，抗拒着

建立在主体和客体互动之上的认知行为，在根本上

无法被定义为某种实证知识。

在这个意义上，巴塔耶认为，对于他提出的这

种经验概念，“必须从其内部把握它的意义”。所谓

从内部，意味着这种经验无法从外部通过逻辑与理

性来理解，而“必须去亲身体验它”［13］。从这一

点来看，内在经验似乎更趋近一种个人主观经历或

体验，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通过身体去感受。

但上文所述的那些将内在经验同传统经验区别开来

的一切特质，同时也适用于它同经历或体验之间的

区分。一方面，如现象学所认为的那样，体验所确

立的是一种主体的确定性。胡塞尔及后来的法国现

象学家诸如萨特正是通过溯源笛卡尔的“我思”，

将人的主体性树立为哲学思考的第一因。但巴塔耶

所做的正是解构这种主体主义，他通过内在经验试

图让主体进入一种“迷狂”（extase）状态，而迷狂

的词源本义是“出离自我”，直至最终将主体消解。

正如福柯所言，相对于现象学的经验，巴塔耶内在

经验的作用是“使主体脱离自身，使其变得不再是

自己，或将其带向自我的毁灭或消融。这是一种去

主体化的举动”［14］。另一方面，虽然现象学将注意

力从外部客体转移到主体经历之上，但其核心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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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这种作为现象的经历当做客体来进行思考，从

而建立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而巴塔耶承接尼采开

创的传统，认为经验必须去亲身感受与体会，而不

能作为思维的客体被理性认知。他在作品中指出，

现象学将知识视为经验的目的与终点，但这等于依

然将经验限制在了某一原则之内。若经验走向的是

“可能性的极限”，那么这意味着“跨越作为最终目

的的知识这一界限”［15］。同理，与本雅明的经验概

念类似，巴塔耶的这种经验也不能被当做记忆的在

场客体，因为它只能在当下被感知，一旦进入记忆

便永远呈现为缺席的状态。因此布朗肖指出它绝非

某种记忆，也绝非某种个人经历或体验［16］。

综合这两方面来看，巴塔耶的经验在各个方面

都超越了传统经验的框架。它既拒斥作为权威的外

部客体，同时否定内在的主体权威，将维系经验的

两个在场、两种确定性同时抛弃了。因此它虽有经

验之名却无经验之实，布朗肖称其为“非经验的经

验”［17］。这一特殊的经验，巴塔耶认为它最终通

达的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18］。我们可以在此

看到内在经验同本雅明的本真经验之间的某种共

性。这种融合意味着什么？巴塔耶认为它代表着一

种“整体存在的完满性”［19］，代表着那种“将我

们与存在相连的原初的连续性（continuité）”［20］。

换言之，它是存在先于主体意识的诞生、先于主客

之分、还未被工具理性所侵蚀的状态，也就是存在

最原始、真实而神圣（sacré）的状态。巴塔耶的

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都围绕着这种对人类存在神圣

性的探寻。他尤其在原始的宗教崇拜，在各种献祭

仪式与节日庆典中看到了人类重塑往昔荣光、回归

存在本真面目的可能性。他一直以来所关注的“耗

费”（dépense）行为，正是打破理性谋划、抗拒功

利原则、不以任何生产为目的的活动。而他对经验

的论述也遵循着这一轨迹，即试图将经验从逻辑思

辨思维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不再将之看做是一种创

造知识的行为，让它不再受寻找某种在场的使命所

主导，无论这种在场呈现为客观真理与信仰还是主

观的自我确定性，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即通达存

在完满状态的途径。本质上本真经验与内在经验有

着相似的特征，本雅明与巴塔耶的学说也体现着非

常类似的追求。

二 “光晕”与“神圣”：
  原初在场的缺席

为何本雅明与巴塔耶要通过经验来反对理性传

统，理性的发展究竟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何样的危

机？事实上，两位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思考在某种程

度上都延续了韦伯的观点，即现代性是一种世界的

祛魅过程。对宗教与超验力量的信仰，让位于对科

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崇拜，社会变得愈发世俗、官

僚与理性化。但在物质生活不断充实与财富大量积

累的同时，人也逐渐被异化，丧失了自身存在原初

而本真的状态。因此二人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也

许可以看作一种返魅的主张与尝试——试图返回世

界与存在的自然状态，恢复其本来面貌。

在本雅明看来，本真经验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

一种衰败与失格的趋势。从神学角度来看，经验

的堕落亦即人的原罪，始于那种与上帝相通的纯

语言被人类功能性的、用以交流的日常语言所代

替，始于语言的纯洁性与神圣性让位于其“语言学

精神”［2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经验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渐遗失，第一次世界大战便

是这一现象的极端体现，任何以往通过口耳相传的

本真经验都被破坏与否定，只剩下一片荒芜之中人

类那贫瘠与脆弱的躯体［22］。本雅明认为，如果过

去的本真经验丰盈而厚重是因为人们依然浸淫在历

史的智慧之中，那么，“技术的这种令人畏惧的发

展让人类陷入到一种全新的贫乏之中”，因为我们

同过去的联结被斩断了，从而忘记了存在本源的意

义，只能孤独地活在这个被技术所异化的陌生世界

上。“这种经验的贫乏不仅是个人的，更是全人类

所共有的。这就是一种新的野蛮”［23］。而贫乏与

野蛮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经验遗失了其本义，丢

掉了其作为集体与历史记忆的深邃感，反而不断被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随处可见的“震惊”与“刺

激”入侵，即那些即时性的、感官化的、肤浅的体

验［24］。在对现代社会症结的看法上，巴塔耶有着

类似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理性的肆

虐为现代人带来的是一种“隔绝”与“陷落”［25］，

斩断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交流与联系，将个体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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锢在一种“非连续性”（discontinuité）之中，意味

着人类从“连续的状态向非连续的状态过渡”［26］。

人变成了孤立而单薄的存在，整个社会也变得冰冷

与分裂。借用哈贝马斯的评论，巴塔耶所挑战的正

是“西方理性通过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大获全胜而

铸造的封闭空间”，他所对抗的正是那种由理性造

就的主体主义，因为后者“用其物化的暴力压迫世

界并将之僵化为可以被技术利用、可以被经济剥削

的客体的集合”［27］。而这些都体现在经验本身的

变质当中，即经验不再是用生命去感受的内在经

验，反而变成了智力的思辨游戏、科学的知识探

索、信仰的教条主义。总而言之，本雅明与巴塔耶

都认为理性的发展让人的存在不断被扁平化与异

化，使其变得毫无意义与价值，因此完全丧失了它

原初的那种完满与高贵。而他们对经验的论述正是

要揭露这个现象，并试图通过重塑经验原本的形

态，让人类找回曾经的荣光。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若西方理性传统中的经验

永远指向某种在场，那么本雅明与巴塔耶的经验则

意味着缺席，如前文所述，这种缺席是思维主体与

客体的缺席。然而，如果二人的经验概念最终通达

的是存在的原初状态，那么这一概念岂不依然表示

与在场的关系吗？这种在场并不是现代哲学意义上

普世性的终极客体或者作为第一因存在的主体性，

而是一种主客未分的完满与充盈，但它依旧是一种

在场。在这个层面上来看，两位思想家笔下的经验

不是依然没有逃脱德里达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历

史”吗？因此我们便要强调，二人通过经验抵达的

在场，实际上是永远处于缺席状态的在场。在二人

看来，存在的原初状态对现代人类而言早已遗失，

且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将之寻回。为了能更充

分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引入本雅明的“光

晕”和巴塔耶的“神圣”这两个极为神似的概念。

它们都是经验的呈现形式，一方面具有某种原始、

神秘而纯粹的特征，但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社会所丧

失的东西，只能思念与憧憬，却永远无法再现。

在本雅明的作品中，光晕是艺术作品所特有的

一种魔力。何为光晕？他在《摄影小史》中如此解

释：“那是一种独特的时空纱网：是一个远方独一

无二的显现，无论它离得有多近。”［28］光晕体现着

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似无比真实却又无法触

及；它也是绝无仅有的，无法通过技术被复制。既

如此，这种光晕又何尝不可用来象征本雅明所谓的

本真经验呢？因为经验不但像“技术复制时代”之

前的光晕那样代表着原初、本真与独异，而且也像

光晕一样被“发达资本主义”的浪潮无情吞没，不

可挽回。更耐人寻味的是，本雅明总是以一种矛盾

的态度看待经验的贫乏化，正如他如此对待光晕

的遗失。一方面，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本

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光晕的

消散、复制技术的推广对艺术的民主化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同理，《经验与贫乏》的中心思想其实

是强调这种经验贫乏化的积极正面作用，它让人能

够“彻底重新开始”，从往昔的历史与经验中解脱

出来，在全新的、空白的语境中去实现其“简单朴

素却真正宏伟壮丽的存在”［29］，亦即忘掉过去着

眼现在，抛弃外在的重担转向生活本身。但另一方

面，本雅明又无时无刻不在惋惜光晕与本真经验的

衰落。光晕所代表的那种时空上的距离感，正是讲

故事的艺术或叙述所创造的空间，是历史智慧与集

体记忆即本真经验形成的场域，这种经验既无法被

当做可触可感的客体被把握，又不断逃逸着主体意

识。它不是知识或事件，而是叙述者个人生活的痕

迹，“就如陶瓷匠人的手塑造出陶罐一般”［30］，将

我们同人类历史相连，将个体与总体的存在相连。

但新的技术发展，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出现，代替了

讲故事或叙述的古老技艺，完全取消了距离感，将

人不断暴露在光怪陆离的感官体验中。报纸、电台

与电影的发展让即时性的信息爆炸般地充斥着我们

的日常生活，这些信息取代了经验，让眼前的肤浅

代替了历史的厚重，尤其让我们只知事实本身却完

全丧失了过去的时光遗留的各种痕迹，从而斩断了

我们与人类总体存在之间的联结。

与之类似，巴塔耶也同样怀恋存在的自然状

态，怀恋人与人之间神圣的连续性与共融，又惋

惜这种神圣性的消逝。他认为：“我们是非连续的

存在，是在难以理解的偶发事件中孤独死去的个

体，但我们伤怀已然遗失的连续性。”［31］因此他终

其一生通过大量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不断探寻重

塑神圣性的可能，并在耗费、色情、献祭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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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图看到某种希望。但是这种存在原初的连续

性、神圣的完满状态永远无法被再次找回，因为人

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社会也构建在以谋划为基础

的劳动与生产之上，抛弃理性思维、放弃谋划意味

着人同时不再是人，社会也因此而崩塌。这也是为

何巴塔耶的社会人类学著作最终都落入了一个无法

解决的悖论之中，即人类恢复神圣存在的努力永远

不够纯粹，总是无可避免地陷入功利主义逻辑。因

此神圣性“总是莫名其妙地被遗失”，而“对已逝

世界的怀恋其实总是建立在一种目光短浅的判断之

上”［32］。在这个意义上，内在经验希图通达的所

谓主客体融合、人类可能性的极限，在巴塔耶自己

看来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种经验本身也是不

可能的，“不可能”（impossible）因而成为他笔下时

常出现的语词和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困境。于是哈

贝马斯在分析过巴塔耶的社会学与政治学主张后，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研究归根结底“没有逃脱一

切理性自我指涉式的批判所特有的悖论”［33］。也

正是在这一点上，巴塔耶的经验和本雅明的经验殊

途同归，二者都意味着某种原初式的在场之缺席：

它们不仅是“缺失的经验”，更是“关于缺失本身

的经验”，其“所揭示的唯一真理是从来就不曾有

过‘经验’”［34］。也就是说，经验之于本雅明和巴

塔耶，就如同伊甸园之于人类一般，它象征着往昔

的荣光，也是我们苦苦追寻的完美世界，但它已经

一去不复返，而我们只能在荒芜的大地上游荡。

那么，这种光晕或神圣般的经验的意义何在？

既然经验已经缺失且无法挽回，两位思想家这种探

寻经验的西西弗式的努力目的又是什么？实际上，

人无法一劳永逸地逃离理性束缚，不代表无法暂时

脱离其掌控而解放自己。本雅明与巴塔耶通过经验

反对理性传统，并非要将现代人与现代社会完全否

定并予以解构，而是为存在思考另一种异质于谋划

与劳动、异质于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如果说工具

理性与功利主义逻辑让我们永远着眼于外在与未来

的目标，那么对光晕与神圣的探索则指引我们暂时

将目光转移到自身与当下。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

学论纲》中所说，他反对“对进步观点盲目而固执

的信仰”，反对一种“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他认

为历史并非由线性的时间构成，而是充盈着无数

的“当下时刻”（Jetztzeit）。经验作为历史的智慧，

能够通过诸如时尚与革命等不同的方式进入当下，

从而“引爆历史的统一体”［35］。类似地，巴塔耶

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进步’的世界，换言之

谋划的世界”，而理性的谋划与进步观点，意味着

“一种矛盾的存在于时间之中的方式，即把人的存

在推迟置后”。这种推迟置后可以为我们带来暂时

的平静，因为一切矛盾似乎都能在未来得到解决，

从而让我们心安理得地自我欺骗。但问题在于，当

一切都被“悬置”在未来的时刻中，我们也就丧失

了与当下自我存在之间的接触，从而被异化成了达

成目标的工具。而“内在经验正是对暂缓与休止的

拒斥，是没有拖延的存在”［36］。它让我们能够全

心全意投入当下，体验与感受生命，实现存在最根

本的价值。可以说，作为过去的荣耀，作为对未来

的期许，经验的光晕或神圣的光芒所照耀的却是现

在与当下，让其成为一切时刻当中最伟岸与耀眼的

瞬间。

三 “星丛”与“黑夜”：
找寻缺席的在场与走向缺席本身

尽管光晕与神圣的经验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都

指向一种原初在场的永远缺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

们可以将它们等同视之。在对经验终极意义的思考

上，二人显然存在着某种分歧。承接之前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通过经验反思理性时，曾在

《历史哲学论纲》中提出了一种反对历史主义、重

新认识历史的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历史学家不应再

满足于因果联系，不应再“像拨念珠一样去例数种

种事件”，而应把握“他自己的时代与某个确切的

过去时代一道形成的星丛（Konstellation）”［37］。星

丛就是对夜空中的星斗进行排列组合，从而编织出

新的形状。而将历史比作星丛，实际上是对历史

的要素进行重新整合，让它们脱离同质而空洞的线

性时间，不再像念珠一样被串成一串，而是以全新

的方式去认识它们，进而重新认识历史。这种做法

同样也体现在本雅明对经验的讨论中，经验是对过

去事件、对理性要素的洗牌和重组，让一直以来被

我们所忽视的东西以星丛的方式出现在夜空。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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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让某种已经丢失的在场重新显现，从而照亮理

性的黑夜，指引处于现代性危机中的人类踏上新的

征途。

相比之下，巴塔耶似乎并没有选择这条重构理

性的道路。在通过经验到达客观、科学与实证知识

尽头，从而也到达理性可能性的极限后，他走向了

“非知”（inconnu），走向了理性的“域外”（dehors）。

如他所言，内在经验的根本特征是“它不揭示任何

其他的东西，只有非知在其中显现”［38］。那么《内

在经验》通篇所说的这个非知究竟是什么？借用布

朗肖的观点，所谓非知并不是未知，即还未被理性

所知晓的东西，它也不是不可知，即如上帝一般位

于理性认知能力之外的超验客体，它是“作为非知

的非知”（inconnu en tant qu’inconnu）［39］，即它不再

意味着知识，反而代表理性的整体失灵，代表着我

们无法认知的这个事实本身。同理，何谓域外？借

用福柯评论布朗肖时所说的“域外思想”（pensée du 
dehors）来解释，它指“相对于我们哲学思考的内

在性、相对于我们知识的实证性”而言的外部［40］。

也就是说，主体思维、语言、逻各斯的外部。这个

外部同样不是传统哲学所认为的那种理性无法感

知、把握与思考的绝对客观外部世界，譬如康德的

本体或物自体，也不是先于内外与主客分野、永远

遗失、被黑夜遮蔽而不可见的原初在场，而是跳脱

内部与外部、可见与不可见、可知与不可知的二元

对立逻辑，摆脱认知行为本身，超越理性框架的外

部。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巴塔耶的经验虽然名为

内在经验，其本质却是通过不断消融主体性，解构

理性思维，最终通达这个没有任何实体性与完满

性、不代表任何在场的空洞外部［41］。

若对本雅明与巴塔耶的经验稍做总结，我们

不妨这样归纳：二人的经验均是对理性传统的反

思，无论是本真经验还是内在经验，均非思维主

体认知终极与普世客体并谋求与之统一的运动，

都不是一种与在场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反思，这

两种经验希望重塑一种存在的完满与原初状态、

先于主客之分的状态，即光晕或神圣，这种状态

也是一种在场，却是一直处于缺席中的在场。最

终，本雅明所做的是通过经验来重新整合理性的

要素，让缺席的在场以星丛的方式在夜空显现，

巴塔耶则超越理性转向外部，转向黑夜，转向

缺席本身。通过引述布朗肖的《黑暗托马》，巴

塔耶表示其内在经验本质上是一种关于黑夜的经

验［42］。而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对这一黑夜做

了非常精妙的比喻：它并非某种东西的消失，而

是“‘一切都消失’的显现”，是“夜的显现”；它

并非在场因不可见而缺席，而是“不可见成为了

我们不能停止去看见的东西”，即它是缺席本身作

为在场而显现，是缺席的在场。这样的黑夜便意

味着域外，进入它便意味着“进入外部”。［43］由

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雅明的经验之终

点是星丛，是让缺席的在场回归在场，是让被遮

蔽与遗忘的理性要素通过新的整合而重现；巴塔

耶的经验之终点则是黑夜本身，是缺席本身的在

场，是超越理性而到达域外。

也许这个论断过于抽象和笼统，不过我们可以

在两位思想家对普鲁斯特的不同解读中看到二人

经验概念的具体区别。同本雅明一样，巴塔耶也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区分了两种记忆，一种是被

认知与占有的欲望所主导的主动而纯粹的记忆，另

一种则是脱离理性支配、自发而随意的、不以认知

和占有客体为目的的记忆，只有后者能唤起过去的

痕迹或“印记”［44］，正如本雅明认为非意愿记忆

才是经验真正的场域。但二人的区别在于，在本雅

明看来，本真经验便是隐藏在这种自发的回忆之中

的东西，是被玛德莱娜蛋糕的滋味所唤起的一切往

昔的痕迹；而巴塔耶认为，作为非知的经验并非深

埋于无意识之中的东西，也永远无法真正被重现。

用本雅明自己的话来说，经验是普鲁斯特在“逝去

的时光的海洋”里“打捞”上来的东西，即过去的

印记［45］。巴塔耶则不以为然，打捞之物或过去的

印记可以让我们感知海洋或时光的存在，感受到那

可以改变一切的、“居高临下地支配、破坏与否定”

事物的时光，但它不是海洋或时光的本体，而时光

才是“不可知晓的非知本身”，才是经验本身。在

他眼中，“时光深不可测的非知”无法被把握或占

有，即被理性认知，相反过去的印记无可避免地总

是给人一种“物主的感觉，那种难以摆脱的、一切

都归于‘我’的感觉” ［46］。

这种分歧进而导致两人对普鲁斯特整部鸿篇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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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不同态度。本雅明从中看到了作者“对幸福盲

目、疯魔而狂热的憧憬”，看到了“对原初的幸福、

最初的幸福的永恒重塑”［47］，因此他赞颂作者通

过写作来追寻逝去的时光、逝去的幸福的举动。普

鲁斯特追寻幸福，也意味着追寻本真经验，如星丛

般闪耀的经验。但巴塔耶并不认为这部巨著的真正

意义如其最后一卷的标题所示，在于那“重现的时

光”，即在于找回“极乐的瞬间”与“幸福”为作

者所带来的“满足感”，在于作者在小说最后找到

作家的使命后所获得的“胜利感”。他完整引用了

普鲁斯特关于三棵树的著名段落——面对既熟悉又

陌生的三棵树，主人公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究竟何时

何地见过它们，并指出“满足感的缺失”要比“作

品结尾处的胜利感更加有深度”。他说：“我甚至认

为，相比于某种一时的满足，满足感最终的缺失才

更是这部作品的原动力与存在的意义。”［48］而这种

缺失正源自那无法追忆和把握的非知，如无比深邃

的黑夜一般的经验。换言之，作为非知的经验也曾

从普鲁斯特的笔下闪过，但他最后还是转向了通过

非意愿记忆唤起的逝去时光，满足于作品最后的完

满、胜利与自足，这便是为何巴塔耶会认为他的经

验虽然“摆脱了教条的束缚”，却依然是“一种有

限的内在经验”［49］。

在对比二人对普鲁斯特的不同解读之后，我们

便可回到本雅明与巴塔耶经验的根本区别上。前者

认为《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所做的正好与“珀涅

罗珀的劳作”相反，不是在夜晚拆散白天所织的衣

物，而是“白日拆解了黑夜之所为”。也就是说，

在白天的日常生活里，在意识清醒的情形下，“我

们通过目的明确的行为乃至目的明确的记忆，将

遗忘的网络与饰物拆得七零八落”［50］。我们所拆

解的正是在黑夜里，通过非意愿的、不自觉的回忆

从我们的无意识中显现的东西，是过去的痕迹与印

记。普鲁斯特所为是将这些遗忘的内容编织起来，

正如本雅明自己将散落在理性之黑夜里的要素整合

成星丛一般。他将这种织物、这样的星丛称为经

验。但在巴塔耶看来，非知的经验不是那些隐藏与

遗忘在黑夜中的东西，无法被找回与编织起来，而

是黑夜本身。经验并不是已经缺席的在场，也并不

意味着让这种在场重新显现，它就是缺席本身，是

缺席的在场与显现。因此，如果像《奥德赛》里描

写的那样，珀涅罗珀织衣的行为隐喻着奥德修斯返

乡的征程，那么这个征途也象征着本雅明的经验，

即通过整合理性而重塑原初光晕，从而让它在星丛

中重现的努力，尽管奥德修斯也许最终会失败，这

样的努力也许永远不会成功；巴塔耶的经验则根本

上意味着另一趟旅程，意味着当我们意识到永远无

法回归神圣的故土后所开启的超越理性本身、投身

黑夜之中的旅程。

通过对比分析本雅明与巴塔耶的经验概念，我

们看到了二人对理性传统的共同反思，也看到了他

们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方式。本雅明所代表的正

是随后由法兰克福学派发扬光大的批判理论传统，

这个传统的核心可以被看做是理性的自我内部调

整，是运用理性来反思和批判理性本身。而巴塔耶

启发了其同时代及随后的一批法国理论思想家，他

们所走的道路似乎并不完全与他们的德国同侪契

合，而是着力探讨某种理性的域外。这个差别我们

可以在哈贝马斯对巴塔耶的评述当中看到。这位批

判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法国人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法

兰克福学派的影子，因为他们都通过杂糅哲学、社

会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复合知识体

系，对现代社会进行诊脉。但哈贝马斯论述的局限

在于，他只是立足于自己的批判理论立场，集中谈

论了巴塔耶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反思理性的思想，

并指出这种思想最终指向一种自我悖论。他并没有

阐发巴塔耶全部作品中的另一个世界，即位于理性

外部的世界。诚然，他看到了巴塔耶的思想究其根

本“不能再以辩证法的方式来思考，且无论如何不

能再依照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的启蒙辩证法模式来

思考，因为后者所依据的是由理性不同环节构成的

星丛”［51］，而这正是本雅明的创举，但他只是将

之视为巴塔耶通过批判理性而走入的困境，而并没

有将之视为一种思想的新契机，或用布朗肖的话所

说，巴塔耶的经验“之于思想意味着一种新的开

端”［52］。因此通过哈贝马斯的论述，也通过对比

本雅明和巴塔耶的思想，我们最终隐约看到的也许

是理解德国哲学与法国理论之差异的一种可能性：

前者积极地对理性要素进行整合，而后者试图超越

理性走向域外。这两种始于本雅明和巴塔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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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反思的不同道路，也许正体现了战后欧洲两大

思想流派之间的共振与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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