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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旧文化
”

的哲学反思与批判

张宏邦

【提 要】 作为后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感性体验 ( 审 美生存 ) 作业样式 ,

“

怀 旧 文化
”

使得人们在现实与 历史 、 自我 与他者 、 虚拟与 实在的碰撞与 协调之 间找回 自我发展、 社会

和谐的 同
一性与 连续性 , 尽管怀 旧文化作 为 一种明 理格物 的 文化样式合宜 , 但其作为一种

思想馈赠的文化逻辑无效 。 怀 旧本 身关 涉
“

个人记忆
”

和
“

集体记忆
”

两 个端点 ,
而 勾 连

这两 个端点的 网络空 间 , 恰好提供 了 当 代怀 旧 文化充分展开的社会公共空 间 。 关键的 问题

在 于 , 怀旧文化在迎合科技进步 、 社会转型和大众 自 由发声 逻辑需求时 , 何以不动声 色地

秉持哲 学 自 身基于现实权力镜像的
“

隐性批判
”

本色 。

【关键词 】

“

怀 旧文化
”

感性体验
“

集体记忆
”

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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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玄仆
“

尸瑚件枓么
”

心统一的本原状态 。 因此 , 整体而言 ,

“

怀旧
, ,

类
、

似于我们汉语中
“

乡愁
”
—词的语义和语用 。

—种特殊旳感性体验 ( 审美 在现实生活中 , 像祭祖 、 红色旅游 、 观光

老街 、 黑白 摄影 、 翻拍新唱 、 复古建筑 、 老服

从词源学考究 , 怀旧
, ,

—词源
饰 、 影视历史剧 、 忆

“

青春
”

访谈节 、 喊

于希腊语 与 , 意为 回 家 、 返
热 、 西部热等艺术追求与社会现象 , 都可以归

乡 , 指人由 于渴慕 家 、 返乡 而产生的
结为 种怀 丨日姿容和細情结 。 在哲学层面上 ’

种焦急感 、 忧虑感 。 从概念发生学角度看 ,

“

怀
日是入类对 的追寻 ’ 对美

旧
”

最先指涉忧郁症 , 以及由此引致的四 种体
稀缺舰去的 留存 , 譬如柏拉图的

“

理式
”

、

液说一胆汁质 、 多血质 、 抑郁质和 粘液质 ；

“ ”

、 栖居
”

等等 。

自 世纪以降 ,

”

怀旧
”

赚次指涉 、 而当
“

‘咖
”

脑了某—个体成长过程中 的心

情绪 、 种审錢态和 种文體愫等等 。 但 痛其范畴从

无论作何递嬗 ,

“

怀旧
”

的核心指向
一故乡依

个体化的 、 私人■延展为 种普砠

旧 , 只是增添了几多新 内涵 。 即故乡 在当代人
的 、 社会 的 、 全民性的公共事件和文化景观 ,

的
“

集体无意识
”

建构 、 想象和幻化中 , 依稀

拥有了如下四项新义 ： 是指 种天人合 式
特定时段 ’ 怀 日文化还 出洛 贵的匪夷

的理想化大 自 然 ；
二是指 以古希腊社会为原型

“

怀旧
”

■种

的本真存在 ；
三是以经典艺术为形式 的感性或

审美及其生存状态 ；
四是以童年为偶細人的身

— 过去
’

个过程 ’ 并且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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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了商品社会中美感的构成和大众的 口 味 。

”①
值优思 、 全面诊疗 , 甚至直接私人定制 , 即使这

那么 , 究竟什么是怀旧文化 ？ 为什么又需 种作业方式被人们调侃为一种
“

甜蜜的优伤
”

。

要怀旧文化呢？ 怀旧 的指 向 是多维度的 , 但其基本导 向 ,

国 内著名怀旧文化研究专家 、 暨南大学赵 是人类与美好过去 的联系 。 在
“

后 现代社会
”

静蓉女士 , 在更加宽泛的社会意义上 , 把
“

怀 里
, 这一

“

过去
”

具有时 间 、 空 间 和哲学层面

旧
”

的基本内 涵归 纳为五个方面 ： 第一 , 怀 旧 上的多重意涵 。 在时间维度上 , 它意味着 旧 日

必定是一种人的意识行为或心理现象 ,
也即体 的时光 、 失落的传统 和遥远的历史 ； 在空 间层

验活动 ； 第二 , 怀旧主体必定把过去当作 向未 面上 , 它指代被疏远 的家园和故土 ；
在哲学意

来挺进的原料 ； 第三 , 怀 旧不单单是一种历史 义上 , 它指涉个体 、 族群乃至整个人类对连续

感 , 还是一种价值论 ； 第 四 , 怀旧必定是在特 性 、 同
一性 、 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 。

定情境中才能发生 的 ,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 当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大都体验和忧思过

决定了怀旧 主体 的特殊性 ； 第五 , 怀旧带有审 如下逻辑链环 ： 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助推下 , 人类

美体验的性质 , 这与我们对怀 旧 主体的情感体 对速度与欲望的无限追求 , 使得承载人类群体文

验的定位有关 。

② 这是国内 首次 以问题意识和问 化信念的传统被渐次放逐甚至遗忘了 。 现代人在

题结构的方式 , 对肇始于上世纪中后期的
“

怀旧 享受高新科技带来的快感时 , 却慢慢丢失了幸福

理论
”

所作的系统性 、 定位性研究和贡献 , 并至 感 , 唯有漂浮在稀释乃至抽空 了
“

意义
”

的现实

此真正拉开了国内怀旧理论探讨的多重帷幕 。 生活中 , 在当下的时间体验中感受着历史与文化
一般认为 , 人类对

“

重新体验
”

的渴望产 间的深层
“

断裂感
”

, 在格式化的空间中独 自承受

生了对怀旧的诉求 。

“

现代怀旧产生于现代社会 着文化之本土与外来 、 实体与象征 、 理论与实践 、

中 ,

……是现代人用 以稳定 自 身 的心灵平衡 、 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 、 生产与消费 、 民族性与

重新寻得某种灵魂归宿感的 自 我防御机制
”

。

③ 时代性等层面的
“

斗争性
”

和
“

破碎感
”

。 感情无

立足于社会发展视角 , 人们 日 益发现 , 现代性 所依托 、 问题难以求证。 为了忘却的纪念 , 呼唤昔

社会中 , 当人类 自 觉地以 自 己 作为
“

主体
”

来 日重来 ； 倾心故园胜境 , 只为了那片刻的宁静 。

塑造
“

社会
”

历史 、 实现人的 自 由 和人类解放 某种意义上 , 现代人只有
“

在别人的故事里流

的时候 , 伴随
“

理性
”

向
“

合理性
”

的 内在转 着 自己的眼泪
”

, 才能痛并快乐着 ； 抑或 , 只有凭

化 , 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文化诉求之间 的矛盾 借这种
“

重新体验
”

式的
“

乡愁
”

, 才能消解被各

就被激化乃至放大了 。 这种原本植根于现代性 种观念设计的现实世界对 自身的异己感、 疏离感 ,

社会之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两大隐忧的文化矛 进而在穿越了的历史隧道和无序的空间弥漫中 , 获

盾 , 伴随新一轮全球化 、 现代化进程的加剧 , 得内在灵魂的 自 由与外在世俗生活的宁静 。 相形之

加速度递增着人类对理性与其曾承诺给人类创 下
, 怀旧便成为一种

“

救赎
”

, 怀旧 文化便成为

造幸福 、 实现理想的不信任感 , 从而使人类生
“

后现代社会
”
一

种感性体验或审美观照的必然性

活的 自在感与安全指数在
“

风险社会
”

里一下 逻辑 , 大有与流行文化 、 大众文化相比肩态势 。

子降低为零 。 这不仅带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 或许只有真正穿越了历史 , 互文了空间 ,
逻

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 、 传统思维方式与现代思 辑才能彻底获得 自给 。 而较之于
一般空洞的 、 个

维方式等维面的根本性断裂 , 而且敦促属于传 性化的观念游戏 , 我们必须承认 ,

‘
‘

怀旧文化
”

烛

统的 、 过去的甚至珍贵的那些精神与方式成为

另类 , 并与人类生活的现实格格不人 。 人类必须 ① 詹嘛 《晚期资本 主义 的文化逻辑 》 , 三联书店 年

重新
“

认识你 自 己
”

。 顺此逻辑 , 当历史悄无声息 版 , 第 页。

② 赵静蓉 ： 《 怀 丨日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 , 《社会学研究 》

年第 期

旧便以感性体验或审美观照的文化样式呈现开来 ,

③ 周宪 ； 《文化现代性与美学 问题 》 , 中 国人 民大学出 版社

对
“

现代性的后果
”

和
“

全球化的弊端
”

进行多 年版 , 第 页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骨般的说服 、 营造 、 想象和牵引 , 使得
“

后现代 面 , 后现代文化却加强了空 间与人的社会身份

社会
”

的主体至少得 以在现实与历史 、 自我与 之间的密切联系 , 使人们开启 他们 的个人或集
“

他者
”

、 虚拟与实在 ( 这
一

关系后文再述 ) 的碰 体身份认同机制 , 在迅速变革 的世界里寻找到

撞与协调之间找回 自 我发展 、 社会和谐的同
一性 停泊之所 , 从而彰显了

一

种空 间美学 。

③ 哈维的

与连续性。 而这
一

同
一性与连续性获得圆融一贯 论述尽管是就整个

“

后现代文化
”

而言 , 但同样

的 内在机理或者现实解释力就在于 , 浸淫在怀旧 适用于检释当代
“

怀旧文化
”

。 就是说 , 在正能量

文化中 , 人们可以
一

方面无所顾忌地 回望乌托邦 意义上 , 确切地讲是在学理贡献上 ,

“

怀旧文化
”

式梦想的 曾经并以此暂时搁浅现实生活的无奈 , 现时代的发散繁衍和逻辑置换 , 丰富 、 发展和完

另一方面 , 可以重新反省乌托邦式的当下以求涅 善了学人们一度开发的
“

空 间美学
”

。 某种程度

槃重生 , 实现
“

我的中国梦
”

。 还是安徽农业大学 上
,
也仅仅是在某

一

时刻 , 搁浅乃至缓和了社会

张伟老师概括得好 , 他说 , 怀旧 文化
“

在大众文 危机和社会矛盾 。 有学人这样写到 , 在问题意识

化范式不断扩张的语境中凸显 , 成为消费社会中 与审美诉求的双向置换下 , 怀旧文化
“

在满足现

颇具影响力和现代意义的
一

种文化形态 。

”

它的流 代社会主体感性愉悦和娱乐享受的 同时 ,
又起着

行和普及缘于 ( 或者属于 ) 下面三种场景共在关 疗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引起的阵痛之 目 的 。

系的发微 ：

“

诗意家园的祈盼与回归
”

、

“

技术场的 正是带着这
一极富历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性的文

精神逃离
”

和
“

想象与现实的审美契合
”

。

①
化功能 , 怀旧在现代社会中具备了传统维度里所

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没有的深度意义 ,
而由此引发的审美思考也将是

一

直处在剧变和分化的
“

转型
”

过程中 , 生活在 现代文化发展乃至文化现代性的无尽话题 。

”

其中的人们越来越觉得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 人 需要强调指出 ,
作为

“

后现代社会
”
一

种特
们深切地感受到社会进步了 , 物质富足了 , 科技 殊的感性体验 (审美生存 ) 作业样式 , 怀旧文化
先进了 , 文化多元了 , 但精神状态却越来越流于 仅限于引领风尚 , 其主旨不在于诉诸社会历史大
缺乏深度的表面。 过于急促的现代化发展让人们 背景 , 因之不具有教育人民 、 服务社会和推动发
“

富有
”

, 也让人们对富有的
一

切越来越麻木 。 因 展的功效 。 怀旧文化尽管警醒我们时间的一维性
此 , 进人新世纪以来 , 当代中 国人 后 、 限度并企图超越空间的三维性 , 但它似乎并不对
后 、 后和 后四代人恰好构成当代中 国社会的 此走心 , 更不会对人类执著追求的

“

美好社会
”

提供更深层次的 目 的论 、 价值论和方法论启示。

趣事象 , 可以说 次
“

怀旧文化
”

的全面大爆 它可能不厌其烦地 讲述老百姓自 己的故事
”

,
也

发或者
“

全民文化乡愁
”

。 后和 后 , 在现实中 可能带动某
一地区旅游业的

一

时兴盛 ( 譬如红色
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

“

集体记忆
”

(

情绪爆发 ； 后和 后因为无处安置青 国家理性实现路径永远保持 沉默的他者
”

’ 或者
春 , 更缺乏可以托付终身的

“

青春素材重构
”

, 所
说 , 它并没有赋予新的

“

中国性
, ,

或
‘
‘

中华性
”

以毅然决然选择
“

青春的集体原创
”

。 不严格地讲 ’ 以更深刻 、 更积极的意义。 恰恰相反 , 当
一个社

晚近十年 , 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 ’ 在对青春或 会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出现集体性的
‘

向后看
’

时 ,

沉湎舰思的过程中 , 重新认识过去 , 审视时间 ,

其引发的精神思考应该是不乐細 。

,
,

因此 , 笔者
定位 自 己 , 并赋予现在与未来以新的可能性和意

义 。 以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之见 ’

‘‘

当真实不再
此佳 —巩甘也全一 —

① 张伟 ： 《试论消费语境下 的怀旧文化及其审美 向度 》 , 《 天府
是以目 的样子 , 怀旧便展现出充分的意乂 。

新论 》 年第 期 。

哈维曾讨论过后现代文化在人们 日 常生活 ② 转引 自 美 吉尔伯特 罗兹曼编 ： 《 中国 的现代化》 , 国

中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互相冲突的社会效应 ：

方面 , 人 彳丨 努力挖掘
一

系列 拟像 用 以作为 ③ 。 。

逃避 、 幻想和关注力转移 的理想场所 ； 另
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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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怀旧文化 , 作为
一

种 明理格物的文化样式合 即时性 、 参与性 、 互动性 、 隐匿性甚至 自 由性

宜 ； 作为
一

种思想馈赠的文化逻辑无效 。 质言之 , 等特点 , 因而很容易聚拢和吸引 人心 , 形成以

怀旧的文化品位值得忧思 。

“

网民
”

为称号的特定群体 。 这些特定群体常常

以年龄为代际鸿沟 , 分别在 自 己 的代际圈子里
—

、 网络 司 ：
新媒体时代

对各 自
“

个人记忆
”

进行分享 , 造就并带来这
怀旧文化介入与抽离现实的 一

—

自 由场域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 《论集体记忆 》

在哲学与職■糊题上 , 卩挪思舰

念为特征描述和反映现实的
“

主观真实
”

与现实 ？

世界本身的
“

客观真实
”

关系问题上 , 雜社曾

做过精辟舰 。 ：

“

簡 赫械

意义上 , 是主体按照某种思想的样式 , 参照实践

的要求所订制 、 选择的产物 , 是观念客体化的

果 。 哲学 直试图让人们相信 , 属人的
‘

现实
’

,

’

,

法 。 或者说 , 存在着
一

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

记忆的社会框架
；
从而 , 我们 的个体思想将置

于这些框架内 , 并汇人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

士
,

中去 。

”⑤ 可见 , 某些群体之所 以能聚集成群 ,

胃 、 ’ 力
能在其他个体難人记忆赚得强烈 的共鸣 ,

■
能够依靠记忆互浦认 , 则是 由于他们拥有相

克思在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曰 》 的经典论
似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 。 换言之 , 代际效应

述为支撑 , 或者借用后者藤前者 。 那就是 ’

“

你
在

“

集体记忆
”

的形成过程中至为关键 。

’

③

进 步的 阐叙更加详细 和深入人心 。 社会
怀旧文化

“

在现实中实现哲学
”

的过程 ’ 也
学家瑞莱克 曾 将

‘
‘

集体记忆
”

的 代际特征与
即它介入与抽离现实以求获得

“

完美的真实
”

的 ‘
‘

社会记忆
”

相联系 , 他认为 , 特定年龄段的群
过程 。 套用中 国社会科学院贾红莲研究员有点深 体倾向于在分享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的过程 中

奥 、 然却 富有见地的话语逻辑 ’ 所谓介人现实 , 获得历史性的 自我认 同 , 他们会形成 种
“

我

就是怀旧文化之
“

视域与叙事 的创造性转换
”

； 们之感
”

。

⑥ 社会学家舒曼和 司考特也注意到了
所谓抽离现实 , 就是怀旧文化之逃避

“

边缘正 ‘‘

集体记 乙
, ,

的代际特征 , 他们指 出 , 代际 因素

义
”

的批判 , 哪怕仅仅是
“

隐性批判
”

。
④

当怀旧文化成为 真头
”

并对现头的介入和
① 袁祖社 ： 《对 现实

, 的介人与抽离 》 , 《社会科学战线 》

抽离成为可能 , 紧随其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 现 年第 期 。

实會 不育 提供例 旧文化持续发展的场所和空间 ？
② 袁祖社 ： 《文化与意识形态 的良性博弈和社会价值合理化的

“ 丨

、

丨
介尸 去 、

思想语法 》 ’ 《学术研究 》 年第 期 。

这样的场所和仝间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乂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上满足了 (迎合了 ) 怀旧文化的发声逻辑 ？ 页 。

我们知道 , 怀旧本身关涉
“

个人记忆
”

和 ④ 贾红莲 ：
《哲学如何

“

介人现实
”

与
“

隐性批判
”

》 ’ 《社会

体记忆 胃个端点 ,
而能将这两个端点紧密

⑤

相连的特殊时空维度 , 当下首推网络空间 。 质 。
,

言之
“

新媒体时代
”

旧文化介人与抽离现实 ⑥ ’

上丄“ 《 “ 丄

的 自 由场域就是网络空间 。

：

一 般认为 , 网络空间这
一特殊场域 , 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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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个人和集体社会行为这
一

方面具有特殊 社会公共理性的
“

能指
”

, 抑或说 , 怀旧文化在

的作用 ,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

“

集体记忆是个人 迎合科技进步 、 社会
“

转型
”

和大众 自 由发声

记忆伴随着年龄这
一

维度而被构建起来的
”

。

① 逻辑需求时 , 何以不动声色地秉持哲学 自 身基

如此这般 , 我们就可 以明 白 , 当 同一年龄 于现实权力镜像的
“

隐性批判
”

本色 。

段的群体用户利用 网络实现虚拟参与 、 人机互 因为无论怎么说 , 任何
“

现实
”

与
“

历史
”

,

动和 自 由交流 的时候 ,

“

集体记忆
”

便产生了 。 都需要
“

逻辑化
”

说服 、 营造和牵引 , 而人类哲

而当怀 旧本身如前文所述成为
“

后现代社会
”

学恰好是关于现实与历史的知识的 自我反思 , 就
一

种特殊的感性体验 ( 审美生存 ) 主题 , 怀旧 是说 , 这些知识的 自在同
一

与 自 为对应的反思催

文化便借助 网络空 间 , 真正实现了 如鱼得水般 生哲学出场 。 纵然
“

密涅瓦 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

自 由的涅槃重生 。 不仅如此 , 这种 以
“

新媒体 中起飞
”

, 也尽管当代
“

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 的关

时代
”

网络空间为 主要承载对象的怀 旧文化 , 系将实现根本性的颠倒 , 从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

由于其怀 旧对象的直 白化与碎片化 、 怀 旧主体 的高高在上的
‘

立法者
’

和
‘

主宰者
’

转变为内

的去精英化和大众化 、 怀 旧形式和载体的互动 在于现实生 活 的
‘

诠释者
’

与
‘

推 动者
’

, 同

性 、 廉价性和 自 由选择性 ,
还呈现出 不同于 以 时 , 哲学将从

‘

唯我独尊
’

的
‘

思想垄断者 ,

往的草根性新特征 。 可以说 , 网络空 间恰好提 转向为哲学存在样式的多样化与民主化 。

供了 当代怀旧文化充分展开的社会公共空间 。

在哲学层面而言 , 这样的社会公共空 间的 本文作者 ： 西 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

持续拓展 , 或者怀旧文化对现实如此这般地介 院 届博士

人与抽离 , 恰好弭平 了当代虚拟与实在二重生 责任编辑 ： 马 光

存景观下多元交互主体间 的种种断裂和伤痕 ,

实现了多元价值诉求 与多值伦理 吁求时代的
“

通观
”

和
“

统一
”

。 正如某学者所言 ,

“

现代怀 ① ,

旧体现了作为一 种幻想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的文化冲突
”

问题在于 , 怀旧文化欲想在释放
② 文化事 件的社会学分析》 , 《社会学研究 》

更多正能量的意义上有所作为 , 必须深切驻足
。 。

并慎思明辨这样
一

个诡异曲奇的问题 ： 如何才 ③ 贺来 ： 《

“

后形而上学
”

与哲学的合理存在方式 》 , 《社会科

能有效超越个体私人理性的
“

所指
”

, 最终达致 学战线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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