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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段炼
一

」 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研究中的符号学」

今 日 中 国的美术研究 ， 其理论 、 观点和方法都在相当程 则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学科 。 在 世纪末与 世纪初的人文

度上受到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的影响 ， 而中国 自 身的美术研 科学语境里 ， 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研究的整合 ， 使得图像符号

究 ，
正因借鉴西方才得以实现 。 但怎样借鉴 ，

是个大而空的 的阐释既是理论 ， 是研究对象 ， 也是方法 ， 是研究的手段与

老话题。 就个人理解来说 ， 《美术观察 》 杂志所约论题
“

中 工具。 符号研究在今 日 中国学术界已蔚为大观 ， 但是 ， 对符

国美术研究的 自身建设与海外风潮
”

， 是指西方现当代艺术 号学各分支领域的研究却有待深入 ，
而我所从事的

“

视觉文

及其理论的影响 以及中 国艺术理论的回应 。 由于这一 回应 ， 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
”

研究 ， 则是艺术领域的符号学分支 。

才有了今 日 中 国美术研究的 自身建设 。 为了阐述这
一

问题 ， 现代符号学滥觞于 世纪初 ， 到 世纪后期已经式微。

本文在西方艺术理论之发展的语境中 ， 讨论个人学术经历 ， 其时 ， 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以文本之外的政治玄学和通俗

以具体个案来回避泛泛之谈 ， 并求抛砖引玉 。 文化理论而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精英学术和形式主义理念 。 但

是
，
到 世纪末和 世纪初 ，

视觉文化研究主张从文化和政

一

、 课题与观点 治回到视觉和形式 ，
主张从视觉的角度重新审视艺术文化 。

我近年的研究课题是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研究 中的 图像符 这一理念为艺术史研究 中的 图像符号提供了重新登场的机

号问题 。 视觉文化研究是新起于西方的 当代学科 ， 而艺术史 会 。 当然 ， 这已不再是现代主义那充满了形式色彩的符号

中
，

一件具体的艺术品 只有放置在它所处的情境之中才能得 定作品的真伪及其产生的年代 ， 也许传统的美术鉴定就可以

到具体的解释 。 因此
，
贡布里希在修订潘诺夫斯基的 图像学 解决这个问题 ， 那就无需求助于其他方法 。 如果要弄清楚

方法时 ， 把图像学看成一种艺术方案的重建 ，
也就是说 ， 他 一件宗教艺术品的象征意义 ， 那么可能就需要求助于图像学

更看重的是作品生成的具体性和独特性 。 由此涉及艺术产生 甚至是赞助人理论等等 。 实际上我们在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

的时代背景 、 赞助问题 、 艺术家的地位及其心理因素等等一 时
，
可能还不止于运用单

一

的方法 ， 往往是根据需要将 内部

系列问题 。 情境研究可以解决一些纯粹的形式研究和 内容研 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方法一并用上 ， 方能解释清楚某个问题 。

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 例如艺术家为何选择这种风格而不是 我 以为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来说 ，
尤其是传统美术史的

那种风格来进行创作等等 ， 所以虽然是外部研究 ， 却为我们 研究 ，
书画的实践和诗词格律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 每一种

思考艺术品提供了更为广阔而丰富的视角 。 因此 ， 同样是艺 文化都有其 自 身的特色 ， 只有我们具备了特定的笔墨风格等

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
一个方面 。 美术史研究或艺术创造的基本能力 ，

才有可能在具体的研究

无论是形式研究 、 内容研究还是情境研究 ， 它们都已经 中 ，
不至于为方法而方法 ， 最后落入空泛的文化阐释之中 。

在我们的美术研究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 当我们将这些被贴 它 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海外美术史研究的 现代方法论不

上舶来品标签的研究方法运用于 中 国美术的研究时 ， 势必要 仅开拓了 中 国美术史研究的视野 ， 而且随着我们对方法论本

经历一个选择 、 调整 、 修订 、 扩充和完善的过程 ， 我们无需 身的反思和完善 ，
也将在美术史研究中持续地产生新的研究

置疑这些方法已经取得的成果 ，
但也须清醒地认识到 ，

任何 成果 。 当然
，
我们唯有在全面掌握传统美术史的基础之上 ，

一

种方法都只是工具
，
而每一种工具都有其局限性 。 因此

，
客观 、 具体地选择恰当 的研究方法 ， 才能 由表及里地解决一

在具体的美术研究中 ，
研究者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他所研究的 些具体问题。 口

对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
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 如果是要鉴 刘伟冬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史教授 、 《美术与设计 》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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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而是跨越世纪的当代符号学 。 在关于艺术的上述三部曲中 ， 我对艺术语言之 内在结构

作为个人的学术主张 ， 我倾向于扬弃后现代和文化研究 的认识基本上是感性的 ，
尽管借用了形式主义 、 解构主义 、

所热衷的政治玄学和流行文化的学术时尚
，
转而从符号学角 现象学和 阐释学的

一

些理论和观点 ， 但内在结构之四层次的

度去探讨图像诠释的可行性 ，
这是在今 日学术条件下对艺术 递进关系 ， 并无具体的个案分析来支持 。 后来在对 中国古典

研究的发展
、 深化和革新 。 在此语境中 ，

我提出
“

视觉文化 文学的研究中 ， 尤其是对宋词理论的研究中 ， 这一缺陷得到

与视觉艺术符号学
”

的课题 ， 探讨
“

符号诠释的世界
”

， 其 了补救 。 在 《 诗学的蕴意结构 ： 南宋词论的跨文化研究 》

核心是从形式到观念的贯通一体的
“

蕴意结构
”

。 （ 年 ）

一书中
，
我以南宋词人张炎的词论著述 《词源 》

作为
一

家之言 ，
我主张从图像符号人手 ，

在四个维度上 为文本分析的个案 ， 将古典诗词之艺术语言的内在结构描述

研究视觉艺术 ： 就作者之维而言 ，
艺术家对意图的表述具有 为同样四个层次

，
并强调各层次间 的递进关系 ，

遂名之为

形式 、 修辞 、 审美 、 观念四层编码语言 ； 就语境之维而言 ，

“

蕴意结构
”

。 在这同时 ， 我对视觉艺术的兴趣 ， 从语言结

社会 、 历史
、
文化 、 经济 、 政治等外在因素对编码和解码的 构转向了图像研究 ，

写作了另
一组关于艺术的三部曲 ： 专题

制约 ， 也在于形式 、 修辞 、 审美 、 观念的四个方面 ； 就作品 论文集 《视觉的愉悦与挑战 ： 艺术传播与图像研究 》 （

之维而言 ， 艺术图像的内在结构具有形式 、 修辞 、 审美 、
观 年 ） ， 讨论图像问题 ； 译文集 《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

念四个密码层次 ； 就读者之维而言 ， 观画读图者对作品的分 视觉文化卷 》 （ 年 ）
， 以开篇的 《导论 》 和每篇译文前

析理解具有形式 、 修辞 、 审美 、 观念四个解码视角 。 这四维 的 《导读 》 来讨论视觉文化及其研究问题 ； 随后又写作了专

之和 ， 构成一个
“

符号诠释的世界
”

。 这个世界的表象是艺 著 《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 》 （ 年 ）
， 将

“

蕴意结

术图像的
“

视觉性
”

以及超越视觉的物理和心理特性 ， 这一 构
”

之说引人了图像研究 。

切皆 以符号的能指为外在形式 ，
可称形式符号 。 在这背后 ，

后
一

部书对 自 己近年的研究有何推进 ？ 这推进就是从符

则存在着作者与作品 、 作品与读者 、 读者与作者等跨时空 、
号学角度来进

一

步深入探索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的
“

蕴意结

跨文化的阐释性互动关系 ， 涉及到这三重关系所处的历史 、 构
”

， 将其处理为符号结构 ， 指出其形式与观念的两端 ，
对

文化 、 社会 、 经济 、 政治等诸多非视觉的语境因素 ， 而语境 应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 ， 指出
“

蕴意结构
”

之四层次的贯通

与视觉文本的统合 ， 则揭示了符号所指的蕴意 ， 是为其观念
一

体 ， 是编码和解码过程之符号化的实现 。

性 。 从形式到观念的过程 ，
是一个符号化过程 ，

此过程是
一

部形式 、 修辞 、 审美 、 观念四层次渐次递进 、
深化 、 上升的 三 、 个人学说

实现过程 ，
而这一实现则得益于密码的编制与解读 。 正是这 在 世纪末和 世纪初 ，

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都流

一符号化过程
， 成就了

“

蕴意结构
”

之说 。 行
“

转 向
”

的时髦之说 ， 有
“

语言学转向
”

和
“

图像转向
”

之类 ， 均为舶来品 。 在视觉艺术研究领域则有
“

艺术史转向

二 、 研究的发展 视觉文化
”

的时尚 ， 其要义是后现代主义以来的反精英主义

在 世纪的西方学术史上 ， 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是一对恋 思潮 ， 将非精英文化纳人研究领域 。

生兄弟 ，

二者从开始就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共同的理论基础 。 我并不反对这一转向
， 但无意追随此

一时尚新潮
，
而是

虽然索绪尔语言学很早就进人了中国学界 ， 但真正对中国学 借鉴其长 ， 将研究领域从过去的艺术史研究所关注的绘画 、

术发生影响是在 年代末 年代初 ， 得益于 年的改革开 雕塑 、 建筑 ， 扩展到整个当代视觉艺术领域 ，
尤其是新兴的

放政策 。 年我写作关于欧美文学的硕士论文 ， 借用了索 艺术样式
，
如装置 、

行为
、
摄影

、
影像 、

数字艺术之类
， 将

绪尔和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概念 ，
从符号的角度考察 这一切都作为图像符号来看待 。 这样 ，

我所提倡的视觉文化

英国 世纪晚期作家托马斯 哈代在其主要小说中所使用的 与视觉艺术符号学便不唯通俗文化 、 民间文化 、
流行文化 、

意象 ， 例如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开篇的
“

行路人
”

意象 ，
并 大众文化的研究

，
而仍然是视觉艺术研究 ， 却又不同 于往 日

以其图像符号为切入点而探讨了哈代小说的 内在结构 。 学术 ，
而是改变了艺术研究的概念和理念 ，

从而成为 世纪

研究哈代小说的 内在结构
，
给了我潜在灵感 。 十多年 的新型学术研究

， 即本书所探索的可能概念 ：
以个人学说的

后 ， 我在 《世纪末的艺术反思 ： 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
一砖一瓦来求取中国美术研究的 自身建设 。

美术的文化比较 》
（ 丨 年 ）

一

书 中 ， 提出了有关艺术语言
“

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
”

属于视觉文化研究和艺

之内在结构的观点 ， 认为视觉艺术的语言有形式 、 修辞和审 术史研究领域 ， 在
“

符号诠释的世界
”

里
，

“

蕴意结构
”

是

美三个结构层次 。 在随后的研究中 ， 我发展了这一观点 ， 并 一个符号结构 ， 无论是从编码意图的角度看 ， 还是从解码接

在 《跨文化美术批评 》 （ 年
）

一

书中
，
将艺术语言的内 受的角 度看

，
这都是重新观察艺术现象 、 重新探索艺术史 。

在结构描述为形式 、 修辞 、 审美 、
观念四个层次 。 再后来出 拙著 《 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 》 已被收人四川大学

“

西

版 《观念与形式 ： 当代批评语境中的视觉艺术 》 （ 年 ） 部学派 中国符号学丛书
”

，
将于 年夏季出版

，
这可算

一

书时 ，
我对 自 己的观点 尚无以名之 ， 但进一步确认了艺术 做我个人在西方的学术活动

，

以及对中国美术研究的 自身建

语言的两极是形式与观念
，
并称两极之间的语言递进为

“

语 设所做的一点微薄奉献 。 口

言的升华
”

和
“

艺术的深化
”

。 段炼 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副教授 、 美术学博士

热点述评 观察家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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