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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圣像的修辞：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以符号人类学为主要方法，探讨明清时期
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绘画中耶稣基督形象的呈现形态及其人类学意识。
《圣像的修辞：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力图呈现如下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基督教
绘画中耶稣基督形象的符号形式；其次，各种不同形式之耶稣基督形象的符号微调过程；最后，通过
分析种种耶稣基督形象的表现方式，呈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大变动时代不同社会群体的人类学意识。
《圣像的修辞：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较细致地分析了基督教绘画艺术的赋予形式，
尤其是它所基于的民俗文化折射在耶稣基督形象上的要素，以显示各种不同形态基督教绘画的特殊的
修辞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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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末至清中叶基督教艺术中的耶稣基督形象　　自基督教诞生之日起，耶稣基督形象便开
始了其蕴载多种含义的过程。
明末基督教第三次传人中华大地时，耶稣基督形象及其内涵在西方已历经十六个世纪的漫长层累，《
圣经》记载中的那位耶稣基督在各种层面上被详尽诠释，这一形象自身已是一个包含了多束意义丛的
集合体：他不仅是拯救者弥赛亚，也是拉比（教师）、万王之王、人子、&ldquo;灵魂的新郎&rdquo;
、&ldquo;永恒的明镜&rdquo;、和平之君和解放者，等等。
耶稣基督的意义集合体之丰富使耶稣基督的形象具有隐喻的性质。
耶稣基督形象的隐喻特性与耶稣基督在基督教信仰中身份的确定性（神子和人子），使得他具有多层
面的可解释性和塑造性。
一方面，好比维克多．特纳在《象征之林》中论述的&ldquo;支配性象征符号&rdquo;，由迥然不同
的&ldquo;各个所指因其共具的类似品质或事实上或理念中的联系而相互连接&rdquo;，耶稣基督形象
已然成为基督教中当之无愧的主要象征符号；另一方面，通过漫长的文化和形象塑造的层累关系，耶
稣基督形象的隐喻性也必然被重新诠释。
也就是说，已经被符号化的耶稣基督形象还有被再符号化的空间。
这就是&ldquo;支配性象征符号&rdquo;会因着与它所传人的文化之间的关联，去寻找两者之间最可能
相关的品质和描述。
看起来它是在调整耶稣基督形象的形式，本质上，它是在调整与其发生关联之文化的内在关注，即把
作为耶稣基督形象之象征符号的某种文化作为被调整的对象。
简要地说，在这种符号化和再符号化的过程中，耶稣基督形象需要适应某种文化，它是接收方；然而
由于基督信仰有其支配性的象征符号，它不会丧失其支配性的部分，因此它其实又是主动方。
也就是说，就基督形象的符号化而言（按照某种特定的文化形式被再行表达），基督教是接收方；然
而就基督形象使得该特定文化被再符号化即接受基督形象并且通过基督形象被描述和表达而言，其实
该特定文化是接收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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