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是时间的造物
———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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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是一个理论创举。他视艺术为时间的造物，认为它表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时间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创作时间的延长或缩短，

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内容；第二，就艺术作品本身而言，不但它的材料是从时间中沉淀下来的，而且传

达媒介也具有时间性；第三，艺术鉴赏也是具有时间性的，读者由艺术作品所引起的体验分为三个

从低到高的等级：感觉、情感与观念。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首开从时间、动态的角度研究艺

术作品的先河，并由此启发了后来的存在主义美学与接受美学等流派，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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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 - 1941 年）是

“二战”前法国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生命哲学美

学集大成者，以倡导“绵延”说与“直觉”说而闻名，其

理论被视为现代西方整个社会思潮从理性主义向非

理性主义转折的路标。作为一位富有创见的美学家，

他的艺术思想也和哲学思想一样自成特色。关于艺

术，柏格森曾经从功能、鉴赏、分类等多个角度进行论

述，但若将它们归纳起来，这些内容则都与绵延以及

时间性有关。因此，柏格森的艺术论有一个与众不同

的地方，就是他对艺术与时间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

注。

按照一般的理论，我们会将艺术分类为时间艺

术、空间艺术或时—空混合型艺术，但若将艺术单独

与时间挂上勾，又如何可能的呢？我们也许会惊讶于

柏格森的这一创见，但深入研究他的理论之后，我们

就会发现，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确实为我们开启了

窥探艺术之宫的另一扇大门。

柏格森论述艺术与时间的关系是从作者———作

品———读者这一艺术动态链的角度进行的，因此，按

照这一动态链的结构，他分别论述了艺术创作的时间

性、艺术作品的时间性以及艺术阅读的时间性问题。

首先，柏格森认为艺术创作是具有时间性的，这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时间不是可有可

无的附属品，创作时间的延长或缩短，都会影响到作

品的内容。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柏格森举儿童拼图游

戏为例：在他看来，拼图不是艺术创作，所以拼图游戏

几乎与时间无关。小孩在初次拼接一幅图画时，也许

会由于生疏而花费很长时间，但随着练习的次数越来

越多，他完成拼图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以至到后来，这

一时间几乎可能无限制地缩短，因此柏格森认为：“重

构拼图的操作并不需要一个确定的时间；的确，从理

论上说，这无需任何时间。”［1］但艺术创作就不同了，

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或者能够任意延

长缩短的东西了，画家在创作一幅画之前，需要进行

长时间的构思、酝酿甚至花更长时间去寻找创作灵

感，在绘画的过程中，他还需要不断对未成形的图画

进行思考、补充以及完善，所以，创作一幅画所花费的

时间绝不可以用机械的绘制速度来衡量，画家花一小

时创作出一幅画，并不表明他下次还能够用一小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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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类似的作品。所以柏格森说：“对于从自己心灵深

处创造出那幅图画的画家来说，时间就不再是一种附

属品了；它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延长或缩短而不改变

其内容的间隔。画家工作所占据的绵延，就是他工作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浓缩或者稀释这个绵延，都将

改变填充这个绵延的心灵演进和作为其目标的发

明。”［l］

另一方面，艺术创作的时间性还表现在艺术规则

的时间性上。柏格森认为，有两种规则，一种是与无

生命、无意志的东西相关的规则，另一种是与有生命、

有意志的事物相关的规则。前一种规则是物理规则，

也就是柏格森所说的“几何机制”，这种规则只能应用

于自然界，智力通过一定的规律去把握这种规则，在

此基础上，智力就能由此及彼，根据当前情形去预测

未来，并且对于同一结果能够反复验证。因此，这种

规则“可以被界定为几何学，几何学就是它的极限；更

概括地说，每当在因果之间发现了一种必然确定性的

关系时，它所涉及的，正是第二种规则（指几何规则）。

它引发了有关惰性、被动性和自动作用的观念。”［l］相

反，艺术创作所涉及到的则是另外一种规则，这种规

则是无法被确切表现出来的，虽然它也具有一定的目

的性，但却不一定总能完全符合目的性，所以“它有时

高于目的性，有时低于目的性。”［l］譬如绘制一幅图

画，尽管我们事先预定的目的是“漂亮”，但作品最后

完成时，却并不一定会如预想的那样漂亮，有时会失

败，有时则会比预想的更美。但几何规则就不同了，

当我们准备解答一道题时，无论经过多少遍的演算，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柏格森看来，后一种规

则，即目的性不能绝对确定的那种，就是艺术的规则。

艺术的规则是隐含的，我们不能说艺术创作没有规

则，但又不能十分确切地讲出它的规则是怎样的，并

根据规则去预测一次艺术创作的成败。所以，艺术的

规则不象几何规则那样，在事件没有进行之前就已经

存在，恰恰相反，艺术规则只有在艺术作品被完成之

后，才会略微清晰地显现出来。柏格森因此说：“天文

学显示出了惊人完美的法则，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借

助数学来预测天文现象。在贝多芬的交响曲里，我们

也发现了同样令人惊叹的规则，而那却是天才、是独

创性，因此其本身是无法预测的。”［l］正因为艺术规则

事先无法预测，所以它不是先在的，而是随着艺术创

作一起，随着时间的展开，在时间的川流中渐渐形成

的。当时间绵延至一件艺术作品完成，艺术的规则也

就随之成形，所以，艺术规则为时间所伴随，是时间的

产物。“对于自由行动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说它们

显示了完美的规则，而我们只能用观念的术语近似地

表达它们，并且要在事件产生之后。”［l］正因为艺术规

则是渐渐形成且无法预测的，所以与之相对应，艺术

创作本身也就成为不可预测的了：“一幅完成的肖像，

表现了模特的特征，表现了画家的天性，表现了分布

在调色板上的那些颜色。但是，即使知道这幅肖像要

表现什么，任何人，包括画家本人，也不可能事先准确

地知道这幅画将是什么样子，因为要预见到这幅肖

像，就是要在它被画完以前把它画出来———这是个自

相矛盾的荒谬假定。”［l］

其次，柏格森认为艺术作品本身也是具有时间性

的，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艺术作品的材料是从时间中沉淀下来

的。用柏格森的话来说，充盈着世界的乃是“无”与

“乌有”，而事实上无即是有，“‘无’这个观念就是‘全

有’的观念，⋯⋯‘无’的观念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包

罗万象和充盈，如同‘全有’的观念一样充盈，一样无

所不包。”［l］在这个绵延的世界里，“无”占据着一切，

因 此 也 占 据 了 时 间：“占 据 着 时 间 的，正 是 这 种

‘无’。”［l］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结果无法确切预知的活

动，其内容也就是“无”了：“那个具体的结果中包含

的、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全部内容的东西，却依然是不

可预知的。”［l］虽然艺术作品的内容来自于“无”，但它

却不能以“乌有”的面目出现，所以，艺术家必须从

“无”中提取出“有”来，也就是将“乌有”的内容提取为

“有”的形式，即柏格森所说的“作为材料的‘乌有’，将

其自己创造为形式。”［l］柏格森还举了具体的诗歌创

作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就是将

“无”变“有”，使绵延的内容变成固定的形式的过程，

也就是从时间中提取材料的过程。因为世界时时刻

刻都在绵延，所以未有诗歌作品之先，一切以“无”的

形式存在的东西还只是随着生命之流一起运动的，当

诗人创作诗歌时，他就必须打断这生命与创造之流，

让它稍稍停顿，于是，从生生不息的“无”之中就产生

了凝固下来的“有”，这就是诗歌所要采用的语言形

式。正如画家所采用的线条是从绵延中固定下来的

一样，诗人所运用的文字也是从时间与“无”中凝固下

来的，所以，“我们活在每一个瞬间，我们从内心去把

握对形式的创造，而正是在那些存在纯形式的情况之

下，正是创造之流被暂时打断的情况之下，才会产生

材料的创造。”［l］柏格森具体分析说，诗人在创作诗歌

时，就是要使奔涌的思绪变成字母、变成单词，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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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却不是从现有词汇中挑选出来的，而是随着“无”

与时间一起喷涌出来的，因此，这些单词不是已有单

词的重复运用，而是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新的词素以及

新的思想：“诗人创作了诗歌，因而使人类的思想更加

丰富：这种创造就是头脑的一个简单行动，而只需将

这个行动暂停下来，而不是延续到一个新创造当中，

便能够将这个行动本身分裂成一个个单词，而单词则

又会自行分解成为一个个字母，它们汇入世界上已经

存在的那些字母。”［l］就这样，诗歌的材料渐渐从时间

中沉淀下来，并使人类的文学语言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

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时间性还表现在艺术媒介

的时间性上。艺术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离不开语言，

但语言对于艺术的作用却是双重的：一方面，按照柏

格森的看法，语言是从绵延中凝固下来的，所以它已

经失去了绵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柏格森说，心灵和

语言之间没有共同的尺度，“语言本来不是为了表达

内心状态的一切微细分别的。”［2］不可否认，在语言被

创造之初，它确实是用来表达人类细微的内心感觉

的，它的出现证明了人的感觉没有固定性，所以一种

感觉就有一个词来描绘它；但当语言被创造出来以

后，它却把人类种种千变万化的类似感觉都包含在里

面，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把许多种类似的感觉都描绘

成一个词，正如“高兴、难过、欢笑、忧伤”等词语的出

现，本来是为了证明人类的感觉很丰富，但发展到后

来，人们却把许多不相同但彼此类似的感觉都称之为

“高兴”或者“忧伤”，这样，语言就违背了其初衷，反过

来限制了人类感觉的丰富性，使得人类的感觉被机械

地固定下来，所以，柏格森说：“创造这些字眼本来就

是为了证明感觉没有固定性，但在被创造之后，这些

字眼却会把自己的固定性强制加在感觉身上。”［2］另

一方面，虽然语言破坏性地将人类的感觉固定下来，

但在形成文字之后，语言又变成了感觉的载体，它能

够将感觉转化为某种观念，正是这种观念性的东西，

可以被读者理解，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语言又是一

座桥梁，它能够以概念的方式将我们从外部世界引领

到人类的内心世界。“一个符号总在某种程度上表示

着一个类。但是，人类语言的特点，与其说是概括性，

不如说是运动性，本能的符号是固定的，而智力的符

号则是运动的。”［l］所谓“智力的符号”，其实就是语

言。语言是运动的，其运动性表现为它能够以概念、

观念为中介，在概念与事物之间进行自由的转换：“单

词的运动性就使它们能从一个事物转移到另一个事

物，能从事物扩展到概念。”［l］并且，“单词可以描绘观

念。这样一来，（语言和单词）就向智力揭示了一个完

整的内心世界，即对智力自身工作的沉思，也总是向

外展示这个内心世界。”因此，“智力可以牢牢把握单

词，同时又能把握一种非现实的东西，其办法就是借

助一种工具，借助这种工具，智力甚至可以深入其自

身工作的最深处。”［l］柏格森举小说创作为例说明这

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情感，

这些情感混沌一团，不可分割，但若我们试图以科学

的方法去分析这些情感，也就是希望在这些混沌一团

的情感中辨别那种“数目式的众多性”，那么我们就会

歪曲它们，就会造成对它们的误解，因此，“情感所以

活着，乃是由于有它在其中发展的绵延是一种其中各

瞬间彼此渗透的绵延。我们一把这些瞬间彼此分开，

一把时间散布在空间之内，我们就已使这情感失去它

的生气与它的色调。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自己的阴

影前面。”［2］这就是说，日常情感是不能用智力的方式

去理解的。但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却可以向我们

传达这类情感，而传达的媒介就是语言。问题是，既

然情感不能通过智力的方式去理解，语言又恰恰是依

赖于智力的，那么，作家通过语言传达情感又是如何

可能的呢？柏格森认为，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也就

是说，尽管作家只能将自己的情感固定在语言中，“仅

仅这个事实就可证明，他自己所献给我们的也不过是

情感的阴影而已。”［2］但是，通过文学语言这个媒介，

我们却可以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被表达出来的因

素，其本质是矛盾，是互相渗透；他（指作家）把这种本

质多少表达出来一些，因而促使我们进行思索。我们

受了他的鼓励，就把那介于我们意识和我们自我之间

的帐幕拉开了一会儿。他曾把我们引到我们自己的

真正面目之前。”［2］这就是说，借助语言，我们能将遮

住自我的帐幕拉开一会儿，于是透过概念，直达自己

的内心世界，去抓住绵延的脉搏。这样，艺术作品的

语言就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媒介了：虽然它总以概念的

形式存在着，但本质上却是通往绵延的桥梁。

再次，柏格森认为艺术鉴赏也是具有时间性的。

因为艺术作品需要借助媒介才能传达情感，而在情感

的传达过程中，不单先期的艺术创作具有时间性，就

是后期的艺术鉴赏，也是离不开时间的。柏格森举

“欢乐”感为例。在欢乐感的初始阶段，它只占据着心

灵的一角，并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以致我们的观念

和感觉都因之减轻了重量，甚至做动作也不需要原来

那么多的力气了；到了欢乐感的强化阶段，或者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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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欢乐的情况下，我们的知觉和记忆就会被一种不可

言状的性质所渲染，这种性质好象一种热或者一种

光，并且是那样新奇，以致我们在观察自己时往往会

奇怪这种心境是如何发生的。［2］从欢乐感的初始阶段

发展到强化阶段，这种变化不是数量式的，而是性质

式的，它不是简单的能量增加，而是随着欢乐感的增

强，引起了身体其它部位的变化，譬如最低程度的欢

乐只会引起面部肌肉的运动，但中等程度的欢乐就不

只引起脸部运动，还会伴随着声带的振动以及全身血

流的加快，到了最高程度，甚至会引起手舞足蹈或者

更加忘乎所以的狂热行为，所以，欢乐感的增强不是

数量式的而是性质式的，不是空间式的而是时间式

的。在艺术鉴赏的过程中，读者从作品中鉴赏艺术家

所传达的情感，其变化也是时间式与性质式的。柏格

森首先将由艺术作品所引起的体验分为三个从低到

高的等级：感觉、情感与观念。他认为，在最低级的作

品中，读者只能从中鉴赏出一般的感觉，所以柏格森

说过，只能让我们产生感觉的艺术品是低级的作品；

在较高级的作品中，读者能够通过体验而激发起生命

情感，这就比“感觉”更深入一层；到了最高级别的作

品，读者不但能在其中体验到感觉与情感，更可以由

情感而达到观念，所以，能否让读者获得观念性的认

知，是一件艺术品是否成功的标志。从“感觉”到“情

感”到“观念”，是艺术鉴赏的不同级别，它有时在不同

类型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体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

可以在鉴赏同一件艺术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而这一

过程，正是艺术鉴赏时间性的表现：譬如读一部优秀

的长篇小说，当我们初次阅读的时候，也许只能获得

一些感觉；随着阅读的深入，阅读次数的增加与知识

储备、人生阅历的变化，我们会从作品中体验出更深

一层的情感；到了最后，如果我们花了足够多的时间

去对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社会环境进行充分的理解

与思考，那么我们就会由情感再上升一层，达到观念

性的认识。从对小说形成一些零星的感觉开始，到更

高级的情感共鸣，再到最高级的观念认知，这一过程

充分表明艺术鉴赏是具有时间性的。正如柏格森所

说，艺术家越能将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情感所引起

的观念越丰富，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艺术作品所表现的

美越加深刻、越加高贵。艺术鉴赏的时间性，正是艺

术创作时间性与艺术作品时间性的合理延伸。

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是一个理论创举，更是

他对美学理论的一大独特贡献。在此之前，由于时间

性问题还未引起多少美学家的关注，所以古典时期的

美学家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从这一独特的视角

去探讨艺术问题。再后发展到生命哲学的前驱人物，

艺术的时间性问题才渐渐受到重视。譬如尼采就提

出过“美依时代转移”，［3］狄尔泰也明确提出“人是时

间的造物”，［4］因此，艺术是和时间性、历史性密切相

关的，不但艺术鉴赏具有历史性，就是诗人的创作技

巧也“不过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表达”，所以，“文学创作

有艺术法则，但是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文学技巧。”［5］和

几位前辈人物比较起来，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显

然更为系统，也更加有理论深度。因此，如果我们要

追溯“艺术—时间”观的思想源头，那么，柏格森是一

个不可逾越的基点，正是他使得处于萌芽状态的“艺

术—时间”观变得更加条理化与系统化。再往后，受

柏格森等人的影响，一部分美学家才开始从不同角度

去关注艺术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对柏格森的

“艺术—时间”观发展最大的，当属存在主义美学大师

海德格尔。

象柏格森一样，海德格尔也是从时间性的视角，

去研究生命和艺术问题的。柏格森写过一本《时间与

自由意志》，海德格尔的名作之一是《存在与时间》，两

本书都以“时间”为题，可见他们对时间性问题都是很

重视的。当然，作为生命哲学的后续发展，海德格尔

的时间观与柏格森的时间观又存在着一些差别。在

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中，他不再直接探讨“生命”问

题，而是将人的生命命名为“此在”，此在的生存基本

结构是“存在于世中”即在世。在世是此在的最根本

的生存状态，是此在的先验的规定性。在世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与外物、他人发生各种关系的过程，由此

会导致“烦”，而“烦”又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的

一种情绪“畏”的分析而得出的。正是畏的情绪展现

了此在的个人存在的可能性，使个人得以自由地选择

自己。此在的这种被“烦”和“畏”所困扰的存在状态，

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

准确地说，海德格尔的艺术论中并没有象传统美

学那样的鉴赏论，因为他不认为阅读是一种鉴赏，而

毋宁认为这是对艺术中真理的“保存”或“守护”。也

就是说，艺术中已自行置入了真理，而传统意义上的

鉴赏者所做的只是使艺术中的真理得以显明，这一行

动就是一种保存或守护。这样，随着艺术保存者在时

间中变化，艺术中的真理也会随之不断被新的保存者

所创造，因而，“真理，作为所是的澄明和遮蔽，在被创

造中产生。”［6］海德格尔在这里的意思是：艺术作品中

得以澄明的真理，不是固定不变的真理，它一方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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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艺术家的创作，正是得益于艺术家的劳动，真理

才被置入作品；但另一方面，被置入作品的真理又是

不完整的，它还必须依赖于读者、观众即“保存者”使

之得以澄明，只有艺术创作者与保存者共同努力，艺

术中的真理才会始终处于无蔽状态。正如海德格尔

所说：“一件作品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同样在本性上属

于作品被创造的存在。”［6］由此看来，自行置入作品的

真理就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了，因为保存者是时间性

的存在 ，所以艺术中的真理也必定受其影响而变成

时间性的真理。海德格尔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这样

说：“作品中真理的自身显现，决不可能从迄今为止的

东西中解释和推导。⋯⋯在作品中，真理投向正到来

的保存者，此即走向了历史性的人们。”［6］随着此在变

成历史性的存在，艺术也因之变成了可以创造历史的

艺术，也就是说，“艺术作为发现，本质上是历史的。

此不仅意味着，艺术在外在意义上拥有历史，在历史

进程中，艺术伴随着其它事物出现，并且在此进程中，

艺术改变和终止以及为历史学提供变化的形象。艺

术作为历史在根本意义上是奠定历史。”［6］

从以上简略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海德格尔

正是延续了一条与柏格森相同的道路，即也从时间性

的角度去研究艺术问题。他没有把艺术中的真理静

止地看待，以至于将真理看成是象黑格尔那样的“理

念的化身”，而是努力从动态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

视角去研究艺术问题。在他的艺术论中，实际上已经

涉及到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的问题，而这正是后来接受美学所重点探讨的内容。

几位接受美学大师尧斯、伊瑟尔等人，继承了从狄尔

泰、柏格森一直到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传统，对艺术

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并

由此开创了从动态、时间的视角去研究艺术问题的新

视野。而这种研究思路甚至对当代美学理论都产生

了或者正在产生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与柏格森有着

莫大的关联。因此，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待美学生成史

时，不应该忘记柏格森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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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is the Product of Time

ZHU Peng - fei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art - time theory is Bergson’s unigue pioneering work. He hoids that art is the product of time，
which shows three respects：first，in the process of art creating，time is not the accessory，it’s extension and contraction
can infiuence the content of works；second，the materiai of works is sediment from time，and communication intermediary
aiso have reiation with time；third，art appreciation aiso possess time significance. The art - time theory of Bergson firstiy
review art works from time and trends angie，which inspires the iater Existism Aesthetics and Acception Aesthetics，and
it aiso has profou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art； time； art creating； art works； art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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