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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学界关于&ldquo;图像转向&rdquo;或&ldquo;视觉文化转向&rdquo;的讨论，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旅行到了中国，开始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和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在《批评家》第四辑中，我们侧重对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
关系进行讨论。
然而，在本辑《批评家》上，孙振华的论文《面对灾难的视觉图像--汶川地震摄像图片与美术作品的
比较》，则涉及了三方面的关系，即摄像、美术作品与书写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振华
并不是抽象地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放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下，考
察三者在对这一事件反映上的不同特征，不同力度和不同的意义。
　　正如我在本辑发表的《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自人类进入书写
时代以来，对图像的崇拜和恐惧的矛盾态度就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现象在进入复制技术的20世纪之后变得尤为突出。
周彦的论文《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他对当今图像时代的图像
崇拜的忧虑。
然而周彦的观点和立场正是我所研究的对象，在我看来，正是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
特别是视觉图像对书写语言的崇拜和挑战，成就了人类视觉艺术变化和发展的历史。
　　很显然，周彦的论文既表达了一个批评家在图像与文字方面的价值判断，也以这一立场阐释了中
国当代艺术中图像与文字的关系。
在此方面，蒋文博的论文《当代艺术中文字的书法形态与意义阐释》，则直接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美术中文字的图像化倾向给予了历史化的分析和阐释，并在文中提出了自已的见解。
　　在我看来，当我们把某种流行的理论作为批评的武器使用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对这
种理论本身给予深入全面的研究。
基于这一想法，本辑发表了段炼、段泽林对福柯再现理论的研究，王春辰对丹托艺术哲学的认识，杨
简茹对巴特书写时装的符号学研究，刘晋晋对米歇尔图像理论中的&ldquo;图像转向&rdquo;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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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批评家（2009年08月&middot; 总第4辑）》上，孙振华的论文《面对灾难的视觉图像&mdash;&mdash;
汶川地震摄像图片与美术作品的比较》，则涉及了三方面的关系，即摄像、美术作品与书写之间的关
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振华并不是抽象地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放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
地震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下，考察三者在对这一事件反映上的不同特征，不同力度和不同的意义。
　　正如我在本辑发表的《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自人类进入书写
时代以来，对图像的崇拜和恐惧的矛盾态度就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现象在进入复制技术的20世纪之后变得尤为突出。
周彦的论文《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他对当今图像时代的图像
崇拜的忧虑。
然而周彦的观点和立场正是我所研究的对象，在我看来，正是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
特别是视觉图像对书写语言的崇拜和挑战，成就了人类视觉艺术变化和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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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　　在当代中国艺术界，有两个引起广泛争论的对立说法，与
本文将要讨论的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问的权力关系有关：一是吴冠中说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
鲁迅；二是北大教授张颐武说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
不过，笔者只是把他们的看法视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古老争论在今天的回音，从学术上研究这个回音的
来龙去脉才是本文的目的。
　　从人类文化史和视觉艺术史的发展看，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
在本文中，笔者只从历史的角度，试对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作一些梳理和阐释。
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人类进入书写语言时代之后，视觉艺术与书写语言在互为&quot;他
者&quot;的关系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变化，这尤其表现在处在弱势地位的视觉艺术这一方。
就此而言，探讨书写语言与视觉图像之间的权力关系，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理解视觉艺术的特征，
以及它的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同时也能发现艺术哲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写作，作为直接与视觉图像
打交道的书写语言形态在这一权力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西方视觉艺术和图像与书写语言的权力关系，关于中
国视觉艺术史中的这一问题，则只能另文再予专论。
　　一、现代之前：书写语言对视觉图像的支配　　1、一个假设：图像优先的历史　　一个不可否
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是无书写语言的历史，也即我们所说的史前社会的阶段。
但考古学能证明人类创造的图像则至少有三万多年的历史。
可以想象的是，在一个没有文字但有图像的时代，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口语与图像的内在关系，是否与
我们今天所知的文字与图像关系是一致的。
人类文化学对无文字的原始文化的研究也只是告诉我们，口语作为一种即生即灭，无法保存和移位的
符号，不仅依赖世代相传的方式把生存的经验转化为传统，而且在思维的意义上同样具有形象化的特
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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