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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研究中明白提

出了“灵晕”在艺术作品当中的重要性，作品的灵晕是

本体区别于艺术体的权威和重要标志。灵晕代表的也是

作品的独一无二性和此时此地性，这也可以称之为作品

的本真性。因为作品拥有本真性的方面，灵晕又是人在

一定情境中通过艺术欣赏获得独特的心理体验，而艺术

品本体和复制品的本质差别就此体现。

但在机械复制时代，人们越来越不关注这种心理体

验的产生，而机械复制通过对艺术品形式的细致描绘拉

近了人与艺术的距离。灵晕在此时显得可有可无，人们

越来越关注贴近生活，使艺术走向大众，当艺术变得平

易近人和唾手可得知时，艺术品本体的灵晕也就消散

了，此时艺术品本体和复制品之间的差距就显得不再重

要。当机械复制时代到达时，无数艺术复制品被批量生

产，本雅明哀叹在机械复制时代当中艺术品灵晕的消散，

但同时他又肯定机械复制时代使大众艺术的发展成为可

能，这同时也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研究》的矛盾

之处。

一、灵晕的产生

在本雅明看来，一个艺术品的独特存在在于其拥有

“灵晕”，而所谓灵晕则是指作品的本真性。艺术的本

真性“包括自它问世起一切可绵延流传的东西，从物质

上的持续到注入其中的历史性见证”。由此可见，灵晕

的产生源于艺术作品此时此地性，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

它在所处之地独一无二的此在，此独一无二性便是灵晕

产生的源头。而其独一无二性所带给人的无法替代的心

理体验，格罗伊斯认为，灵韵是艺术作品与其所在场地

灵晕的产生与消散
——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研究》  

□ 张佳欣（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41）

【摘要】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一文中，本雅明探讨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并在其中提出了“灵晕”

是传统艺术与现代机械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本雅明将传统与灵晕相联系，将机械复制与现代相联系，从灵晕消

散的视角写灵晕艺术向机械艺术的转换。因此本文将以“灵晕”为中心，结合本雅明的“灵晕观”，论述传统艺术

中灵晕的产生及来源，灵晕在现代机械艺术中的消散，并挖掘机械复制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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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与其外部语境的关系。正因如此，在独特的场

地关系下，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独一无二性会在不同的

主体上产生不同的情感反映，这便是艺术品灵晕所带来

的情感投射。

这种特性使艺术品与其复制作品显而易见的区分

开来，从而使其在面对复制品时拥有独特的权威。艺

术品和复制品之间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灵晕”，而所

谓的灵晕和本真性更来源于所体会的事物所带来的第

一无二的感受，其强调人对于亲身实践的体悟。当人

面对《蒙娜丽莎》的真迹时，会产生面对其复制品时

不一样的感触，这便是“灵晕”的真实表现。但同时，

在面对复制品时，这种独一无二性并不在于作品本身

形式，而在于作品所处的情境或是作品有关联的有关

事件，可以这么说，每一个艺术品背后都是有故事的，

而所有艺术品背后都是每有故事的。其中的故事，便

是灵晕产生的源头所在。

与此同时，灵晕的产生更在于欣赏者对于艺术作品

生发成的一种敬畏感，也就是说，灵晕的产生需要距离

的存在。灵晕的产生在于与生活之间的距离，而复制品

是拉近人与现实的距离。正如阿瑟丹托的所指出的艺术

品《布里洛盒子》和商场中所售卖的布里洛盒子一般，

人们站在与生活不同的角度观看，自然就抱有欣赏和实

用两种态度，艺术品与人的距离是远的，而生活用品和

人的距离是近的，这也就使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成

为不同于商场中肥皂盒的艺术品，也就令其具备了本真

性与灵晕。

同时，灵晕的产生与艺术品具有内在的膜拜价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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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关系。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研究》当中，本

雅明曾用巫术进行举例，他认为是巫术即宗教礼仪赋予

了艺术品一种膜拜价值，即艺术的价值来自于礼仪。在

石器时代甚至中世纪，某些艺术作品是具有神性的，一

般大众是没有资格去欣赏，从而这就使艺术的权威性和

独一无二性大放光彩。正因为如此，传统艺术因为其膜

拜价值具有神圣性，其对人有着不可言说的意义，这也

是“灵晕”产生所在。

二、灵晕的消散

本雅明说：“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

东西就是艺术品的灵韵。”灵晕的消散和机械时代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

本雅明认为，传统艺术特征是“灵晕”，而机械复制导

致灵光的散失，取而代之的是“震惊”。灵晕散失的重

要原因在于作品此时此地性的消散，灵晕的消散，也意

味着本真性的不复存在。“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

统领域，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并以一种摹本的众

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机械复制通过众多的数量和形式上的精细复制打破

了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独一无二性，在“量”的冲击下，

所谓“灵晕”就显得不为重要。这就导致了传统艺术的

本体在面临复制品时的权威受到了冲击，本真性因此丧

失，其灵晕也因此被打散。

同时，灵晕的消散与当代生活中大众意义有关。由

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艺术不再具有神圣性，也不再被束

之高阁，而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艺术必须要以一种贴

近生活，平易近人的态势出现，这就导致了人与艺术之

间的距离感消失殆尽。首先，大众渴望与艺术作品的贴

近，但并不选择自己走进艺术作品，而是选择利用现代

科技使艺术作品走向自己，这就导致了机械复制技术淋

漓尽致地得到了运用，同时当欣赏艺术作品时大众因为

缺少此时此地性的体会，而更加关注作品的形式，而机

械复制恰好可以给观众这样的体验，因此灵晕不再被大

众所重视。同时，事物的独一无二性正在消失，人们越

来越不关注其发生的情境，这就使作品更加不具备独特

意义。当艺术过于贴近生活，其就不再称之为艺术，而

机械复制刚好消除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使艺术不

再具有独特性。

同样，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一副作品更关注其展

示价值而并非膜拜价值。由于机械复制的产生，导致了

一个作品的独一无二性被瓦解，同时其神圣性也被冲刷。

在现代社会，传统艺术早已从祭祀中解放出来，成为普

罗大众可以参观展览的对象。而艺术也走下了神坛走进

了日常生活，艺术作品的神圣性早已消失殆尽。展示价

值取代膜拜价值，意味着艺术接受方式的改变，由侧重

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转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式接受。

这同时导致了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更加容易获得，

也就导致了对于艺术品聚精会神欣赏的人也越来越少，

从而对于作品灵晕的关注也不再重要，因此在现代创作

当中，灵晕不再成为创作的核心。

三、机械复制生产的现代意义

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对于机械复制生产

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本雅明哀怨灵晕在现代机械复制

中走向消散和传统价值观的式微，但同时，他也歌颂现

代机械复制生产对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并认

为机械复制生产是现代文化艺术的大势所趋。

纵然，机械复制生产导致了灵晕的消散，但本雅明

对于机械复制生产仍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机械复制

生产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艺术接受的大众性。毫无

疑问，机械复制能够使艺术来到人间，大众能够以更

简单的方式接触到艺术。这就导致了艺术成为雅俗共

赏的，也就导致了艺术走向大众成为了可能。机械复

制的涵义包括两个层而，第一，仅利用复制技术来复

制已创作完成的艺术品；第二，借助机械复制技术进

行艺术的创造，如电影。大众对于艺术产品是渴望的，

而无论从哪种角度理解，机械复制都为大众文化的生

成带来了机会。

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成为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本

雅明称，“艺术的制作与接受的技术条件的变化与传统

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性质的决裂，这一决裂有效地废除

了艺术先前的礼仪或膜拜基础，为艺术的政治功能的优

势发挥铺平了道路。”在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时代的

艺术是具有政治功能的。

因此，纵然机械复制使作品的灵晕消失，但其使大

众文化得到了普及。从这一点上，机械复制有着不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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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的意义与作用。从此不难看出，本雅明对于机械复制

时代艺术时代的生产所持是一种肯定的态度。但在机械

复制时代，是否就不能生产出具有灵晕但艺术品仍然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和艺术灵晕

究竟应该如何共存。

四、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反思

毫无疑问，在机械复制时代当中艺术作品的独特性

被取代，当下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使艺术变得雅俗共

赏，但这其中必然会使艺术品的“灵晕”走向消散。当

下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艺术品的形式，即如何使艺术品

的复制品与原作更像，而并非关注其内容，实质以及产

生的情境。因此，当我们利用复制后的艺术品去普及大

众文化时，我们更需要关注，如何使更多的人感受到作

品的灵晕所在。为解决此问题，艺术教育中美感的培养

是必不可少的。

艺术教育的实现不仅仅是关于如何模仿作品，更要

在于作品内涵的普及。于是当我们欣赏一幅画时，更应

该关注其为何创作以及其意蕴所在，而在进行文学创作

之时，更应该“以我手写我心。”当下，为了教会人们

进行文学创作推出大量的“大师课”，教导人们文学创

作的所谓结构，文学创作被像公式一样安排，包括在什

么时候出现人物，什么时候出现情节等等，这在机械复

制时代当中成为普遍的创作形式，而文学创作因此也走

下了“神坛”。纵然自古以来文学作品当中的情节大多

有相似和可替换之处，但现在这种创作方法，已经将文

字作为一种填充，个人的情感已经屈服于创作形式的完

满。此时创作出来的作品已然不是艺术品，因为人作为

人的思考已然消失殆尽。因此当下的艺术创作应该改变

这种局面，更应该以人为中心而并非以形式模仿为中心。

无情感和意蕴的投入成为机械复制时代创作的潮流，于

是在艺术创作之中急需改变这样的现状。这就需要艺术

创作者在创作之时虽用更加浅显易懂的方式，但更应该

传递的是自己在艺术作品当中的思考与情感表达。同样，

在艺术教育当中，更应该关注的是对于美感的培养，培

养多方面欣赏美的能力，脱离形式的局限，观赏者更应

该关注到的是作品所要传达的情感内涵。

五、结语

根据本雅明的理论，“灵晕”是艺术品之所以成为

艺术品的本质标志，由于其本真性，使艺术品在复制品

面前具有权威。同时，传统艺术所具有的膜拜价值使

其更有神圣性和独一无二性。灵晕的产生更在于人们

对于艺术品此时此地产生意义的关注，其来自于人们

的身心体验。但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使这种灵晕消散，

人们对于艺术品的关注更在于其外在形象，而并非其

内容与意义。同时由于机械复制，艺术也由神坛来到

了人间，大众对于艺术的欣赏也导致了传统艺术的去

神圣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大众文化的产生。无论如何，

在本雅明的眼中，机械复制带来的更多是文化的普及，

其对于机械复制更多的是认同，对于灵晕的消散更多

的则是惋惜。而因此，为化解灵晕在机械时代当中的

消散，在发挥机械时代艺术品在普及大众文化当中的

作用之时，更应该凸显艺术品本身对于情感的反思与

表达。因此在艺术教育当中对于美感的培养应超过对

于形式的追求，这样方能使机械复制时代中的“灵晕”

走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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