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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文化从视觉认知和感受的角度，可以分为文本文化和图像文化两大类。
文本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系统准确地传达和沟通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符号系统，图像则
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模仿和想象所创造的另一种表现与传达的方式。
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的史前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制作图像。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
如果说文学、哲学、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文本系统为主，那么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则主要是
以图像作为其研究的对象。
长期以来，艺术史学科在我国一直处于相对边缘、不受重视的状态。
不知是何原因，整个20世纪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具有强大的文史类专业，却很少设立艺术史和视
觉文化专业学科。
通常都将这些专业放在艺术院校和单科的美术学院内，而这类院校又以艺术创作与实践为主，艺术史
作为公共课一直置于边缘状态。
相比之下，西方的著名大学和综合院校则普遍设有艺术史与视觉传播专业，其研究和教学均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理论的转型。
这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精英艺术”和“高雅艺术”，
而逐渐扩展到“大众艺术”和“通俗文化图像”；②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西方艺术，而扩展
到亚、非、拉美等世界范围的艺术图像上；③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方法，而
选择和吸收了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论体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历史、视觉、文化>>

内容概要

近年来，视觉文化及其与艺术史的关系引起激烈讨论。
《艺术、历史、视觉、文化》一书收录了国际上重要学者针对该问题撰写的创建性学术文章。
本书各篇论文涉及多种文化、地点和历史时期，从8世纪的中国到当前的南非，从拜占庭到早期现代
和现代欧洲，这些学者运用视觉性、视看和凝视理论，探索了超越视觉的艺术史。
因此提供的不仅仅是图像的研究，而是将视觉与空间、视觉与身体、视觉与视觉，以及审美与感觉联
系起来。
     就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这些焦点问题，他们进行了精彩、深刻的反思，因此对于任何从事视觉研究
的人而言，本书都是一本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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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杨冰莹 梁舒涵 编者：（英国）德波拉·切利 丛书主编：常宁生 顾华明 合著者：王春辰德波拉
·切利（Deborah Cherry），伦敦艺术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史教授及《美术史》杂志编辑。
出版物有：《爱德华时代》（1987年）、《论崇高》（1990年）、《为女性作画：维多利亚时代的女
画家》（1993年）、《超越画框：女性主义与视觉文化》（2000年）和《讲英语》（2002年）。
目前正写作《与死者同在：20世纪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再创造》，并从事当代装置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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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会的核心。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驻北非外交使团的一员，他进一步拓展那些随拿破仑到埃及的法国画家的传统，这
样，他的身份就与殖民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阿尔及利亚妇女》（且不论这个场景是有意安排的），他进入了阿尔及利亚住宅，这使人想到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
有许许多多绘画、素描沿着《阿尔及利亚妇女》所开创的艺术道路表现了阿尔及利亚人的住宅，但是
将住宅空间传播得更广、更有效的还是摄影。
摄影师利用城市的复杂地形，从多个角度拍到了住宅的外部：从海上看这座城市、从高处俯瞰海，这
样整个城市结构就一览无余了。
摄影师又把镜头对准了街道，以此来表现一排排的房屋，在这些照片中却鲜有房屋正面的局部。
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当地”居民也被拍了进去，这样就给这些照片增加了更多的真实感。
然而，进入内部却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把摄影师的作品降格为被法国占领并作他用的住宅。
对内部的观看依然不多，而且越来越少，表现终于变成了一种模式：庭院一角。
这个地方被一再拍摄，庭院就是住宅的中心。
从建筑的角度看，这个部分很别致，相对而言又易于拍摄，而且经常还有几个人在那里摆着姿势。
表现院角的作品很快而且永久地传递出这样的信号：这是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
庭院是最重要的住宅空间之一，也构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
在庭院里，家庭成员们一起劳动、交际，所有主室的门都是敞开的。
在阿尔及利亚的语境中，庭院与其功能、意义很少发生联系，对于法国人来说，庭院变成了“再现性
空间”。
亨利·列夫威尔（Henri Lefebvre）的解释是“直接经过院子的图像与符号⋯⋯这是被统治——因此也
是被动经验——的空间，想象力试图对这个空间进行改变或挪用。
它覆盖了实际的空间，并符号性地利用了它的物品”。
这样，阿尔及利亚人的住宅就被相片传递到了宗主国的想象中，也提升了关于法帝国权力的集体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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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历史、视觉、文化》为西方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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