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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是《中国染织服饰史文献导读》的姐妹篇。
我们把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分为文献、图像和实物三大类，本书讨论图像的解读和使用。
　　有前辈学者把图像和实物归为一类，如罗兰·巴特和沈从文。
图像确实有其物质属性，如画有卷轴和壁画之分，或附于纸绢或着于土石；但作为历史研究图像类材
料的绘画，受关注的首先在于描绘的对象，是曾经确实存在的对象借助视错觉的再现，而非纸绢土石
，甚至非笔墨色彩线条块面。
图像是利用视觉元素作成的一个物的假象，可以欺骗眼睛却经不起其他感觉的检验。
这样，作为历史研究材料的图像，其使用迥异于实物。
图像中反映的染织品服饰视觉形象与出土传世的染织品服饰实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前者传递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复杂。
　　历史被分为文字记载的历史与非文字记载的历史，或物的历史，即从各种历史存留物中解读而得
的历史。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进一步把这个物分为实物和图像。
同一历史存留物对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会呈现不同的属性，《步辇图》和《捣练图》对美术史而言是实
物，对服饰史而言是图像。
　　图像的创造和制作出于不同的意图和理念，借助不同的媒介和技巧，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形式。
重塑、再现或者记录常常不是图像产生的初衷。
即便古人有意无意地记录了历史，这记录的真实程度也受到记录者见识和技术的制约。
不同图像用于历史研究的可信度之问的差异，远大于不同实物之间所存在者，其解读的复杂程度之差
异也大。
所谓“图像的陷阱”之产生，即缘于此。
以图证史的风险虽大，但图像材料对于历史研究又是如此重要，无法回避。
目前动用国家力量正在编纂的清史，就创造性地增加“图录”作为第五部分，与“通纪”、“典志”
、“传记”、“史表”并列。
而且，实物材料的分析需要接触原件，而图像的视觉分析尚可用高质量的出版物来替代（虽然不无遗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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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是《中国染织服饰史文献导读》的姐妹篇。
编者把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分为文献、图像和实物三大类，本书讨论图像的解读和使用。
     图像是利用视觉元素作成的一个物的假象，可以欺骗眼睛却经不起其他感觉的检验。
这样，作为历史研究材料的图像，其使用迥异于实物。
图像中反映的染织品服饰视觉形象与出土传世的染织品服饰实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前者传递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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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中国染织服饰史，所用材料不外乎三种，即文献、图像和实物。
图像材料所指甚广，一切蕴涵有染织服饰信息之历代美术（包括工艺美术）作品皆可归入。
图像与文献之区别，在于前者以形象再现，后者以符号和逻辑描述，并在读者脑海中再现历史。
图像是实物的虚拟，图像能存留显示已逝事物之形，却已失其功用。
　　图像原本如意念存于人之脑海，需借物以寄生。
或绘于帛，或塑以泥，或雕木琢玉。
图像乃人造之物。
造物有目的，抒隋言志警世存真，因作者而异。
但图像一旦造成，即具备了独立存在之意义，跳出了作者的控制。
后世读图者见智见仁，各凭自己的兴趣眼光。
由于治学目的、领域、途径和水准之不同，解读同一图像所获信息之多寡种类可以迥异。
实物成像，因视角不同而异，故大多数图像仅能反映实物在某一视角下之形状。
图像作者选择合适之视角，得一有代表性之形，使后来阅图者虽以管窥豹，仍能从局部揣知全体。
　　染织服饰史之学者对图像的关注，集中于与本专业相关之信息，即染织材料服装和饰品之造型、
色彩、肌理、结构以及其组合搭配和穿着效果等等。
服饰多依附于人体，方有独立审美之意义，故研究者之兴趣由物及人，由服饰而涉及穿着者。
人之举止或服饰行为因所处情境而异，或披襟当风意气洋洋，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故对图像之背景
往往不能忽略。
　　可视为历史研究图像材料之中国历代美术作品数量较多，而与染织服饰史相关者绝大多数以人物
为主题。
偶有工艺性较强之作品，直接以染织纹样（装饰纹样）或服装服饰为对象。
有些图像虽不直接描绘人或服饰，却与染织服饰之材料、制作和工具设施等有关，故亦能进入我们的
视野。
古人制造图像之目的，并非为后世染织服饰史研究提供材料。
在使用这些图像之前，我们要判断作者能不能和想不想如实地再现染织服饰。
古代的艺术家或工匠的创作意向各殊，有意于再现者之技艺有高低，他们可能获得观察描绘对象的机
会有多寡。
我们最关心的是他们作品的写实写意问题，其间又非泾渭分明，大多仅为一个程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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