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派作品中巴黎的现代性
——读觎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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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天的巴黎，你依然可以感受到香榭丽舍大道的笔直与宽阔，车水马龙，喧嚣而繁华，然而这得得益于160年前

奥斯曼男爵的改造计划。巴黎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和这个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分不开的，她的现代性至今为世人津津乐道，同

时她的面貌和模式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也被很多其他城市效仿。《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让我对巴

黎以及19世纪后半叶法国那段艺术史和社会生活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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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克拉克的觎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
中的巴黎》是一本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分析印象派画作的专

著。这和以往我们对于印象派绘画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过

去我们认为印象派绘画的地位在于对自然的摹写上，特别是

运用外光，对于瞬间变化的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捕风捉影式的

解读，更多地是对于色彩等技法的溢美之词。而这本书从技

法转移到了对画面内容的剖析以及画面背后的社会语境及人

文情怀的观照，不能不说对于读者理解印象派艺术打开了一

个全新的视角，从而对那个年代能够出现那样作品进行一个

社会学的论证和说明。

现代巴黎的格局形成于160多年前，拿破仑三世命当时

的巴黎警察局长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对巴黎进行改

造。从1851年开始到1869年，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造和建设。他计划的核心是干道网的规划与建设，因

为当时数量庞大的马车已经彻底瘫痪了巴黎的交通，所以奥

斯曼在密集的旧市区征收土地，拆除建筑物，开辟出一条条

宽敞的大道，这些大道直线贯穿各个街区中心，成为巴黎交

通的主要交通干道。但是为了开辟道路，奥斯曼拆掉了巴黎

三分之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代之以当时流行的

石头大房。这时，城市的林荫大道、音乐咖啡馆和商店成为

巴黎现代性的地标。老巴黎穷人和富人曾经生活在一起的景

观被这样的改造计划彻底摧毁，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城市周

边不同的区域，这个城市对人们来讲变得更加陌生，原有的

生活方式消失了。

我无意对这一计划进行褒贬，只是想说明印象派绘画对

于这一改造计划的直观记录。例如毕沙罗的《歌剧院大街，

阳光，冬日早晨》给我们全面呈现了奥斯曼改造计划的视点。

改造后的巴黎街道宽阔，高楼林立，体现出大都市的气派与

繁华。

如果说经过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主城既带给世人的是统

一、壮观、喧嚣与繁华，同时也带来了单调乏味、戏剧化、

《歌剧院大街，阳光，冬日早晨》(局部)毕沙罗1898法国圣德尼博物馆兰斯

堕落、粗俗和虚伪。这种现代性怎么理解，我想那就是新

的巴黎是否崛起这是带有一定的虚幻性的，奥斯曼改造计

划所带来的景象应该具有更为深层的社会学含义。从马奈

的这幅悠挂彩旗的莫斯尼埃大街》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当繁华落尽时，这种现代性对于中下层市民意味着什么?

是否可以从画中的那个独脚男人身上找到答案。而街道本

身是否失去了某些东西：各种差异、生命活力、存在感和

功能性?

当然，受到这一政治背景的影响，印象派绘画充分地展

现了改造背景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奈的《奥林匹亚》

之所以备受争议就是因为它摧毁了上流社会和官方以及古

典主义对于性的表现的趣味。而这一直由神话人物构筑起

来的裸体画体系被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妓女形象所颠覆。首

先是奥林匹亚挑衅的眼神，迫使观众需要想像整个社交生

活，以理解这位妓女的想法，而不再是观看表情空泛的裸

女时那般自在。其次是画法突兀僵硬，背离了观众对丰润

甜美的期待。再次是其中“生殖器位于蟾蜍般的手掌下；

而这只手紧张、轮廓清晰、姿势明确”，令那些惯于假装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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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

《奥林匹亚》 爱德华-马奈1863年奥赛博物馆巴黎

《女神娱乐场的酒吧I司》爱德华·马奈1882年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美术馆，伦敦大学

略了裸女性器官的男性观众，不得不注意这尴尬的所在，

这就冒犯了“任何看着安格尔或提香的画长大的人”。克拉

克认为《奥林匹亚》的这种性特征的表现是特有的。这幅

作品的表现极大地背离了当时有关卖淫业的游戏规则，以

及她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游戏在阶级中的位置，她来自社

会底层。而这一阶级标志就是赤身露体。这种赤身露体不

符合艺术惯例，与裸体画的纯粹得体无关。奥林匹亚所反

馈出来的妓女文化也成为那个年代现代性变化的一个表征。

这也恰恰体现了克拉克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艺术史

研究者对于阶级这个概念的界定：第一，他认为阶级并不

仅仅由经济地位决定，而是受到除经济表象之外的其他各

个表象的影响；第二，他认为阶级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

本质概念，而是处于时时变化中的关系概念。

娱乐休闲活动的各种亚文化及其表象也成为了奥斯曼改

造计划的一部分．。巴黎周边地区也能够发现现代性的某些特

征。这里被认为其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既不属于乡

村，也不属于城市，甚至不是二者的衰退形式。阿涅埃尔、

阿让特伊的风景在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里频频出现。在这一地

理环境中，T业和娱乐业一个挨一个建立起来，现代性的形

象似乎也生动起来，为一个全新的时代提供恰当的社交形式。

铁路成为连接着巴黎与周边地区的纽带，也成为巴黎人周末

消闲度假的交通工具。麦田和河岸远处的工厂烟囱的滚滚浓

烟则代表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马奈的(舸让特伊的划船者》
就将这些因素汇齐了：中产阶级及其愉悦，一心恭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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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以及远处工业的回应性在场。至于他们在做什么，从人

物的动作和表情中可以让我们去猜测。

谈到这里我也在想，这种景观的现代性并不是纯自然的

田园风光，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风景，我们看到很多印

象派的作品里面工业与大自然在进行着亲密接触，城市向乡

村的扩张，形成巴黎周边特有的边缘带，这是工业社会里面

的一块块绿洲吗?阿涅埃尔的浴场水质有保证吗?还是奥斯

曼改造计划下留给市民的一小块福地?

现代主义艺术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想要脱离小资产阶级

以及小资产阶级所引入的娱乐世界。但是艺术家们却悖论性

地为这些娱乐形式所吸引，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其成为

新艺术的核心主题。男爵改造计划下的音乐咖啡馆创造了

流行文化，它将阶级角色的扮演当作了一种娱乐。这种现

代性首先反映在当时人们认为在家里呆着是要窒息的，我

们需要公众的注意，有人见证我们的生活。其次音乐咖啡

馆是各类人群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印花布”人群(史学

家称这一阶层是“低等白领阶层”)这一社会新阶层的出

现。这又是一个阶级的概念。从《女神娱乐场的酒吧间》

里可看到：女主角后面镜子的背影虽然其空间结构不合乎

逻辑，但我觉得镜中的场景是马奈故意要向公众呈现的一

种现代生活环境。而这种环境体现着阶级的关系。镜中的

环境说明什么?酒吧女与面向她的客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她又属于什么阶层?面无表情又在说明什么?克拉克认为

她是超然的。而我倒觉得这似乎是女主角要向我们展示音

乐咖啡馆生活的不确定性与不断变化性。他们属于小资产

阶级，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是阶

级社会的变形人，是边缘和荒原的鉴赏家。无论是奥林匹

亚还是女神娱乐场的酒吧间以及阿让特伊的休闲生活都是

克拉克所要表述的“现代生活”，这种生活就是19世纪下

半叶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他所说的“画像”，也就是

小资产阶级的画像——无论是郊游者、观光者、划船者、

草地上的野餐者，还是被称为“奥林匹亚”的交际花、

“女神娱乐场”的吧台女。

因此，印象派绘画不仅仅是现代性神话的反映，它还带

给我们一种边缘性、不确定性、不断变化性以及阶级的混

合性，这应该是那个时代巴黎现代性的表现。而克拉克作

为艺术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代表，从这部著作中可以反映出

绘画与阶级、意识形态等传统社会学概念的全新关系模式。

这个模式正如沈语冰所言：绘画并不能直接表现“阶级”

和“意识形态”，只有当这些范畴影响到绘画的视觉结构，

从而改变有关绘画的既定概念时，这一点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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