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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思竞速现代性的寓言文本 

——《从前慢》的“慢记忆”书写及其隐喻 

张雪 杨向荣
1
 

【摘 要】：《从前慢》是一个竞速时代慢速审美现代性的寓言文本，木心对少年时代小镇生活的蒙太奇式书写，

实则是对“从前慢”的生活追忆，是一种“慢记忆”的书写，它不仅承载着离散在外游子的怀旧之情和乡愁意识，

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竞速现代性的生存镜像和批判视角，呈现出走向慢速现代性的审美话语隐喻。 

【关键词】：《从前慢》 慢记忆 慢生活 竞速现代性 慢速审美 

在现代文学史上，学界普遍将怀旧和乡愁视为木心《从前慢》的重要主题，认为《从前慢》是“离散”文人木心在异国他乡

的“回归”之作。虽然不能否认《从前慢》文本所体现出来的乡愁与怀旧意识，但学界却忽略了诗作中的“慢记忆”书写及其审

美隐喻。《从前慢》是一个竞速时代慢速审美现代性的寓言文本，木心对少年时代小镇生活的蒙太奇式书写，实则是对“从前慢”

的生活追忆，是一种“慢记忆”的书写，它不仅承载着离散在外游子的怀旧之情和乡愁意识，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竞速现代性的生

存镜像和批判视角，呈现出走向慢速现代性的审美话语隐喻。 

一、记忆中的慢城画卷 

木心的少年时光是在乌镇度过的，对故乡的草木、山水，以及人和事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木心后来以离散者的身份生活

在异国他乡，他曾描述昆德拉为“带根的流浪人”，这个标签实际上也很适合木心。木心在谈到自己的流亡经历时曾说：“若问

我为何离开中国，那是散步散远了的意思，在纽约一住十年，说是流浪者也不像。”1 

2006年 10月，木心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了自己旅居在外的乡愁，“我的童年，中国还有‘民间社会’可言，那种自给自足

自生自灭的生态，特有人情味、戏剧性。在美国犯乡愁了，我就想写一本书，叫做《往日醍醐》，中国江南的浮世绘呀，用意识

流手法描摹我童年故乡的春、夏、秋、冬，可奈中途停笔，后来就意兴阑珊，没写成。”
2
可以说，木心一生大半在外漂泊，从

乌镇到上海，到纽约，再又重回故乡。《从前慢》是木心在旅途中写的一首小诗，收录于 2009年的《云雀叫了一整天》诗集中。

全诗如下：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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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3 

显然《从前慢》是木心作为离散者的“思乡病”和“孤独症”的表征，从文字的叙事表意来看，全诗是对逝去的少年时光和

小镇生活的回顾和追忆。诗中笼罩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意识和怀旧情结，如家乡的风土人情、小城的老街和店铺、记忆

中的日色、小道上行走的车马邮件等。 

这些典型意象可以视为木心在自身历史性时空体验的线性滑动中，立足于当下时空感知，向逝去时空经验的回归。整首诗作

为时空体验指向一种有别于当下现代性生活空间的慢时空，在回忆和记忆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对从前的时光进行速写与重构，使

其成为木心实现自我认同的路径。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

产生着影响”4。可以说，现代性也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小诗也是长期旅居海外的诗人基于传统时

空经验的一种身份认同建构，这种个体时空坐标的辨识是对“从前慢”——“现在快”的时空体验对比的结果。 

正如木心曾自述：“古代人，像刚开封的酒，酒味醇。但这酒缸没有盖子，酒味走了。博物馆，早期的，希腊的雕塑，中国

的青铜时代，多好！现在塑料的东西也放进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倒着看上去，人类才进化。”5诗中的“慢记忆”书写，本来

是诗人对自己少年时光和故乡生活的怀念与存照，却在当下成为网络二次创作的元文本，引起一系列以“从前慢”为主题的文

字、图片以及视频创作的网络狂欢，可以视为一个加速现代性语境下的寓言文本，折射出竞速时代现代人生存镜像、情感呼吁和

审美诉求。 

全诗以“记得”这个颇具意象指涉性的动词起首，把全诗引入对少年时故乡“慢生活”的时空追忆与速写中。“早先”和

“少年”都是有着时间印记的词，强调作者思绪的时空久远，也将读者的思考引入作者成长于斯的小镇时光。诗人所展示与强调

的记忆画面中，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到了过去小镇日常生活中真诚相待、不疾不徐的社会互动，过去的人们“诚诚恳恳”，“说一

句是一句”，通过对过去社会关系所呈现的从容舒缓、井然有序、亲密无间等特征的微妙捕捉，奠定了全诗的“慢记忆”和“慢

生活”基调。在木心的怀旧书写中，“慢记忆”还指向故乡小城的空间记忆，这是对当下竞速空间体验的一种“返魅”回归。 

全诗通过一连串的回忆意象，呈现出从前的小城生活画卷：“清早”去“火车站”的路上，“黑暗”的“长街”没有“行

人”，只有“冒着热气”的“卖豆浆的小店”开着门。在空间场景中，火车站送往迎来，这是一种快的意象，但在诗中，火车站

在无人的长街和冒着热气豆浆小店的笼罩下，从空间场景中剥离出来，在夜色中变得模糊和缓慢。 

无论是空无一人的长街，还是卖豆浆的街头小店，相对于当下城镇化景观所凸显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加速生

活场景，这无疑是一种相当“慢速”的传统小城生活景观的速写。生活的细节、表象，是与它的最深奥、最本质的东西联系在一

起的。以此来看《从前慢》，在木心那里，一个人，一片景致，一场对话，或者一种情绪…… 

显然作者在从前生活时空的意象中着力捕捉的是凸显“慢”的价值的断片，是对日常生活碎片的敏锐感受，是一种对被暂

停的永恒印象的审美追求，其意义在于从“慢生活”的细节中去发现日常生活的价值所在。有研究者强调中国诗文的空间书写

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意念化特征，具有以己感物的思维特质和具体物象的空间表述方式，也体现着创作者的人生价值。6 通过小城

物象的静态呈现，打开传统社会“慢生活”的价值遮蔽，正是木心空间书写所呈现的意念化特征。 

木心对前后时空体验的区分强调一种社会关系的角度，“一生只够爱一人”是一种“慢爱情”的书写，这种理想爱情是一

种诉诸时间维度的情感实践。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所描述的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

中所讲述的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故事都强调爱情的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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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爱情是缓慢的，需要时间来沉淀：一辈子只能等一个人，只能够爱一个人。在短暂的人生经验中，爱情被无限拉长，

形成一种时间的凝固感。因此，“一生只够爱一人”描绘了跨越时间考验，即使通过异常慢速的车、马、邮件联系也坚守爱情的

意象画面，这是对当下感情的一种寓言修辞，与今天的“爱情泛滥”“情感买卖”“闪婚闪离”等现象也形成强烈对比，极具寓

言反讽性。因为传统交通、通讯方式、生活空间的慢速特征，社会互动更具深度和长久性。 

在这样的慢生活节奏下，生活被赋予与当下加速生活不一样的品质，人们的感情更真实，更深切，体现在爱情上，就是一生

只能够爱一个人，这是一种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反讽指表面意义与内在意义的不一致，反讽的运用使文本话语产生变形，以达到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从前慢》中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实际上木心是想表达一种反讽的隐喻意义：在“日色”快了，

“车”“马”“邮件”也快了后，需要慢慢沉淀的爱情也快了，这与当下“一生不止爱一个人”，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 

全诗仿佛一幅静态的“慢城”生活画卷，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人文水墨画卷。今天，现代人像旋转的齿轮一样沉沦于各

种“竞速”生存中，日益成为城市流水线和机器的附庸。当下的竞速时代被贴上了很多标签，如尼采的“偶像黄昏”时代、艾略

特的“荒原”时代、曼海姆的“慢慢长夜”时代、卡夫卡的“城堡”时代、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等等，都言明这是一个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故乡乡邻间交流的细声慢调、诚诚恳恳，以及小城的长街小店，在诗人的记忆叙事中被赋予灵韵，并与当下

的竞速城市空间形成鲜明对照，形成穿越性的静态远托邦想象画卷，让置身于现代性都市空间中的个体拥有家园般的温馨记忆。

沃斯·内舍写道：“城市这一文化文本仿若可以一再叠加书写的‘羊皮复写纸’，艺术、信仰、政治种种话语在其上留下印记，

城市由此成为一个无法完成却可以无尽解读的文本。”7 因此，保留记忆中的小城画面，挖掘其文化底蕴，不仅是探寻故乡小城

“年轮”的关键，也是对记忆中“慢城”的静态呈现。 

二、消逝的慢节奏生活 

除了通过记忆描述出一幅“慢城”画卷外，木心还通过动态的小城画面，绘写出逐渐消逝的“慢节奏”日常生活场景。在诗

中，缓慢的落日、载着邮件不紧不慢行走的马车，无疑勾画出一幅慢节奏的田园诗般生活画卷。虽然木心写作《从前慢》是基于

其离散文人的知识背景，但是作者敏锐地感知到个体思维方式转变背后的媒介动因，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如今越来越聪明的人

工智能，不断人性化的算法，都揭示出媒介并不是透明的，它不断浸入人的身体，导致人类同质化的生活方式，以及感知世界方

式丰富性的丧失。8媒介环境学派代表性学者麦克卢汉主张媒介即讯息。9媒介不是被动接受信息内容的容器，从前的车、马、邮

件到当下的数字化生存，不仅仅是通讯技术的更替，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人的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革。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这里的“变”表征了诗人心理感受的一种变化：一种“从前”到“当下”节奏日益加快的心理感

受变化。这种感受是与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比较中得出来的，“车，马，邮件，都慢”作为一种媒介生存隐喻更是相对于当下加速

生活而言的，因为传统生活方式倚赖的车、马、邮件，对比当下的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媒介，其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从借助自然动力的马车、帆船，到借助动力的蒸汽机车、轮船、汽车、火车的发明，再到城市地铁、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

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提速给现代人带来了快速的现代性心理体验。在诗中，车、马和邮件与当下的飞机、高铁和电邮相比，无疑

形成强烈的速度反差。火车站、长街、豆浆店、日色、车、马、邮件等意象使全诗具有极强的画面感、空间感和节奏感，营造出

一个“慢生活”的小城世界，表达了木心对从前那个充满温情、人与人相互信任的“慢世界”的怀念，以及对当下加速社会的生

存反思。 

乘坐高铁奔驰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中，是一种时空压缩的加速现代性体验。高铁成为现代性时空中的一种神奇之物，它奔腾而

过，驶出城市，越过山川，掠过乡村，以令人惊叹的速度穿越在大地上，对传统的地理空间产生了剧烈冲击。高铁的提速把过去

的旅行时间不断缩短，空间被急遽压缩，但现代人往往在急速变换的异时空中感觉到晕眩和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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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希弗尔布施引用 1839年的一篇匿名文章内容：“如果是在铁路上旅行，我们就很难看到那种一直拖着我们飞快前进

的奇妙力量了。……我们感觉到自己在动，而且在很快加速；坐在公共马车里，旅程漫长而乏味，但在这儿，我们还没来得及反

应，旅行已经结束了。”
10
可以说，乘坐高铁和飞机出行相对木心诗中所写的驾乘马车缓缓而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与体验。 

骑着马或坐在传统的马车上，距离感在与自然的具身交流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传统的亲近自然的交通方式被高铁、飞

机等现代缺乏自然具身性的交通方式取代，人们在加速的时空影响下，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直观感知消失了，产生的是一种晕眩

或迷失感。在现代快节奏的旅行体验中，传统的空间感知被不断加速的时间瓦解，空间的距离被消融在可计算的时间之中。 

哈维写道：“现代性不仅需要无情地打破任何或所有在前的历史状况，而且也使它本身具有了一种内在断裂和分裂的绝无

止境的过程和特征。”
11
笔者以为，现代社会的这种断裂性是一种当下生活与传统生活的断裂，一种充满速度体验的现代生活与

宁静而缓慢的传统生活之间的断裂。从骑乘时代、铁路时代到飞机和高铁时代，运输速度得到了飞速提升，而当下的信息和数字

技术也创造了传统媒介所无可比拟的传播速度。 

《从前慢》中的“变”这个词，还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感知方式的转变，一种从从前经验到当下体验的心理感受转

变，这也正是木心“从前日色变得慢”的隐喻之所指。经验是传统社会的产物，是传统心理结构的积淀，如木心所言的大家说话

都“诚诚恳恳”，有一说一，没有多余的废话。 

在木心的记忆中，从前的人际交流是一种经验的传承，个体与外在世界的感知是连续的、和谐有序的、温情脉脉的，生活是

一种缓慢如细流般的场景。反观当下的速度化生存，飞逝的场景与加速的时空体验带给个体的不再是沉淀的经验，而是一种应接

不暇的“震惊”体验，这是速度逻辑带给个体的一种心理震惊，是一种突发性与疏异性的情感体验。 

笔者以为，木心居于当下的加速社会中，他基于快速变迁的现代生活感受到了传统经验的丧失。因为现代性的速度异变，从

前那些固定的经验，如价值观、生活方式、时空安排、心理、社会关系等，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是当下时间加速带来的一种“速

度异化”，它表现为人与其周遭环境关系的异化，是人对其周遭空间的陌生化感受，即对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我们缺失了亲密感

和记忆能力，人和世界的共鸣关系消失了。在媒介的竞速影响下，信息瞬间万变，主体对逝去事件的遗忘速度大大加快，个体的

行动受到速度的宰制，没有什么东西能再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办公的自动化，时空距离在今天变得不再是问题。个体依托网络媒介的加速实现了对现实时空

距离的征服，空间不再如前现代社会一样相对稳定，而是逐渐从物理地点中分离出来，现代人形成吉登斯意义上的“脱域化”生

存。齐美尔认为，“我们所体验到的生活速度是生活的全部及其变化程度造就的产物。”
12
鲍曼也认为，在现代性速度的影响下，

“空间已不再是一个障碍物——人们只需短暂的一瞬就能征服它。”13 

在媒介生存日常化的当下，地球村已经成为技术现实，通过新媒介技术人们甚至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跨时空的虚拟在场和即

时对话，但这种技术中介化的“亲密感”却未能消除现代人的思想隔阂，交流的无奈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新困境。现代人征服

了越来越多的时空距离，但仍然感觉时间不够用，并发出“时间去哪儿了”的感叹。 

可以说，在速度经济下，快节奏的生活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不仅在商品的生产中，在商品的交换和消费，以及人们的交往与

交流中，遵循的也是这种不断加速的速度逻辑。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带来的是一种时间紧迫的体验，现代生活充满了越来越多的

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车，马，邮件，都慢”不仅是诗人个体的一种慢生活体验，也是对一种消逝的“慢节奏”

生活的缅怀，它相对于快节奏的当下生活而言，也极具哲思性。 

三、凝固时间的反讽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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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中，“锁”与“钥匙”两个意象尤其具有独特意味。从前的“锁”“好看”，开启“锁”的“钥匙”“精美有样子”。

诗人表面上在客观地追忆过去的小物件，“锁”是对从前生活的怀念，也是诗人乡愁意识的沉淀和铭刻。笔者以为，“锁”也是

关于时间意识的一种哲思和隐喻，意味着历时与共时维度下关于日常生活流变中的某种确定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人在变动不居

的时空中的坐标。从前的“锁”好看，不仅是因为锁住了诗人的乡愁，关键在于锁住了其少年时期认同的乡土社会所达成的默契

与秩序。 

在这里，锁意味着时间的凝固，美好生活范式的“确定性”是超时空的。打开记忆，回到过去生活坐标中的“钥匙”，在诗

人的心中，因而“精美有样子”，精美钥匙的“样子”也隐喻了确定性的生活范式。“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更是全诗的精华所

在，这句话就仿佛一个召唤结构，召唤读者展开无限想象与思考。“锁”住的不仅仅是人与物，不仅仅是记忆和乡愁，更是过去

的井然有序的“慢”生活。木心想把美好的东西固定在时空流变中，让它们得以返魅，如清早街头冒着热气的豆浆店、那不紧不

慢的寄送邮件的马车，以及伴随真爱慢慢变老的恋人，种种生活景观隐喻的是带有慢色彩的集体性记忆和经验图式。 

木心通过“锁”与“钥匙”两个意象，书写凝固的时间隐喻，这是对当下竞速现代性社会的失望写照。随着现代性的扩展，

信息时代的到来导致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的速度明显加快：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流不息，通过网络，

人与人之间可以实现即时对话，以秒速接收和发送邮件。竞速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原有

社会结构、互动方式甚至个体信仰的崩溃和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木心所怀念的“从前慢”生活，实际上是对“当下快”的一种反讽。在竞速时代，人们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

反思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刻性，而且这是一种普遍性、全球性的反思。时间是个体存在的重要维度，忙碌的生命终归走向死亡，在

有限的生命限度内，有必要将目光转向慢速过去，以反思快速当下所带来的现代性隐忧，拔出深陷时间维度中的双脚，理解慢生

活的意义生成，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在木心那里，回忆即诗，少年时的故乡小城的经验，成为

一种本身的生命体验，成为当下竞速时代的一种越境体验。木心将小城的慢生活裁剪成慢镜头的蒙太奇书写，将最本真的诗意留

存，使其成为反思竞速现代性的隐喻话语。 

后现代的时空体验中，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更迭，技术赋权之下的社会生产潜能得以不断释放，整个社会进入一

个加速时代，速度体验被空前凸显。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由于速度而被不断拆解和重构，现代人从整体上陷入一种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的竞速时空体验中，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慢生活”书写所隐喻的“慢速审美”理念，是对竞速现

代性所带来的问题的回应。 

作为一个与速度相关的寓言文本，《从前慢》提供了加速时代现代人生存镜像的一种反思和批判视角。木心感受到了现代技

术带来的速度，但同时他又对现代人的速度崇拜表示出担忧。木心的描述也是对当下现代生活的快速变迁与动荡不安反向度写

照。 

现代生活的快速发展给现代人带来了神经紧张和烦躁不安的体验，这是一种被外在世界纷至沓来的印象所压抑而带来的感

觉，表现为过度敏感的神经衰弱，以及社交上的极端冷漠和恐慌，这也正如弗里斯比所言：“心灵深处缺乏某种确定的东西，驱

使我们在不断翻新的刺激、感觉和外在活动中追逐瞬时的满足。结果我们陷于变化无常和无助的状态中。”14 

后现代日常生活已然进入加速模式，速度逻辑成为现代人的准则，竞速逐渐成为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导向。卢梭在《新爱洛伊

丝》中曾影射了现代人的加速感受：“我开始感到这种迷醉，我陷入一种晕头转向之中，恰如一个人眼前飞快掠过许多东西时所

感到的昏眩。……我的爱好飘忽不定；我的趣味不断屈从于舆论，我没有一天能拿得稳第二天我会喜爱的东西。”15这种加速现

代性所特有的丰裕感和迷失感同在的矛盾体验也见于昆德拉和波德莱尔的描述，“在这个自然被机器革命的世界里，生活似乎

被装上发动机，我们由此开始了转瞬即逝的生活。”16“我们就像跳着圆舞的陀螺和跳跃的球；甚至当我们进入睡乡，好奇心也

使我们辗转而饱受折磨，仿佛残酷的天使在不断鞭打太阳。”
17
在竞速社会，日常生活的核心逻辑是一种加速逻辑，速度成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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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成为个体介入世界的主要方式。个体生存时空被高速度辗压成碎片，追逐“倒计时”成为个体时空生存的规

训目的，现代人在时空挤压下的竞速生存使其甚至无暇思考。在高速的现代性场景中，尤其是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竞速是

以失去真实性体验为代价的。 

罗萨认为，加速是现代人最基本的具身体验，但加速生活的背后则存在内在悖论：一方面现代人节约时间追求速度和财富；

另一方面却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财富，“在这种方式下，时间预算与技术带来的新希望之间所展开的是一个零和游戏（甚至

是一场负和游戏）。”18 现代人永远感觉在通往目的的路上，时刻感觉时间短缺，所获得的并非因节约所带来的加速幸福体验，

而是时间永远贫乏的焦虑体验。 

速度异化作为竞速时代个体时空体验上的新异化，带来现代人时间病理学意义上的抑郁症。“这种抑郁状态是一种心理上

的反应，它以感觉时间黏滞、静止和失去未来的体验为特征。”19忧郁与现代社会的时间加速体验密切相关，是由于竞速压力所

衍生而来的一种时间不确定性体验。从这个层面来看《从前慢》，它是一个反思竞速时代现代人生存镜像的文本。现代人对速度

的追求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这也让我们更为怀念从前的慢生活，怀念传统社会的井然有序的悠闲时光。而罗萨眼中抑郁

症者对时空坐标迷失的不确定性体验，实际上就是《从前慢》中“锁”这个意象的寓意指向。 

可以说，《从前慢》中被凝固的时间书写，是木心诗意生存的向往与诉求，也是其流散经验和文化认同的表征，所针对的是

竞速时代和消费时代所带来的急功近利观念，是一种竞速现代性的反讽隐喻。汤普林森认为，当今社会发展的竞速学盛行，传统

“等候型文化”已经衰落，速度已经占居了明显优势，慢生活逐渐被人遗忘，世界的快速生活方式成为一种速度文明。19木心对

快速发展的现代性社会有着深深的隐忧，在他看来，急功近利的观念蔓延全世界，显露了人和社会的虚浮孱弱。木心看到了竞速

时代消费逻辑所导致的急功近利观念，在木心眼里，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艺术的悲哀。 

四、结语或反思 

现代社会出现了速度崇拜，现代人被速度所控制，甚至出现了速度暴力或速度异化。当下不少学者反思竞速下的现代性生

存，期望通过“慢审美”，通过对“慢生活”的追忆与建构来实现“远托邦”审美救赎。面对加速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困境，

“慢速生活”和“慢速美学”观念的出现，正是为了对抗竞速文化下的新异化，这也是《从前慢》的审美救赎的寓言所指：通过

对“慢生活”的怀念与呼吁，实现现代人的情感与审美救赎诉求。基于此，《从前慢》提供的是一个典型的批判社会竞速现代性

话语的文本，同时也隐含着“慢速美学”的寓意所指。 

在《从前慢》对慢城生活景观的记忆书写中，大家说话诚诚恳恳，是传统社会深度社会互动关系的体现，而清晨去火车站的

无人街头、缓慢的落日、慢悠悠的车马和邮件，都与当下日益加速的城市空间和信息化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诗人的慢记忆中，

“一起慢慢变老”的爱情是美好的，它与当下爱情的浮躁和不确定性形成明显反差。笔者以为，在传统社会，个体受在场规律支

配，具有情感的真诚性，但在加速的现代社会，情感体验日益缺乏亲历性，出现了疏离与距离感。因此，从速度美学的角度来看

《从前慢》，可以挖掘诗中“慢记忆”书写的审美症候，同时也影射出加速时代慢速审美现代性的救赎策略建构。 

正是由于当下的竞速冲击，现代人开始提倡慢生活，期望以此实现加速时代的慢审美。意大利人佩特里尼发起的“慢食”运

动，针对“快餐文化”，呼吁放慢进食速度，保持进餐的身体在场感，注重进餐时的情感互动与交流。1989 年成立的国际慢餐

协会宣言强调：要守护平静的物质生活，抵抗追求快生活的全球性热潮，要向把“疯狂”误解为“效率”的人们推荐一种缓慢且

能带来愉悦感受的抵抗方式。新西兰人帕金斯提出“慢速生活”理念，提倡以慢速的生活模式，抵抗加速生存所带来的压力。在

帕金斯看来，慢速生活“通过关怀和专注，试图商洽这些每日所经历的不同世事。其首要问题就在于以有意义、可持续、深思熟

虑和愉悦的方式活在当下。”20美国人科普尼克提出“慢速美学”理论，探讨摄影、录像、电影等媒介艺术中的“慢速”如何建

构和重构了个体的时空体验。新的时间意识、变化和不确定性与速度相关，是现代性的突出表征，科普尼克提出慢速美学观，可

以说为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速度话语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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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生活”和“慢审美”理念传达出速度批判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反思竞速的生存模式，可以成为加速现代性语境中

现代人的审美生存策略。“慢生活”和“慢审美”理念的核心在于理解和挖掘“当下性”，或者说，把“当下”按下缓慢键或暂

停键，使“当下”焕发出审美意义，使其建构与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经验关系。科普尼克认为，“在现代慢速美学的模式中，‘当

下’不仅仅是一个场所，而是‘过去’和‘未来’握手，共同构成持续经验。”21慢速的审美艺术“尝试了延长的时间结构，使

用了犹豫、延迟和减速的策略，试图让我们暂停下来，体验一个短暂的存在，体验它所有的异质性和差异性。”22科普尼克还提

出“慢速现代性”概念，认为“‘慢速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高度现代性结构中的褶皱之一。其挑战了现代主义者关于速度和

持续时间位移的某些信条，并准确预示了当代‘慢速美学’的一些核心问题。”23 

沿着科普尼克的观点，可以认为，“当下性”并非纯粹时间意义上的瞬间，而应当成为一个被赋予审美意义的空间场所，一

个有着连续记忆和情感共鸣的场域。关注“当下”，意味着放慢速度，固定当下的时间，使“当下”焕发审美意义，使当下成为

过去和未来的连接。在“慢审美”理念中，“当下”是一种多元共存的时间，慢下来意味着对“当下”多重时间性的深度体验。

“当下”并非空洞而无意义的瞬间，而是一种充满绵延记忆和情感共鸣的多重时间，如科普尼克所言，慢速美学“致力于映射富

有当代性的经验，它表达并反映了在我们这个拓展的当下瞬间中多股时间流的共存。”25“在所有的不和谐、多样性和短暂性中

生存的当下，是我们对过去和未来之间意义关系进行积极协商的唯一场所。”26 在科普尼克眼中，慢速美学的多重时间性体验，

为我们重建延绵的时间记忆，寻回丰富的深度生命体验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慢审美”理念通过减速策略反思现代性，

建构了一个“远托邦”的审美世界，是加速现代性的对立面。 

“慢审美”理念也是对加速的现代性时间观的一种反思。在加速和竞速的时间法则下，现代人处于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的

博弈之中。外在时间要求主体保持提速状态；内在时间要求主体保持减速状态。“慢审美”关注当下，因而形成一种慢速的时间

政治来抵抗加速的时间政治。通过放慢脚步和节奏，重拾慢生活，现代人得以减缓加速所带来的时间压力，避免沦为时间的附庸

和机器。尤其在媒介技术时代，“慢审美”是一种审美化生活实践，“这种自我的慢速艺术实践于社会网络和时间文化之中，因

此它们对快速文化的伦理问题无疑是一种减负。”27此外，“慢速生活”理念通过减速与加速的外在生活保持距离，强调关注当

下性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关注主体精神和情感的当下性。在慢审美体验中，个体暂时性地远离了竞速的日常生活轴，实现了对外

部物理时间的中断与抽离。现代人进而在一个异在于竞速生存的“远托邦”中感受时空的缓慢流逝，实现审美救赎。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个体生活空间和时间呈现碎片化状态，使现代人的生存遭遇困境。昆德拉反思技术革命所带来的

“令人出神的速度”，发出“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的追问。28 可以说，慢生活是对个体生命审美意义的重新审视和发现，

是个体加速时代生存困境的审美救赎策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欲速则不达”理念，书法、棋艺、茶道、园林艺术等文化形式，都

提倡一种慢速的审美理念。在机器出现之前，生活方式和审美文化都始终是缓慢的，无论是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杜甫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所蕴含的也是这种慢与静的审美趣味。今天，

城市公园、湿地、绿道、休闲街区的建立，也是为现代人提供一种慢审美的生活空间。慢园艺、慢旅游、慢城市、慢教育、慢时

尚、慢传媒等运动的出现，都是在质疑将速度等同于效率和专业主义，呼吁换一种生活方式，暂时地脱离生活。深入剖析的话，

这些理念实际上是对加速社会的逃离，是一种去社会化、去利益化和去异化的体现。《向往的生活》《中餐厅》《亲爱的客栈》《朗

读者》等“慢综艺”节目广受关注，也体现了慢审美的生活理念，旨在反思不断加速的日常生活，尝试重构慢审美的诗意空间。 

黑格尔曾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分才展开翅膀”，对传统社会生活体现的慢审美价值，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结束

后才能被客观而全面地认识。《从前慢》提供了反思与批判的文本，倡导重拾从前的慢生活来抵抗当下的竞速现代性，木心曾引

纪德之言评曰：“思想像管子，只要不断，就越拉越细。今容质之：盖思想之玄妙，全在于运力拉而不断，若说近代思想家或有

强过古代思想家之可能，庶几乎昔粗今细，细之又细，无奈快要断了，那将是无以为继的。”24可以说作者身处传统与现代的时

代转型当中，始终对传统保持着眷恋。在木心眼中，传统作为审美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追求，理应挖掘其丰富的美学内涵。基于此，

《从前慢》中“慢记忆”的审美隐喻意义应当被重读和重视，以反思当下竞速时代的个体化生存困境，寻求和建构通往“慢生

活”或“慢审美”的诗意生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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