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巨视觉叙事的结构与话盆

从文本时代到图像时代�学术研究发生了变化�一些较
纯粹的理论问题�从抽象难解变得直观具体�例如叙事学问
题。本文在视觉文化语境里研究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从具
体作品切人�回避纯理论推演�专注于叙事过程中 “此在 ”
与 “彼在 ” 关系的视觉性�并通过对文献影片的分析�来探
讨视觉叙事的画框结构和情景再现的话语方式。

一、叙事结构 视觉性与视觉化

视觉叙事 是借助视觉性来进行叙事活

琳 而所谓视觉性 则是让所描述的事物能被看

见�其实现过程为视觉化 。这个过程是文化

实践的过程�按今日最前沿的视觉文化研究理论来说�视觉
性就是 “视觉的文化性 ” �是从形式、风格、图像、观念到
文化的一系列发展、循环、推进的 “接续 ” 过

程。 〔’〕因此�视觉性和视觉化的过程�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基
本前提。就视觉文化研究者而言�从阅读到观看即是一种视
觉化过程�从语言文字到静止图像再到活动图像�这一过程
涉及看与被看的互动。对文学来说�视觉性就是作者借助语
言文字的描述来展现事物的图像�也是读者借助想象来将所
读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图像。在此�二者的贯通之点是语言描
述与阅读想象的相互呼应。这呼应�不仅仅是使用什么样的

挣到基本的生活费 当然�无论他们动机如何�我们都不能太
责怪艺术家�因为人都要生存�而生存不是容易的事。这里我
要说的是�这些东西让我鲜明地感到�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
人们好像已经愿意接受这么一个事实 有一种东西叫做 “艺
术 ”�人们得为了它特别地、单独地做些什么才对。而就在这
个巨大的水泥建筑之外�是重庆一块叫黄角坪的地方�喧嚣的
街道、浑浊的空气、拥挤的交通、摊贩的争吵�有时可能还会
有斗殴……所有这些都和这个巨大水泥空间内部出产的�被
叫做 “艺术 ”的那个东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这样的 “当代 ” 艺术�叫人浑身上下浸透在一种情绪
中— 羞愧。

在当代西方�人们对于这一类以艺术的名义无视社会、
漠视人生的做法已经心生厌恶。且别说 年代以来反艺术美

的前卫们�即使是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自己�对此都有反省。美
国画家古斯顿�是美国伟大的抽象表现主义英雄榜上的 “好
汉 ” 之一�他在五六十年代创作了抒情的抽象画�与波洛克、
德库宁、罗斯科等人一起�构成了抽象表现主义出台的阵容。
然而�即使他已经借此成名�作品有相当的市场�可是他却自
问 他有什么权利在世界遍地恐怖时创造美呢 此后�他放弃
了自己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重新画出 一种有形象的、漫画
般的油画�画面完全不美�那些叼着雪茄、脑袋上只出现一只
眼睛的丑陋形象�带着明显的揭露意味— 可以是揭露人心

的丑�或者是揭露社会的丑。他这样大幅度地改变画风�为的
是要找到一种与他的道德不安相一致的艺术�他很有良』臼地写
道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坐在家中�读着杂志�对于种种事
情生出愤怒— 然后走进画室�把红色和蓝色调在一起。我觉
得�应该有某种途径是我可以采取的。我知道在我前面横着这

么条路�一条未踩结实的路。我想走上去把它踩结实�就像我
小时候做的那样。 ” 〔〕于是�这个追随自己良心的画家�甘
愿接受由于离开抽象表现主义风格而受到市场冷落的后果。
尽管西方观众现在并没有就此排斥任何抽象画�指责任何依
然醉心于创作优美画面的画家们� 当代艺术是包容和多元

的�不再会从一种标准出发排斥异己�市场是多样的�观众
也是多样的。 可是�西方观众已经具备了一种觉悟�不叫
它们让自己做大�膨胀成为艺术存在的理由。
我们不是缺乏对多样化的当代艺术的衡量标准吗 我

想�上述的例子应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衡量当代艺
术的标谁。丹托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我认为艺术的卓越
性与艺术应该做什么、它希望达到的效果有关。 年双年

展的作品意在改变我们看待非正义事件并行动的方式。就像
女性主义作品并非为了赚取我们对其欣赏的目的�而是改变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如果它具有这种效
果�如果它能使观众看到他们以前无视或看不到的非正义的
存在�那么它就具有艺术的卓越性……作品是用来改变那些
看到它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认为世界是个非正义的地方�
事实上是要让人们受到感动�然后去改变它。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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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而且更是怎样使用语言文字�也即使用方法�而
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结构�或日叙事结构。关于视觉性
所涉之结构问题�我们可用一个老旧的类比来说明 观赏一

幅风景画�其画框就像一扇窗户�框里的画就是我们所看见
的窗外景色�或说窗外景色就是框里的画。用今日叙事学的
术语说�这画框与画的关系�构成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其
视觉性在于看与被看的关系�尤其是这一关系的实现过程。

关于画框结构与视觉性的实现�我们可从莎士比亚戏剧
《哈姆莱特》的戏中戏说起。如果观众将自己面对的舞台看
成是一个大画框�那么哈姆莱特的延宕和复仇故事�便是框
里的画�而哈姆莱特邀人所演的戏中戏便是画中画。舞台和
演出本身具有视觉性�莎士比亚剧中的两个舞台有如两个画
框�是视觉性之实现过程中的层层推进。对于读者来说�若
要通过叙事的此种画框结构而看见文学作品的视觉图像�完
成视觉化过程�可采用 “向后站 的方法。
世纪中期的加拿大著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 ·弗莱

刁 �在名著 《批评的剖析》中这样谈及 “向后
站 ” 与文学的视觉性 “在看一幅画时我们得站到近处�去
分析那笔法和刀法的细节�这差不多与新批评的修辞分析相
一致。但若往后站一点�构图就会显得清楚一些�于是我们
便可去研究其表达的内容�举例说�这就是观看写实主义的
荷兰画派的最好距离。越往后退�我们就越能看清画面的设
计�例如站在极远处看一幅曼陀罗图像�除了原型而外�我
们别无所见�那原型是一大片向心的蓝色�中心是兴趣对照
点。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常常不得不从诗歌 ‘向后站’�
以便洞察其原型的构成。如果我们从斯宾塞 《变幻的乐章》
‘向后站’�就会看到背景是井然有序的光环�而一团不祥
的黑色则冲进了低处的前景�这就像我们在圣经 《约伯书》
的开头所看见的原型之象。如果从 《哈姆莱特》第 场的开

头 ‘向后站’�我们会看到一个坟墓在舞台上打开�男主人
公、他的敌手、女主人公都跳了进去�紧接着是地面上的一
场殊死搏斗。如果我们从现实主义小说 ‘向后站’�例如托
尔斯泰的 《复活》或是左拉的 《萌芽》�我们就会看到书名
所示的神话式构思。 ” 〔��在这段关于视觉性和视觉化方法
的论述中�读者想象中的画框和画�有如观众面对的舞台演
出�所见之原型图像�得益于向后站时借助的画框结构�以
及画框在视觉上制造的空间距离和看与被看的分离。
关于弗莱 《批评的剖析》之结构主义特性�可参见美国

学者罗伯特 ·肖尔斯 在上世纪 年代结构

主义鼎盛时期所写的 《文学中的结构主义》一书。肖尔斯认
为�弗莱以其原型模式的分析而将英语文学研究界的结构主
义方法推向了高峰。 〔〕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作品中�利用画框来构筑叙事结
构并获得视觉性的例子�可举鲁迅短篇小说 《狂人日记》为
例�其画框与画的结构关系比较直接�也相对简单。小说的
开篇�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口吻告诉读者�他从旧友手
里得到了一本日记�这一直接而简短的叙述�为所获之日记
套上了一个叙事外框。这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叙事方式�虽
然框外框里都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主�但叙事者不是同一人�
而框外已涉第三人称。因此�这一画框结构可以划清作者与

狂人的界限�正因划清了界限�才有了看与被看的互动�视
觉性才得以成立 鲁迅领着读者观看画框里的狂人�同时也
被框里的狂人所反观�由此道出了狂人眼里之疯狂世界的主
题�也才有了 “救救孩子 ” 的呼声。

与此相关�这种画框式叙事结构的另一好处�是叙事者的
人称切换�这也是看与被看之视觉关系的丰富与深化。作者可
以在框里框外跨进跨出�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任意切
换�充分发挥画框结构的叙事功能。之所以说 《狂人日记》的
叙事结构相对简单�是因为鲁迅在构建了画框之后�其叙事一
旦进人框内�便执意借狂人文字来描绘其眼中的疯狂世界�也
即框里的画面�再未跨出画框�也再未切换叙事人称。

画框式的叙事结构在文献记录影片中发挥了更好的作

用�这不仅是因为屏幕即画框�具有画框的叙事功能�而且
更是因为文献影片以其活动图像而比语言文字的视觉性更为

直接�同时又以旁白的方式而保留了语言文字的解说功能�
使视觉叙事得以名符其实。早在 年�英国 广播公司

即邀请著名艺术史学家克拉克爵士 主

讲艺术教育电视片 《文明》 �向电视观众介绍
西方视觉文明的历史�这是此类视觉叙事的早期经典。 《文
明》系列片由克拉克出场讲解�有如鲁迅说他得到了一本日
记�由此构建了故事的画框。同时�电视画面上播映出所讲
解之绘画、雕塑和建筑等图像�由克拉克入镜分析并阐释这
些图像的意义和价值�比鲁迅向读者公开狂人日记多做了一
份解说工作。也许是由于初试新的叙事样式� 《文明》从头
至尾由一人解说�冗长而沉闷�但在六七十年代却以其新颖
的视觉叙事方式而大受欢迎。接着� 很快又推出了另一

套类似的文献片 《观看之道》节阳 系列�向观众
讲解艺术作品�由当时的著名艺术批评家约翰 ·伯格

主讲�同样影响很大。自此� 公司制作了许多类

似的教育文献片。到 世纪�这类文献片的叙事方式大为发
展�克拉克爵士那种冗长而沉闷的叙述已不见踪影�代之以
更有效、更吸引人的叙事方式�视觉叙事将语言文字、静止
图像和活动图像融为一体而终成正果。
在 世纪头十年的这类视觉叙事里 �英国艺术批评

家、作家、电影制片人瓦尔德玛 ·詹纳兹扎克
推出的 每幅画都讲述一个故事 》
仔�本文简称 讲述故事 八集专题文献

片�改变了早期视觉叙事的一般概念�尤其是在叙述什么和
怎么叙述这两点上。关于前一点�同类文献片的视觉叙事的
确是叙述性的�要么讲述艺术的发展历史�要么讲述艺术的
欣赏方法�但 《讲述故事》却是探讨艺术问题�且是有深度
有新解的学术前沿探索。关于后一点� 《讲述故事》也采用
了画框结构�但出场的叙述者却不只詹纳兹扎克一人�而是
邀请了数位受访者入镜讲解�这就避免了克拉克式的单调乏
味。在这两点上�类似的视觉叙事作品还有 近年推出的

奈杰尔 ·斯拜威尔 的 《艺术怎样创造世界》
�又译 艺术创世纪 等。除

了这两点�电影的技术特长也在这些影片中得到了进一步发
挥�例如画中画或戏中戏�以及 “情景再现 ” 或 “重演 ” 的
方式就大大丰富了今日的视觉叙事。

国际论坛·国际视野 �· 美术观察



二、画中画 从叙事结构到叙事话语

画中画与戏中戏基本同义�叙事结构一样�其多层次的画
框�引出了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的关系问题。叙事话语是叙事
方法的另一侧面�不仅涉及 “说什么 ” �也涉及 “怎么说 ”。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 “话语 ” 基本上属于表层

结构的言语 盯。 �而在叙事结构的分析中�话语也属表
层结构。为 厂探讨这个问题�此处进行个案分析�讨论刚提及
的詹纳兹扎克的教育文献影片 《每幅画都讲述 一个故事》。
这 文献系列共八个短片�各约二十五分钟�分别探讨八

幅欧洲名画的不同问题。其中第一个短片一为 《安德鲁斯夫妇》�
考察 世纪英国著名肖像画家庚斯博罗

的同名画作。这是一幅以田园风景为背景的肖像画�画中的两
个主人公是年轻夫妇安德鲁斯。从着装看�丈夫 一身猎装�该
是打猎归来�妻子却一身华服�显然未随夫打猎�而是出门迎
接猎归的丈夫�二人相会 屋外川园里的一棵大树下。丈夫斜
跨猎枪站在妻子身旁�妻子坐在树 卜的长椅上。

影片的话语方式�是先提出环环相扣的递进问题�再从
多方面来探索并回答这些问题。那些环环相连的问题�具有
叙事框架的功能�而探索并回答这些问题�层层进入这些
画框�步步获得对这幅作品的理解。影片一开始�叙述人詹
纳兹扎克从 里抓起一把落地的禽鸟羽毛给观众看�是为图
像符号的提示。然后�他引领电视观众来到伦敦的国立美术
馆�来到这幅肖像画前�告诉观众 这幅作 年前后的

名家作品�白绘制之日起就由私人收藏�两个世纪来秘不示
人�直到 世纪 年代�才由国立美术馆购得�终 见了天

日。他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此画秘藏一两百多年

为解答这个问题�詹纳兹扎克与观众 道仔细读画�发现
人们通常都忽略了画面上的一个重要之处 这幅画并未完成�
坐在长椅上的女主人公�膝郎留下一片空白�而此处应该画有
某物�或许该是孩 �或许会是书本�或许是别的什么。于是
后续问题便出现了 画家原打算画什么 为什么没画出来

若是安德鲁斯夫妇不让画家画出来�原因是什么 除了影片

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作为影片和绘画的观众�也要提出一个问
题 为什么除了女主人公膝部那片空白�画面的其他部分已令
部完成 换�’’之�画家为什么把膝部那片空白留到最后来画�
而不顾绘制肖像画的通常程序�结果未能画完

山于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文献资料保留下来供后人研

究�詹纳兹扎克只得另辟蹊径来探索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
挂在国立美术馆展墙上的这幅画�确实看成一幅画�那么詹纳
兹扎克便至少有两个探索空间�一在画框之外�他可以从事所
谓外围研究�二在美术馆的画框之内�从事所谓内在研究。

在画框之外�詹纳兹扎克做的是关 画家生平及时代和

社会背景的研究。他在影片里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自
己的研究�告知 厂研究结果�也涉及研究过程。在此�视觉
叙事与文本叙事的最大不同�是文献影片里的第一人称和第
气人称分不 干。在影片中�离开国家美术馆后�詹纳兹扎克
将观众引到 厂庚斯博罗的故乡�用 “我来到萨博里小镇 ” 和
“他父亲经介丝绸 ” 这样的叙述语言�向观众讲解画家的家
庭背景和生话故事�其中重要的是父辈经营丝绸买卖�画家
自小就了解丝绸�后来绘制肖像画时也偏好人物身着丝绸服

装。当时英国丝绸和纺织业的发展�与圈地运动相关�画家
对失地的农民充满了同情。
詹纳兹扎克用第 人称述说自己的研究行程�用第三人称

述说历史旧事�二者几乎发生在同一地点同一画面�所以人称
的切换并不明显。但他在研究过程中采访了当地人�并邀其人
镜讲解画家的家史和圈地运动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这时�第
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区别�便因采访者和受访者的对照而相对
明显�虽然二人并未同时出现在同一画面土。就叙事的画框结
构而言�詹纳兹扎克借摄影镜头而领观众到画家的故乡�实则
构建了一个鲁迅式的画框。但与鲁迅不同的是�他进入了这一
画框去观看并讲述画框内的历史故事�而受访者的述说�则
是画框内的画框�有如画中画。此种连环套的画框式叙事结
构�有助于叙事话语的层层深入和步步精细。

另一方面�回到美术馆展墙 卜的画框之内�詹纳兹扎克
所从事的内在研究可称形式研究�但与形式主义有所不同。
就叙事结构而言�画框内的庚斯博罗绘画�讲的是另一个故
事�不是关于庚斯博罗的故事�而是关于画中两个主人公安
德鲁斯夫妇的故事。照影片的说法�二人分别来自富裕的地
主家庭�他们有可能在圈地运动中分了一杯羹�剥夺过贫苦
农民的土地。丈夫安德鲁斯与庚斯博罗是早年学友�他请
庚斯博罗为自己和妻子绘制一幅新婚肖像当在情理之中。但
是�即便是接受肖像订货�庚斯博罗这样的大画家也时常会
不露痕迹地在画中借机表述个人意见�就像 世纪西班牙画

家委拉斯开支为教皇画的肖像那样。那么�庚斯博罗想要在
画中隐晦地表述什么 若果说画中男主人公的形象刻画还算

正常如实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便可圈
可点 这位新婚妻子的年龄才刚过十八岁�却一副中年女人
的老成相�尤其是眼袋松弛�与其优裕的生活和年龄完全不
符�甚至与绘制肖像的目的不符。

因此�女主人很有可能已对自己的形象刻画不满意了�
已经在猜测这位大画家为什么要把 自己画得老谋深算。结
果�当回家最后画到她手握家禽羽毛时�她终 飞识破 了画家

的心机�喝令画家停 绘制这幅画�并将这幅未完之画藏于
深室�两百年不示于人。画中的女卞人公为什么不让画家完
成此画 詹纳兹扎克的解答来自画外的欧洲美术史�来自欧
洲艺术的象征语言。影片说� 世纪中期的庚斯博罗深受荷

兰画派影响�而在 世纪的荷兰风俗画中�农贸市场 卜强悍
的女人手握拔光了羽毛的家禽的形象�具有象征意义�此图
像符号指强梁剥夺弱者�暗示了英国圈地运动中地主对农民
的剥夺。因此�画家想借这幅肖像画来暗中表述的个人意
见�是对自己早年学友的嘲讽。然而�画家在最后被识破
了�他不能再画下去 了。这样说来�画中女主人公膝上那块
末画的空白�应该是一只野禽�即男主人公打同的猎物。这
猎获的野禽暗示着荷兰绘画中被拔了羽毛的家禽�由女主人
手里未画完的羽毛所暗示。

詹纳兹扎克的上述解读�来自画框内外的往返。我们作
为电视观众�也被他引领着在画框内外往返。这是艺术阐释
的过程�如果我们对这过程有清醒的意识�我们便可自行往
返于画内画外�通过阐释而回答前面提出的环环相扣的递进
问题。例如�庚斯博罗之所以不顾绘制肖像画的先后程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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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野禽留待最后�就是不愿被早早识破�但到了最后时刻却
还是被识破了�所以此画终未完成。

从框内的画向外看�画中关于男女主人公的故事�解答
了画中未画之物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向前推进一步�跨出画
框的局限�在画外 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历史背景中�我们
可以回答画家为什么要画家禽的问题。反之�如果我们从画
框外面向画里看进去�便可先在画外得知画家对失地农民有
着同情之心�然后在画里解答画中未画之物应该是什么的问
题。这时候�我们再次确认了画框结构的叙事功能�并领悟
到了另一个更外围的大画框�这就是电视屏幕�它在屏幕的
框架里向我们展示了詹纳兹扎克的探索�又在这探索的框架
里展示了庚斯博罗绘画的意义。我们作为电视观众�正在欣
赏无数个层层相套的画中画�观赏一出出戏中戏�而最外围
的最大画面�便是屏幕上这部专题文献影片。

《每幅画都讲述一个故事》的每一集�都以同一句主题
语作结 “世上有许多关于艺术的故事�这个故事仅是其中之
一 ” 。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总结视觉叙事的结构 “视觉叙
事有许多种结构�画中画的框架结构仅是其中之一 ” �而且
是表层的形式结构。
三、情景再现 此在与彼在的历史重演

由上观之�尽管画框结构可以层层相套�但仍是一种形
式�是 “说什么 ” 的框架�属于 “怎么说 ” 的范畴�关涉各
结构要素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叙事话语是一个关于结构的
概念�但它涉及 “怎么说 ” 和 “说什么 ” 二者�其关系揭示
了视觉叙事的深层结构。在这方面�英国 广播公司近

年推出的西蒙 ·谢玛 主讲的教育文献影片

《艺术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样本�且以情景再
现为叙事话语的范例。在这套系列片中�谢玛的 “说什么 ”
涉及影片所再现的历史情景�而 “怎么说 ” 则涉及历史情景
的再现及方法�二者的关系是由表层结构揭示深层结构的关
系�此乃叙事话语的要义。

在编排体例上�谢玛的影片与詹纳兹扎克的 《讲述故事》
相似�二者均由多部短片构成�各短片相对独立。但是�詹纳
兹扎克以单幅绘画为每部短片的讨论中』心�而谢玛则以单个画
家为讨论中心。一个画家的作品不止一幅�于是谢玛的叙事结
构和叙事话语便相对多样化�尤长于从心理和传纪的角度来阐
释画家�讲解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对应于 “说什么 ” �
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画 对应于 “怎么说 ” 。

按照当代著名叙事学研究者米克 ·鲍尔 的

说法�所谓叙事话语既是所述故事的中心内容�也涉叙事者的
叙事处所� 〔〕即本文所说的画框外与画框内的叙事位置�这
两个处所的关系就是结构。在画框外�是叙事者于此时此地进
行叙事的时空位置�可称 “此在 ” 所述之事在画框之内�是
彼时彼地所发生之事的时空位置�可称 “彼在 ” �叙事者于
必要之时可引领读者或观众跨越时空�由此在前往彼在。叙
事者在画框内外的彼此穿梭�引出了当代叙事学理论的 “情
景再现 ” 之说。这一概念借 自历史研究�可追溯到 世纪

前期的英国历史学家、形式主义艺术史学家科林伍德
一 记 的 “重演 ” 一 理论。照科林伍德的

说法�所谓重演�就是重新体验过去�指历史研究者让过去

发生的事情在自己的大脑中复活�将 “彼在 ” 的历史事件抓
取过来�到 “此在 ”来重新演出。 〔�但是科林伍德并未言及
相反的情形�他只是将过去抓往现在�而不是从现在溯游到
过去。一般说来�科林伍德的重演方法虽属历史哲学�但感
性多于理性�恐有学术逻辑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一方法影
响较大�当代学者便力图确认其逻辑性。 〔〕尽管 《艺术的力
量》是探索问题的�但毕竟是影视作品�而非学术论文�所
以其情景再现的重演方法�便有了超越时空秩序的自由�而
无逻辑漏洞之虞。

这就是谢玛的叙事行为在此在与彼在之间来回穿梭�使
二者界线模糊�不易分开。在此�所谓情景再现�既是将彼
在的历史情景抓取到此在来再现�也是将此在的观众带往彼
在的时空去观看再现的情景�更是二者间的模糊时空。于
是�叙事者的时空处所�便不得不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

《艺术的力量》第一集 《卡拉瓦乔》�探讨意大利 世

纪末 世纪初的著名画家卡拉瓦乔 绘画中的血

腥暴力问题。叙事者谢玛为自己选定了两个位置 画框外的

此在和画框内的彼在。就前者而言�谢玛在画框外向观众讲
述画框内的往日绘画�讲述绘画产生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讲述画家的生平故事和当时的艺术史实。就后者而言�谢玛
从从画框外进人画框内�从彼在的视角向此在的电视观众讲
述彼在的故事。于是�他复活了卡拉瓦乔�雇请演员像演电
影一样重演卡拉瓦乔的故事�既给了卡拉瓦以自述和独白的
机会�也让卡拉瓦乔与别人对话。此时�谢玛既在画框内的
舞台上重演历史事件�也在画框外配以叙事者的旁白�将画
框内的彼在同画框外的此在贯通了起来。

就情景再现的画面而言�谢玛在画框内重演了静止图像
与活动图像两种画面。那静止图像是卡拉瓦乔的绘画作品�
无论是在此在的美术馆、画廊还是教堂里�作品本身总是静
止不动的�但作品所在的环境却可能是活动的。这既是叙事
者在此在环境里的活动�也是另一时空里画家在彼在环境里
的活动�二者贯通起来使静止的图像有了活动的语境。所谓
活动图像�就是以拍摄电影的方式重演卡拉瓦乔的故事�
这是历史事件的再现�与电影一样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同
时�活动图像也指谢玛本人在画框外的叙事行为�这一行为
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了画框作为此在与彼在之区别的时
空参照�而且还在于利用旁白来跨越时空、出入画框�将此
在与彼在贯通起来�这是旁白的叙事功能。

这就是说�叙事者有此在与彼在两个处所�即两个时空不
同的叙事位置。在画框之外�谢玛从影片起头就开始叙述�多
数时候他出现在屏幕上�有时也离开屏幕�使自己的叙述成为
旁白。然而在画框之内�无论是讲解绘画作品�还是讲述画家
的故事�例如画家的暴虐脾气之类�叙述者多数时候并未出现
在屏幕上�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要么是画作�要么是所述的故
事�即重演的事件�例如画家在画室里让模特们摆出动作以便
作画�或挥剑与人决斗。但是�即便在画框之内�谢玛的叙述
旁白 也未停止�而且与画框之外的叙述相互承续�其间并

无断裂。叙事话语的这种连续性�打破了画框内和画框外的界
限�使此在与彼在间的穿梭得以实现�这是 《艺术的力量》借
画框式叙事结构来进行情景再现的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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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力量》一至五集探讨 世纪中期以前的艺术

家�也即古代大师�因资料的搜集情形大同小异�故谢玛对
叙事话语的处理也大体相似。但自第六集 《梵高》起�由于
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的相对充足�谢玛探讨 世纪末期的

后印象派画家梵高时�便于此在与彼在的关系上采用了新
方式 叙事者与被叙述者进行对话。第一种方式可称直接
对话�利用画面的剪辑和穿插来使此在的谢玛与彼在的梵
高接上话茬�仿佛二人在跨时空交谈�但并无真正的对视
和顾盼�盖因二人不在同一画面上。第二种是间接对话�二
人身处不同时空�未直接交谈�但他们的话题却是相同或相
通的�虽然各说各话�却有一呼一应的效果。第三种是话题
的延续�即一人引起某一话题�另一人续谈这一话题。第四
种是话题的阐释�例如梵高在影片中谈及某一话题�镜头一
转�谢玛出面解释这一话题 或是谢玛提出一个观点�然后
镜头转向梵高�由他的独白来做注解。

谢玛利用此在与彼在的关系来进行情景再现�还采用了
其他形式的视觉叙事。到了 世纪�随着电影技术的出现和
发展�要达到情景再现或历史重演的目的已容易多了�叙事
者可以利用彼时彼地的影像文献。在 《艺术的力量》第七集
《毕加索》中�为了讲解毕加索名画 《格尔尼卡》的历史背
景�谢玛借用了西班牙内战时期之电影纪录片的片段�用真
实的影像材料�而不是想象的虚构图像�来再现了希特勒统
治时期德国的轰炸机对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的狂轰滥炸。同
时�谢玛还借用了毕加索的摄影家女友在上世纪 年代后期

所拍摄的大量摄影作品�再现了这位画家在巴黎画室里绘制
《格尔尼卡》的情形。在此�无论是活动的纪录片还是静止
的照片�都以历史文献的方式来达到情景再现的目的�而不
是以想象或虚构的方式来进行历史重演。

在第八集 《罗斯科》中�由于叙事者与被叙述的画家几
乎处于同一时代�于是此在与彼在的关系便在时间上被拉近
了�而空间距离也相应易于跨越。尽管罗斯科死干 年�
比拍摄 《艺术的力量》早了 多年�但谢玛仍采用了并置和
重叠的叙事话语�以便使此在的叙事者、电视观众与彼在的
画家、画作相沟通。影片开始时有一个片段�叙事者谢玛来
到伦敦的泰特美术馆�走向罗斯科的作品�边走边做解说。
这时�一个简单的蒙太奇手法�即从谢玛切换到了由演员扮
演的罗斯科�他也正在泰特画廊里走向自己的作品�也一样
边走边讲自己的艺术。此处的并置是时间上不同图像的交替
出现�而不是空间上不同画面的同时展示。这是活动图像之
并置与静止图像之并置的不同。但是�并置的功能在此并未
改变�这就是贯通此在与彼在。

以上讨论所用的术语 “此在 ”与 “彼在 ”�是借自当代新
历史主义的批评概念�可追溯到德国现代哲学中海德格尔和伽
达默尔的现象学与阐释学。关于沟通此在与彼在�英国当代批
评理论家汉米尔顿用语言交流来做比方�说是并非要去寻找一
种彼时彼地和此时此地大家都懂的 “宇宙语 ”�也不仅仅需要
彼时彼地的词典和语法书�而更主要的是要对彼时彼地的语言
行为进行周密描述。 〔�〕照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说法�任何
一物都构成另一物的语境�我们只能在语言行为的语境中才能
理解语言的含义。情景再现不仅是重演画家在彼时彼地做了什

么�而且更是提供彼时彼地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以便我们理解
某位画家为什么要画那样的画�以及为什么要那样画。

小结

一些在文本时代不易说清的问题�或是比较抽象的理论
问题�到了图像时代却变得相对直观。本文所涉的此在与彼
在及其互动关系�从研究者大脑里的想象�变为画框里和影
视屏幕上的画面�而所谓不易理喻的历史重演�也变为电影
或电视的直观活动图像。
叙事问题是文艺理论的老问题�在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

研究的新语境中�获得了新特征�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
关键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和当代文化
现象所进行的社会政治批评�给今日学术留下的遗产之一�
是学术倾向的转向。在文学理论界�文学研究进人文化研
究�在艺术理论界�艺术研究进入视觉文化研究。这二者的
一个共同点�是文学研究与艺术研究都有转为社会文化研究
的倾向�从而染上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色彩。

学术转向的另一大表现是跨界研究�这与更早时期的比
较研究有相通之处�但比比较文学的跨度更大�跨越了学科
领域和艺术门类。还在上世纪 年代前期�英国学者伊斯托
普 叩 就出版了 《文学研究进入文化研究》〔〕
一书�将文学作品当做社会文化的文本切片来研究�与视觉
文化领域里的电影、电视、摄影、广告等视觉文本进行贯通
和并置�视野大为扩展�对文本切片的分析和阐释也更加深
入�并独具见解。伊斯托普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今日的学术
活动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我从中得到了一个警示 无论是

文学研究还是艺术研究�都不应该是社会学研究或政治批评
的附庸�而应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社会政治的探讨�是为
了深化和拓宽文学与艺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对于
文学研究者和艺术研究者而言�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是
手段而非目的。

那么�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的独立性何在 我认为在于

文学和艺术的形式研究。当然�这一形式并不受形式主义概
念的约束。本文在学科跨界的前提下�以叙事文学为出发
点�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视觉叙事问题�涉及叙事结
构和叙事话语�便是在当代批评理论的语境中对叙事形式的
重新认识�是为本文的价值和意义。口

注释

〕 一 � 七旧 � 七
一 广 � �
〕 厂 「 � 七 七 �
已�

〔〕 卜。 � 一 �
一 引 � �
〔〕 � 一 七

一 于 � � � 一

� 一 �
了 � 一

〔 一 � 一 七

日 � 一 �
一 七 �

〕 卜 ”
�

�

一美术观察 盯。 下。 一’ �� 一 国际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