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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与时间
Installation and Time

孙振华  Sun Zhenhua

Abstract: More than 30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installation art is a problem that has been ignored in the field of installation 

art. With the new dimension——tim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installation art and interprets the key concepts of linear time, circulation time, 

fuzzy time and local time, comparing the time in sculpture, which is most 

similar to installation, so that the problems of installation art can be understood 

profou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 body, field and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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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十多年来，在装置艺术的领域，

装置与时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本文从时间这

一维度重新看待装置的问题，首先梳理了线性时

间、循环时间、模糊时间、地方性时间这几个关

键概念，并比较了与装置最相近的雕塑的时间，

以便更好地从物品、身体、场域、传统的角度更

深入地研究装置艺术的问题。

关键词：时间，维度，装置

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在

漫长的历史中，在认同线性时间的文化中，

如何具体计时，是非常不一致的。

例如，一天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

十九世纪之前，并无公认惯例，各地城镇自

行其事。根据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历法，一

天开始于日落；而所谓巴比伦或希腊小时则

是从日出时刻算起的；至于许多天文学家则

坚持主张应该把正午作为一天的开始。直到

1884年10月，国际子午线会议在华盛顿召

开，来自25个国家的41名代表齐聚一堂，共

同确定将一天的开始定于午夜，以格林威治

平均时间作为世界的标准时间。

时间的公制化一方面确定了全球的时

间标准，使国际之间的交通、交流活动得以

顺利地进行，使所谓现代化、标准化成为可

能。

另一方面，时间的公制化又体现出权

力掌控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每一种时制和惯

例都是一个深度的结构，它是世世代代的积

累；在每一种历法的背后，沉淀着文化经验

和传统。

循环时间

循环时间在中国、日本等国占据主

导。以中国为例：六十四卦、八卦、天干地

支、六十花甲、十二属相、佛教中的六道轮

回……还有民谚：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

西；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皇帝轮流

做，明年到我家……等等，这些都是循环时

间的反映。

生死循环、命运流转、祸福相倚、高下

相易，斗转星移、四季交替、寒暑相间、草

木枯荣，在中国人眼里，无论社会、自然、

个人，都在变化，都在循环。时间去了还会

再来，恶运来了还会变好，这种循环给了人

们心理上的巨大的宽慰，它不让人绝望，不

让人悲观，而是达观、乐天地过生活。

相比较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末

日审判”的紧张感，中国文化少了那种时间

紧迫的焦虑，多了一份顺天应人的逍遥。

不过中国文化中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它

是线性时间的。例如，中国人对自己血缘、

祖先、谱系的执着；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对

以“三不朽”传世的追求……

模糊时间

这是针对印度等一类文化而言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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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三十多年来，关于装置艺术，大家比

较关注的问题有哪些呢？ 

通过文献检索，围绕什么是装置艺术

这个基本问题，大家讨论较多的是：装置

与雕塑、与观念艺术和当代艺术；装置与空

间、环境、场域；装置与材料、与现成物

品、废弃物品；装置与个人经验、身体、现

场体验；装置艺术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装

置与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装置艺术与精英

文化、大众文化的关系；装置与传统、民族

化、地方性；装置与科技、影像、新媒体；

雕塑与景观、设计等相关学科的关系；装置

的市场、收藏以及在商业场所中实际运用的

可能……

除此之外，大家相对忽略了什么问题

呢？

装置与时间就是其中之一。装置与时间

的讨论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没有提到相应的

高度，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时间是考察装置艺术不可缺少的重要维

度。  

二、装置的时间

在世界不同文化中，大致可以归纳出四

类不同的时间：线性时间；循环时间；模糊

时间；地方性时间。

过去，在最主要的两种时间中，人们习

惯将线性时间归结为西方基督教的时间：把

循环时间看作是讲究“六道轮回”的东方佛

教时间。这种中、西方之间戏剧性的对立划

分并不符合实际。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当我

们说到西方的时候，同时要承认，所谓“西

方”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不能简单看成

为统一的整体，所以不要轻易进行所谓“西

方”和“东方”的对比。

事实上，在多数文化的时间中，都不同

程度地兼容了线性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只

是在理解方式和侧重点上各有区别。例如，

在基督教文化中，“每周七天”就是循环

的，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周而复始。

线性时间

线性时间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文化中占主导。《创世纪》的七天创世就意

味着时间的开始，然后沿着线性的方向，向

未来展开。一个基督徒对于现在的看法取决

于将来，因为将来大家都要面对末日审判。

所谓“公历”即现在通行的公元纪年，

就是线性时间的典型产物。公历的推广，使

世界有了一种共同时间。当然，公历的诞生

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直到公元

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颁布“重中谕

令”，才解决了过去历法的种种不一致，正

式统一了历法。

中国于1912年正式引入格列高利历。

时间是一种权力，对时间的掌控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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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文化在时间上是紊乱的，这是因为，在印

度教徒、穆斯林、耆那教徒、锡克教徒、佛

教徒和基督徒之间，没有共享同一个创世神

话，也没有共享同样的时间。  

仅就印度教而言，吡湿奴是宇宙最高的

创造者，又是毁灭者，每个世界都将经过一定

次数的毁灭和再生。地上的生命处于创造、毁

灭、再创造的反复循环中，在这个意义上，印

度教的时间既是线性的，又是循环的。

印度文化在时间上的整体模糊反映在艺

术的历史上，就是很能理清它发展演变的时

间线索，找到确凿的文献记录。因为时间观

念的不同，印度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如此重

视历史，重视文献记录，所以，历史学家们

面对印度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倍感头痛。印

度是一个有着高度发达古代文明的国家，然

而它对过往的忽视恰好说明了它对于时间的

态度。

地方性时间

严格地讲，在标准时间出来之前，世界

各种文化的时间都是地方性的，中国的农历

它来自支撑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

之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相对时

间”。在现代物理学中，时间不再是客观

的，或者绝对的，每个观测者都有自己的时

间。

它来自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直观”和

“绵延”，它是一种不断生成的“主观的时

间”。

它来自海德格尔对传统的时间、流俗的

时间和当下的时间的区分，它是现象学的时

间，即“当下时间”。

装置的时间就是相对的、主观的、当下

的时间；它是此时此刻，是从现场出发，是

从身体的参与，从身体的空间体验和时间体

验开始的……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错觉，以为我

们手腕上手表的时间才是唯一真实的。事实

上，时间无限相对，每个人对时间的理解都

受到心理、生理、文化的制约。

什么是装置时间的起点呢？

一般认为，杜尚在1917年将从商店买

来的现成品小便池命名为《泉》，送到纽约

独立艺术家展上，这是装置艺术的开始。然

而，早在4年前的1913年，杜尚就在工作室

创作了《自行车轮子》，这才是他真正的第

一件现成物的作品。更重要的，它除了是

第一件现成品装置，还是第一件“运动雕

塑”。在这只自行车轮子上，看不到艺术家

明显劳作的痕迹，它没有特定的表现内容，

也没有功能，只是无目的地转动。它体现的

是工业制品和时间之间的那种永无休止的矛

盾。

这件更有时间意味的作品恐怕更适合

看作是装置艺术的开端。只是1917年纽约

的《泉》这件作品影响更大，一经展出，便

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标志性事件，基于这种

巨大的声名，它才被人看作为装置艺术的开

端。

三、装置的时间与雕塑的时间

讨论装置与时间，首先需要比较，看和

它最相临近的雕塑在时间上是怎样的？

在世界雕塑史上，有着明晰的历史继

承关系，又有连贯的实物遗迹可寻的雕塑

传统，大致有三个，它们是：发端于古代埃

及、希腊的西方雕塑传统；古代波斯、印度

的雕塑传统；古代中国的雕塑传统。

这三个雕塑传统的背后，是不同的时间

观。也就是说，在装置艺术出现之前，雕塑

在不同的文化、信仰和地域传统中，没有基

本一致的时间观。

装置的不一样在于，在它出现的时候，

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传统的艺术家们有了共

同的时间基础，这就是“当代时间”，他们

至少有了一种关于当代时间的共识。

尽管在装置中，不同文化身份和背景

的艺术家，在作品中带有自己文化的时间

底色——它通常被人们表述为民族特色，但

是，作为当代艺术，他们却有着大致相似的

属于当代的时间方法论。

对传统雕塑而言，时间就是过去；对于

装置而言，时间就是此刻。

装置艺术出现后，深深影响了雕塑，出

现了装置化的雕塑或者雕塑化的装置，有时

候两者的清晰划分甚至都出现了困难，许多

当代雕塑也具有和装置艺术同样的时间观。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雕塑是装置艺术出现

之前的雕塑，这个时候，它的时间和装置的

时间还是有明显区分的。

如何看待装置出现之前的雕塑呢？从时

间的角度看，所谓雕塑，就是世世代代不同

文化和民族的雕塑家，用个人的，受制于文

化的方式，对时间的回应。大致而言，这种

回应只不过是做了两种事情：通过概括、选

择、加工，把有限的人和事（纪念性、标志

性、个别性）浓缩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放进

了无限的时间序列里；再就是反过来，让无

限的事物（神祇、理想、普遍性）进入到特

定的、具体的形体、材料和空间中。

在古代雕塑中，能够把时间人格化的，

唯有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西方在中世纪晚

期，“时间老头”的形象开始流行，这是一

个驼背老人，依赖拐杖，拿着大镰刀，以砍

断人们寿命为己任的形象，他背上是一对大

翅膀，象征“时光的飞逝”。

中国则是“老寿星”形象，一个前额

突出，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时候端着蟠桃，

伴随他的，有时还有仙鹤，这也是长寿的象

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西方的“时间老

头”是无情的毁坏者；而中国的“老寿星”

则是益寿延年的吉祥物。

西方雕塑中，纪念性雕塑、肖像雕塑尤

其发达，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用艺术来抗

衡线性时间的动机。既然时间是一去不复返

的，生命必将随着无情的时间流逝，那雕塑

可以把线性时间中的某一个点抽取出来，让

相对于公历，就是地方性的。

这里所指的地方性时间，是指不属于线

性、循环这种主要的时间，在各种文化中所

保留的特殊的时间。例如澳大利亚毛利人的

时间，北极圈因纽克人的时间等等。

例如，因纽克人没有关于时间的词汇，

如时辰、月份、季节、年份等等，都没有。

他们没法说明自己到底有多少岁了。当他们

表示夏天的时间，会说：“驯鹿落毛”、

“驯鹿增毛”；与之相对应的标记则是：

“猎取蜕皮海豹”、“大黄蜂蜕变”和“驯

鹿蜕皮”、“海上狩猎”。

这是一种生态的时间，它把个人、家

庭、社会的事件与活动和自然和环境的变化

联系起来。因纽克人没有钟表，在漫长的极

夜，他们以人第二次起来小便作为一天的开

始。

其实中国到现在也仍有各种地方性时

间。兹举二例：

其一，据川美雕塑系一教师讲，某年大

理白族有一山地居民与他相约：“到山上下

第一场雪的时候，到我家喝酒”。那年他在

大理建房，待山上下了第一场雪，他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真的上山了，上去一看，这位

老乡已经将肉都炖好了，正等着他。

其二，本人2008年随先父回北方老

家，为爷爷奶奶上坟。墓碑上，奶奶仅有

姓，没有名字，也没有生卒年。我非常疑

惑，这是对老人不敬吗？后来才知道，是时

间的不同。很多当地老人就是连干支纪年也

不用，他们记忆时间的方式是：“小鬼子烧

村子的那年”；你奶奶是“闹地震那年没

的，麦子刚刚长到脚背这么高”……他们以

事件和自然现象来记录时间。

说了这些，那什么是装置的时间呢？

装置时间不再是对以上四种时间的简单

沿用，它是当代时间。当代时间建立在对线

性的“现代时间”的否定之上。当代时间不

再具有整体性，它打碎成不同的时间片段。

在当代时间里，“时间之箭”变成了“回旋

镖”。

装置之所以属于当代艺术而不是现代主

义艺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在于，现代主

义艺术的时间是典型的线性时间，它的逻辑

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艺术永远以否定、突

破、原创为旨归，以进化的方式，朝着更新

颖、更前卫的方向前进。

什么是当代时间的哲学基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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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音容外貌永存，西方人相信，“生命短

暂，艺术长存”。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个人肖像作品的兴

盛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都选择了30岁到33

岁左右的年龄做肖像。据说基督受难和复活

就是在30岁和33岁之间，普通教徒也渴望能

复活在这个年龄。

在线性文化的背景中，对时间、运动的

敏感，形成了西方雕塑的语言特征，即对人

的肢体和动作的关注。拿莱辛的话说，雕塑

要表现“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而顷刻只

能在动态中去捕捉。莱辛还强调，这个顷刻

的选取要让人能够联想到前因后果，由这一

刻去联想它的过去和未来。

中国雕塑不同，它们是安静和恒定的。

看看那些佛陀，尽管它们面部表情是如此微

妙和丰富，但它们并不强调肢体语言、动作

也很有限，即不刻意于顷刻、不强调动作在

时间中的变化。

中国最发达的是佛教雕塑和丧葬雕塑

（墓佣、石像生）。佛教雕塑寄寓了这样的

心理动机：期待未来，把此刻交给未来，只

要虔诚，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丧葬雕塑

的心理动机则是，即使生命终结，仍可以通

过艺术的方式，让过去得以延续；雕塑可以

成为过去的替代物和象征，它伴随逝者一起

奔向时间的终点，停留在永恒的时间里，继

续享受过往的生活。               

四、装置时间与现成物品

一旦装置并不像传统雕塑那样，不再表

现具像的内容，而只是现成物品的话，它的

文化意义何在呢？这些现成物品的意义是不

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是物本身呢？

从时间的角度看，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

人类可以把文化经验转化为知识；也可以选

择艺术，譬如装置，把文化经验寄寓到现成

的物品中。

现成物品所携带的文化经验实际上是被

时间所记录的，所以，装置中现成物品一定

包含着时间的经验。它们都是时间性的，有

时间就有意义。

以毛发为例，不少艺术家选择用人的毛

发来创作装置作品，如谷文达。

毛发是一种时间的凝结，是生命的片

段，是存在的见证。收集毛发，就是收集时

间信息，让时间变得可感、可触，变得有度

量，有体温。每一根毛发都是生命的一个断

片，它在装置中展示，让人想到一个人，一

件事，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时代；毛发在装

置中出现、排列、组合，汇聚成一种需要解

释的历史情景，它向观众吁求释放自己。

当然，解读是开敞的，个人的，但无论

如何，它都是不能忘怀的记忆，它都由当下

生发，与时间相遇。

五、装置时间与身体

身体在装置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自明

的。强调身体，意味着装置不再是一般意义

上的视觉艺术，人不再是“看”作品，而是

调动身心全部器官去感受作品，它是人的身

心对作品的全面介入。通常认为，人对外部

时间的感受是用眼睛来接受的，然而在装置

中，时间是用身体来接受的。

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现象。人们常常

根据物品离自己身体的远近来想象时间；人

的身体感常常在决定时间，如同人们常说，

同一段时间，处在烈日下的人和处在美女身

边的人其身体感受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身体角度来想象时间。

更重要的，人的身体内部就蕴藏着一个

类似钟表的生理机器：生命的节律、心脏的

跳动、体温的变化、细胞的分裂、肾上腺的

分泌、血压的峰值……据说从人体中已经检

测出来一千多种昼夜不同的身体节律。

人对自己身体时钟的最切身感受恐怕就

是“老化”，它是不可逆的。不过，也只有

不断老化的人生才是一个可度量的人生，才

是一个可以参与不同社会活动，扮演不同社

会角色的人生。

一个好的装置，就是让观众更好地开启

身体，用身体感知、接受、体验作品，调动

观众的身体内部的节律。

对传统雕塑而言，一个好雕塑的标志常

常会吸引人“看”得更久一些；对于装置作

品而言，观看只是感受方式的一部份，身体

的全方位体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好装置

的标志是，人们愿意在现场“呆”得更久一

点。

身体感受是一种个人体验，如果说，

对传统艺术的欣赏中，过去曾有的艺术经

验和图式对欣赏有较大的提示和引导作用的

话，那么对装置而言，它的观赏更强调此时

此刻，是更加个人化的，每个人的身体状态

都不一样。从创作角度讲，装置艺术创作和

其它艺术相比，是比较难以程式化、样式化

的；同样，作者面对特定的物品、面临的场

域，特别是所产生的身体体经验，此次此刻

是唯一性的，不可重复的。

六、装置时间与场域

场域是对装置空间的特指，之所以称为

场域而不称为空间，在于场域的说法包含了

人的活动和介入。当然，场域也是空间，它

是作品与人互动的空间。

在二十世纪，对“时间”的表现最为著

名的当代艺术家是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的画家

达利。1935年，他在《非理性的征服》中

写道：“在我们时代，如您所知，空间已经

变成了那极端生理的、极端身体的和意义重

大的东西，它让我们全部都像粉刺一样无足

轻重……”他被人称为“时空/奶酪”的作

品，就是对爱因斯坦时空弯曲的隐喻。

可见，时间和空间（场域）的问题从来

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装置的时间和场域相互

相存，不可分割。

装置的场域和传统雕塑的放置空间不

同，它们的区别在于，装置场域是特定的，

对于装置作品而言，具有专属性。艺术家创

作装置是根据场地量身订做，营造一个互动

的场域。所以，装置的场域一经形成，不可

能像传统雕塑那样，可以随意搬来搬去，从

一个展示空间搬到另一个展示空间。这也就

是说，当场域改变的时候，装置将开启不同

的时间，装置时间和场域的这种一体性、共

生性和特定性有别于其它艺术。

当一个观众进入装置的场域，意味着他

的时间模式的开启。第一阶段，他开始沉浸

于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摆脱其它时空的

干扰；第二阶段，他开始启动自身经验，和

作品展开“对话”和“互动”过程；第三阶

段，他关注的不再是作品的外表、样式、材

料，而是沉浸在内心的体验中。

七、装置时间与传统

有一种观点认为，装置古亦有之，本文

不同意这种说法。将具有当代性的艺术，例

如公共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都无限地

向前推溯，只是从外形看问题，抹杀了它们

内在的特性。从时间角度看，任何一种艺术

都伴随着一种时间，当代艺术在时间观念上

只能是当代的。

古代许多物品，特别是衡量时间的物品

与今天的装置的确在外部形式上十分相似，

我们甚至可以把古代的这种物品称为“时间

装置”，不过，它们终究是实用的、功能性

的，与当代的装置艺术不同。

关于时间的刻度和记录，古代多数文化

都是依据天体，如太阳、月亮、星辰位置等

作为计时标准和参照，制作成日晷、星盘等

器物。

也有不依赖天体的。例如中国古代就

有焚香计时的传统，称为“香钟”。俗语中

“一炷香的功夫”证明用焚香记录时间在当

时非常普遍。英国伦敦海事博物馆收藏了中

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器，称为“龙舟闹钟”，

外形如小龙舟，船外悬挂16根细线，两端

是小球，当香均匀燃断，释放小球，落在底

盘，发出声响。这个龙舟闹钟，极似今天的

装置作品。

中国古代也有用水计时的，如欹器，用

悬挂的桶接流水，水满则覆，也可以记录时

间。

中国古代还有沙漏、水漏等等，都属于

时间装置。

古代的时间以及时间呈现方式给了今天

的艺术家创作装置艺术的各种灵感。顾德新

在水池中倾倒苹果，任其慢慢腐烂，就是富

于时间性的装置作品。

中国的祖先排位也很有装置感，一块块

祖先姓名牌既是“历时”的，又是“此时”

的，它们排列整齐，在祠堂、家庙的正中位

置交汇。宋冬的装置作品，将不同时期的九

块挂钟并置一起，这种思路就让人联想到放

置排位的传统。

以上对装置与时间问题的讨论，主要

是站在时间的角度看装置；问题或许还是

那些问题，但时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当然，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正因为如

此，只有重视了时间，同时也才能更好地从

空间、场域、物体、身体等各种角度，深入

地研究装置。

装置中，每一个当下的物品都包含了过

去的残余；同样，每一个过去的现成物在装

置中都变成了当下，都在试图解释当下的状

态。

装置有对现成物品的装配、置放、拼

接、嵌入、组合、编排……种种意味，说到

底，是对时间的移植和重组。

在装置艺术中，许多来自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不同制作方式，不同用途的现成

品割断了它们与过去的联系，当它们在作品

现场汇聚后，便成为“当下”，具有了即时

性。然而，这个“当下”在装置的特定场所

里所释放出来的文化信息，足以让观众因人

而异，由当下生成不同的时间感受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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