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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画报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价值

徐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 当前人文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起源于对文本的重新认识。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

近代画报出现并风行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图像不仅是一个时

代的记录，也是某种观看方式的载体。近代画报图像所承载的新的观看方式意味着新的看与

被看的关系。这种新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现代性在大众传

媒中的表征。因此，作为大众媒介文本之一的近代画报图像，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史料价

值，更通过其特有的方式表征了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肇始。笔者认为，从视觉文化角度关照

近代画报，探索图像表征现代性的诸多可能，研究画报对普通读者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将有

助于新闻传播学界在人文学科文化转向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近代画报图像的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并对理解当前各种层出不穷的视觉文化现象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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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读图时代”，通过大众媒介复制并传播的图像充斥于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周宪的说法，“存在着一场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
1
学

界正试图从不同学科领域寻求理论资源以回应这一强势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从社会发展的

层面，还是从大众媒介、现代视觉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画报都是追溯当下视觉文化

源头的珍贵文献资源。

实际上，对近代画报中所包含的前所未有的“看与被看”的新型视觉关系正逐渐被学界

所重视，针对近代画报图像展开的视觉文化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本论文准备从视觉性与现代

性的关系入手，在分析现有近代画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一种在人文学科文化转向背景

下进行画报研究的重要途径，并进一步阐述这种研究范式对于通过图像反思中国现代转型的

学术价值。

一、视觉性与现代性

“这个事件首先而且根本上是一次视觉性的遭遇。”周蕾（Rey Chow）在《原初的激

情》（Primitive Passion）第一章中对于《呐喊·自序》中提及鲁迅在观看了俄日战争的影像

以后弃医从文故事作如是全新的解读，“只有通过对电影的回忆，鲁迅才能诉说他文学写作

的‘起源’：文学写作的自足性和有效性被现代性创建的姿态所否定，这就是鲁迅故事的基

本矛盾。”
2
虽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毕竟周蕾对于“幻灯片事件”的分析只是她的整个

论证结构的开始部分，
3
但她的这部分分析却是不多见的有关中国近代视觉文化的原创研究，

也是本文准备讨论近代画报研究的切入点。

观看“画片”带来的自我意识的震惊对于鲁迅而言，意味着两个层面的冲击。一方面，

是羸弱的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包括日本）时显露出来的被动、迟钝和不知所措。这在很大

程度上成为鲁迅弃医从文传统阐释方式的主要依据。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新的“语

言”显示出来的令人嫉妒的影响力，即视觉图像那种清晰、直接、令人震惊的传播方式与传

播效果。进一步演绎出新旧媒体的优胜劣汰关系，“电影媒体的入侵意味着一种传播形式的

直接性和功效性超越了文字，也超越了文字著述的直线性。”
4
通过将鲁迅面临的基本矛盾

推广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之时即面临的基本矛盾，周蕾指出，鲁迅等现代作家笔下的

文学正是他们回避视觉图像及其带来的感观震惊的手段——中国的知识精英试图在新与旧

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姿态，通过退回到传统的、前现代的文字领域探索回应以视觉媒体（摄

影、电影等）为代表的现代洪流的有效方法。有学者指出：“周蕾试图以视觉性为脉络书写

中国现代文化人类学，刻意强调视觉性视野对于解读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和优越

性，为此她指责中国现代文学以精英主义贬抑技术性视觉（包括电影）。”
5

当然，周蕾对于鲁迅弃医从文动机的分析未免失之偏颇：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文字

/图像简单地一一对应；用一种当下的标准苛求清末的鲁迅以及他身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也

许她所缺乏的正是同钱穆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6
然而，周蕾对鲁迅的



3

“诛心之论”（李欧梵语）的确不乏其冷静犀利、敏锐独到之处，她的分析具有开创性地将

研究者的目光投向视觉性——这个长期以来不为学界关注的荒漠地带，而且她毫不留情指出

这种漠然正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刻意为之的结果。虽然，鲁迅当时观看的是不是电影还值得

商榷，
7
但是面对日本人处死中国人的影像——这种新的（现代的）视觉媒介——鲁迅的故

事中至少包含了以下几层观看关系：观众观看死刑；摄影者观看死刑及观众；鲁迅观看死刑

及观众的影像；日本同学观看死刑的影像以及日本同学观看鲁迅如何观看影像等等。
8
所有

这些看与被看都建立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机械复制的图像技术的基础之上，所有因为这种观看

而带来的冲击与震惊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少有触及。难怪李欧梵在评价周蕾研究时说：“她

（周蕾）特别指出中国现代文学里面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重视电影，没有重视视觉文化。……

她说鲁迅当时看到的是日本人杀中国农民的 visual representation，一种视觉上的呈现。……

中国的作家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非但是男性中心，而且也是书写中心，也就是说太注重文字，

而不重视觉。”
9

中国学界对视觉性及其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讨论几乎无不言及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的

论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断言：“从本质上看来，世

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10
这句话被视觉文化

研究者作为图像时代来临的证据。然而，对于关注图像与现代性的研究而言，也许比这个判

断本身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在什么样的论证结构和语境中做出这个判断。

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图像的含义远远不只是关于世界的一幅图画，而是指 “世界本

身，即存在者整体，恰如它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和约束性的那样。”而这个“存在者”存

在的必要条件是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的存在。“只要存在者没有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解

释，那么，世界也就不能进入图像中，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图像。”接下来，海德格尔用这个

必要条件排除了中世纪的人和古希腊的人，并且指出，只有在现代，人才将存在者作为一种

“表象”（vorstellen）摆置到自身面前从而使世界成为图像。他以此断定：世界变成图像标

志着现代之本质。
11
由此，视觉性为理解现代性提供了参照。

“世界图像”这个概念是从德文Weltbild 翻译而来。按孙周兴的说法，这个单词在日常

德语中包含“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意思。正是考虑到海德格尔使用这个概念时强调“人

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这个特定指涉，才专门翻译为“世界图像”。由此又牵

涉到另外两个关键概念：摆置（stellen）与表象（Vor-stellen）。从两个德文词汇的构成可以

知道摆置与表象的密切关系：存在者的对象化取决于表象这个过程，而表象则通过摆置这个

行为生成世界图像。
12
要理解视觉性这个概念需要把握以下两个关键：一是 “世界图像”概

念；另一个是他对作为“世界图像”前提条件的觉醒的人的强调。从“世界图像”的角度来

看，视觉性就是让世界本身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全部过程；而觉醒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既是“可

见”的主体，也是其前提。因此，海德格尔将它们（“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

称为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相互交叉的两大进程。
13
所谓觉醒的人是从前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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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成员中通过“去魅”，解除了对从前主宰体系（宗教里的神、现世中的王，或者思想上

的权威等等）的绝对服从与依附关系，以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关照这个世界以及个人与世界的

关系，进而获得主体性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获得主体性的人”已经出现在清末民初那些敏感的人群当

中，例如鲁迅。视觉性在这些人头脑中最先形成前所未有的现代冲击，或者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术语来形容，就是“震惊”。在鲁迅的故事中，能够看到视觉性两个最显著方

面：用现代技术展示出来的图像（死刑及其围观场面的符号）以及觉醒的看客（鲁迅等敏感

的人）。他们在看与被看的实践中意识到眼前的图像远远不是其内容看上去那么简单，正相

反，在观看活动背后牵涉着种种前所未有的权力关系的博弈与利益主体的较量。从这个层面

来看，视觉文化研究的焦点不是看的对象而是看的方式。
14
而视觉性最核心的结构元素也可

以被归纳为看与被看的关系。
15

这种视觉性在近代大众媒介中主要载体便是画报。这里的“画报”既包括使用网版技术

印刷的摄影画报（例如《良友》、《北洋画报》等），也包括受摄影术深刻影响的石印画报（例

如《点石斋画报》、《图画日报》等）。作为一种新的观看方式的载体，近代画报图像所承载

的现代内涵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对于关注中国近代社会转

型和文化变迁的新闻史学研究而言，近代画报显然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展开更深入地研究。

二、近代画报研究的早期成果

国内新闻史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其成果从总体上已经初具规模，其中不乏涉及近

代画报的成果，例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以及更晚近

的方汉奇主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等新闻史著作都对画报有所涉及，均着墨不多。

到目前为止，针对画报的专题研究还不多见。最早的一批研究从民国时期便零星展开，

它们以梳理史实、鉴别种类、评估价值等方面的宏观描述为主。主要有武樾的《画报进步谈》

16
、黄天鹏的《五十年来画报之变迁》

17
、刘凌沧的《中国画报之回顾》

18
、蒋萌恩的《中国

画报的检讨》
19
、胡道静的《最早的画报》

20
、张若谷的《纪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画报之一瞥》

21
、阿英的《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

22
、张铁镟的《略谈晚清时期的石印画报》

23
、郑逸梅的

《书报话旧》中有关早期石印画报的部分
24
、萨空了的《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

25
、

彭永祥的《旧中国画报见闻录》、《中国近代画报简介》
26
以及卓圣格的《中国近代画报的发

展》
27
等。这其中尤以阿英与彭永祥的研究影响较大。阿英在《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中将

近代画报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石印画报时期、铜锌画报时期以及影写版的综合

画报时期），并着重介绍了《点石斋画报》、《世界》和《良友》等几种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意

义的画报，为后续的画报研究提供了相对最为客观精当的历史描述与定性评价，被广泛引用。

而彭永祥的研究在材料的全面与权威方面比较突出，他认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出版发行

的画报大约有 800 种，但大多失传，现存能够见到的只是少数。彭永祥分别对 1877 年至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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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出版的 118 种画报的背景及特点进行了简要介绍，为了解现存近代画报奠定了基础。吴

果中梳理了从 1875 年（《小孩月报》出版）至 1949 年（《华北画报》出版）在上海出版的

画报，并以《良友》为核心，对近代画报的背景、源流和演变展开系统研究，成果累累，最

终汇集成为博士论文《《〈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出版。
28
韩丛耀及其研究团队编撰的

6 卷本《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于近期出版，对近代中国重要的图像新闻刊物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近年来画报史研究领域罕见的鸿篇巨制。
29

针对画报上刊登的图像所进行的图像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可谓罕见。这里所谓

“图像研究”是与传统的文本（以文字材料为主）研究对应的，将图像看作一种广义上的文

本，试图通过分析画报图像，了解中国历史、把握中国社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近

代画报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开始逐渐聚焦于几种影响最大的画报（例如《点石

斋画报》、《良友》等），并且逐渐开始将画报的研究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背景

结合起来。其主要代表包括王尔敏、康无为（Kahn Harold）、瓦格纳（Rudolf G. Wagner）、

Ye Xiaoqing（叶晓青）等几位历史学者所进行的研究。
30
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是不约而同地

关注图像内容，认为画报刊登的图像是与文字具有类似价值的史料，是反映历史事实的镜子，

论述严谨而规范。因此，研究者都试图通过分析画报及其内容来把握清末城市生活、大众文

化等方面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形态。

三、近代画报研究的文化转向

几乎与上述近代画报的图像研究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这种将图像史料看作历史“镜

像”，针对图像及其载体（画报）的相关史实的进行梳理考证的研究范式。这其中，葛兆光

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用传统史学的方式研究图像“常常忽略图像是‘图’，他

们往往把图像转换成内容，又把内容转换为文字叙述，常常是看图说话，把图像资料看成文

字资料的辅助说明性资料。”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图像消失了，在研究者心目中，出现的是

文字，是一段可以用文字描述下来的历史……”
31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葛兆光、李欧梵等

人对王尔敏、瓦格纳等人的画报研究发表过不同观点。
32

图像作为信息的载体有其特殊之处，与之对应的传播与接受亦有明显差别。试图通过简

单套用适用于文字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研究图像的尝试必然存在风险。不断有研究发现

图像材料并非仅仅作为文字材料的辅助手段而存在。特别在现代，图像越来越多、越来越显

著地存在已经超越了感性的、体验的层面，“其内涵不仅包括理性思维、理念传递，亦包括

情感表达、群体的记忆与认同，因而具有主体性的地位……”
33
人们逐渐认识到图像及其背

后所包含的观看方式参与了现代文化的建构，它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重要

角色。正如米歇尔（W. J. T. Mitchell）所言：“我们的认识是，观看行为（观看、注视、浏

览，以及观察、监视与视觉快感的实践）可能与阅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等）是

同等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文本性的模式恐怕难以充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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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学科“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之下，史学研究对于史料的看法也开始发生变化：“原

本被视为反映真实状况的历史文献，也转变为各种社会力交结纠葛之下产生的‘文本’

（text）。”
35
也就是说，研究者意识到与其说存在一种能够映现历史的材料，毋宁说历史叙

述都存在于特定文化系统的语境当中。既然历史材料也是一种文本，那么研究的对象就不是

历史本身，而是文本如何被不同社会群体捕获并通过意识形态运作实现对特定叙述方式的自

然化过程。

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在图像研究中的体现为另一种看待图像史料的观点：认为图像

史料是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36
这种观点将画报上刊登的图像也看作一种文化建构，通

过考察其意指实践，探索图像在意义生产过程中的功能与价值。基于这种范式的转变，一些

新的图像研究开始出现，例如，侯杰、李钊指出：“清末民初天津画报等报刊上面刊载的女

性形象于上层人士的讨论中起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表征作用。”
37
由此，图像表征，而不是图

像，逐渐成为这方面历史研究关注的热点。

同样以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另一学术领域——艺术史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奠基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德、奥，成形于二战前后的英、美，艺术史的主要研究面向与内容都

集中于艺术品的形式分析。但是，画报图像因为不属于“艺术品”的范畴而长期没有进入艺

术史家的研究视野。艺术史要求用严格的标准来限定视觉史料，将研究的范围控制在艺术范

畴内，对艺术图像进行真伪的鉴定或风格的分析。

20 世纪中叶情况开始起变化。1958 年，伯明翰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在其奠基性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当中对文

化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通过将文化定义为“整个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38
，打

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界限，为针对大众文化对象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文化概念

的拓展，再加上社会风潮与学生运动的影响，直接导致人文学科中各个学科在 60 年代经历

了一次研究对象的全面拓展。例如，在文学研究领域，“原来文学作品是一种文本，后来范

围扩大，报刊杂志也是文本，现在图像是文本，电影是文本，甚至整座城市也可以当作文

本。”
39
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也在艺术史领域产生作用。艺术史领域也

同样经历了一次研究对象的拓展：不仅是油画、版画等传统艺术品，海报、广告、杂志，甚

至建筑、景观等等视觉对象都被纳入艺术史的研究范畴。在艺术史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僵化

的分割也开始被突破。艺术史家詹姆斯·赫伯特（James D. Herbert）认为：“视觉研究通过

将所有对象（不仅归入艺术类的对象）看作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性而使所有视觉对象获

得了众生平等的待遇。”
40

文化转向使图像研究也开始探索权力与知识之间复杂的关系，表征概念开始被反复强

调。正如南西·阿姆斯壮（Nancy Armstrong）一再强调的那样：“照片所指涉的是影像，

并非物体，因此研究摄影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历史，而让我们观察到影像与再现的物体

之间的关系的逆转。影像变得比物体重要，甚至左右观者看到什么。”
41
在这样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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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家开始有兴趣了解“视觉材料如何与政治、社会、经济背景结合，‘再现’并创造历

史。他们所问的问题包括视觉效果的表演性质如何、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后者更牵涉到权力、

宰制，以及研究对象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下出现等。”
42
可以说，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是艺

术史“在面对思潮变化时，一个既有传承又可开创新局面的选择……”
43

至此，不难发现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艺术史，都不约而同地从研究图像转向研究图像表

征并非一种学术史上的偶然现象。学界逐渐意识到，图像不仅仅是一种低级的、作为辅助手

段的信息载体，也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赏心悦目的感观刺激的手段。恰恰相反，看似自然且

感性的图像价值体系也同样包含不亚于文字系统的复杂表征手段。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与文

字材料相似，图像也是一种不能忽视的文化载体，图像也通过参与意指实践为意义生产和文

化建构提供另类的途径与可能性。因此，“这些视觉系统所牵扯的，必然涉及文化中有关意

识形态以及族群、阶级、性别、国家之权力位置的问题。”
44
当然，图像表征的研究不是探

讨现代性问题的唯一路径，但是“……循着视觉系统的展开与对照阅读，文化研究者可以敏

锐地掌握到文字论述与史料档案之外的繁复文化问题。”
45

四、图像与现代性

在对画报图像文本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近代画报研究有可能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与其他人

文研究领域类似的文化转向。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强调文本与其生产、消费的社会文化环境的

相互关系，关注意识形态对文本的征用以及读者（或者受众）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意义解读等等。那么，近代画报如何与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互动就成为画报研

究关注的新问题。换句话说，图像与现代性何干？既然图像在视觉性的层面上为我们展示世

界，那么，这些图像如何呈现现代性？这些图像文本中包含的现代本质是什么？如何通过视

觉的途径对人群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图像如何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画报图像强调展示而非叙述，这既是图像的现代特性使然，也是其实现现代转化的方式。

现代性的各种表象正是通过展示性图像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李孝悌在谈及《良友》的风格

时指出：“……《良友》则是用一种明朗、轻松的方式，呈现了文化上的现代感受。一种官

能上的、美感经验上的和文化品味上的现代性。”
46
在笔者看来，这里貌似简单、表面化的

“方式”正是理解近代中国文化的关键所在。这种“方式”所呈现的恰恰是各种文化要素之

间相互关系的状态与特征，近代中国人正是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感受到了自己与传统之间的

断裂与疏远，同时获得了关于“现代”的最初、最直接、最具体的体验。正是这种类似结构

主义者心目中“永恒的结构”
47
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下

一系列文化实践的意义与价值。而“表征”概念的引入，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探索这些关系。

一方面，“表征”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审视问题的角度——不停留在分析图像内容的传统研

究模式当中，而是通过把握图像的形式为理解图像的文化功能和意义开辟新方向；另一方面，

通过将图像符号的能指、所指分离，使“意识形态”、“神话”等概念的进入成为可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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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深入理解画报图像创造了条件。

现代化意味着变化，是用新的、理性的要素替换旧的、传统的要素的过程。画报图像为

读者提供全新观看方式呈现出的全新观看内容，在思想层面改变读者，推动其公民意识的觉

醒，让更多国人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从前某种权威（神权、王权等等）的臣民，而是拥有权力

与义务、众生平等的国民。画报图像的这种教化功能使读者观看图像的过程成为一种主体化

的过程，也就是“在国家或是绝对主体的召唤与规训机制的监视之下，个体身上所发生的过

程，其实便是一个‘我’的形成以及认同、内射而改变自己的过程。”
48
按照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图像中展示出的形象成为大写的主体的载体，它

们通过“召唤”作用在读者那里得到认可与接受，从而实现小写的主体与大写主体的相互指

认，完成现代主体对读者的转化。

与阿尔都塞的召唤理论类似，福柯（Michel Foucault）也从“观看”的层面阐释了现代

体制对个人的规训作用。这种规训通过一种隐形存在的视线在各个观看主体之间建立联系，

近代画报图像中大量存在的各类观看主体之间看与被看的相互关系不仅复杂多元，而且意义

深远。视线的主体通过不同的观看方式相互联系，并且借此展开现代民族国家的共时性想象。

这类具备现代性内涵的观看关系与本文开头提及的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中种种交错的

目光是同质的。这类观看模式对普通民众（画报读者）的教化作用不是按照传统社会的暴力

管理模式（例如斩首示众）发挥作用，而是在相互交错的目光中借助图像中展示出来的现代

景象来实现。正是这种潜移默化、自然而言的特征还原了近代画报图像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

联系。周蕾的评论在这里不无启发意义：“……与这类征服相关的严酷事实就是它并不是通

过身体暴力来实现其工作；而更依赖于文明和温和的高压……相较于惩罚个体，这样的征服

更注重于改变人的心灵和头脑。”
49

结语

距离近代画报出版发行并风行一时的清末民初已经一个多世纪，当下各种视觉文化现象

可谓铺天盖地、层出不穷，通过对近代画报图像包涵的现代性及其表征的分析和探讨，回到

这些文化现象产生、发展的初期阶段，可以为理解当下的视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为理解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可能。

近代画报既是一种大众媒介，也是一种文化文本。对画报图像的观看与想象作为一种崭

新的现代经验，从根本上参与了建构现代性的过程。通过对画报图像中包含的视觉性与视觉

文化的研究，可以使传统画报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拓展。显而易见，这种文化研究的范

式与传统新闻史研究清晰地从属于新闻学研究范畴不同，它试图展开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探

索，在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领域理论的跨学科影响之下，为传统画报研究提供潜在的理

论资源与阐释路径，进而为新闻史研究打开新的面向与空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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