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末以来 ， 西方学者首创 ，
并在学术界流行

一

时的符号学 理论被国 内专注前沿的学者不断译介到 国 内学

界
，
部分中 国学者经过多年 的消化 吸收 ， 早已尝试将符号学方法应 用于对 中国文艺作品 的解读和批评 。 但对

“

艺

术史符号学
”

， 国 内的美术 史研究者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 。 旅加学者段炼近年来致力于对美术 史符号学方法的研

究和译介
，
并将其运用于对中 国艺术传统的细读和分析 ， 成果斐然 。 本期他的文章对 当 今视觉 文化和艺术史研究

领域里的
“

艺术史符号学
”

方法最重要的一位代表性学者米克 ？ 巴尔 思想的学理背景和学术成果做了全面而简明的

介绍
，
非常值得重视 。 英国现代艺术 家弗朗西斯 ？ 培根的作品通常可以给观众很强烈的精神冲击 ， 但解读他的作

品可以说是
一个难题

，
本期青年学者刘文文的 文章对培根创作中最 重要 的部分作品做了非常详细充分的读解 。

段炼
＋

米克 ？ 巴尔的视觉叙事符号学

米克 ？ 巴尔 （
Ｍ ｉ ｅｋ ｅＢ ａ ｌ

， 曾译米柯 ？ 鲍尔 ，

１ ９４６
—

） 的 主义 的解构 ， 这成为 ２ ０世纪后期西方左翼激进学术思想的催

艺术理论有两大部分 ， 艺术史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 。 本文讨论 化剂 。 但是 ， 在解构主义之后 ， 符号研究再度兴起 ， 当代符

前者 ， 但从中能见证艺术史同视觉文化的联系 巴尔从当代符 号学得以构建 。 这就是说 ，
２０世纪 的符号学大体上经历了三

号学出发 ， 研究西方艺术史 ， 聚焦于视觉图像中的符号叙事 ，
个发展阶段 ： 其一 ， 索绪尔和皮尔斯所代表的现代符号学 ；

阐述其能指与所指之间 的文化运作 。 所谓当代符号学 ， 是指解 其二 ，
罗兰 ？ 巴 尔特及其后学所代表的后结构符号学 ； 其

构主义之后西方学者所重建的跨学科符号学 ， 在艺术史和视 三
， 解构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当代符号学 。 在此 ， 解构主义

觉文化研究领域 ， 这
一

重建以 巴尔为代表 ， 其研究和相关著 是符号学浴火重生的转折点 。

述 ，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 ， 以文化分析的图像形式和 意识形态为什么以解构主义为转折点 ？２ ０世纪前半期的现代符号

的多重叙事 ， 将符号学推进到 了 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前沿 ， 构 学 ， 有结构主义的 支撑 ， 但到６０年代后期遭 遇了解 构主义的

建了她自 己 的当代艺术理论体系
“

视觉叙事符号学
”

。挑战 。 德里达那些具有解构思想的著述和理念 ，
例如 《文字

学 》 和
“

延异
”

， 在６０年代 中后期陆续面世 ， 并在７０年代被译

＿

、 符号学的历程成英文 出版 ， ８０年代被美国学术界普遍推崇 。 但是
，
也正是在

在西方人文科学的 传统中 ，
符号意识 可以追溯 到古希 这 同时 ，

一

些追随解构主义的年轻学者 ， 跨越不 同学科的界

腊柏拉 图 的 《 理想 国 》 第七章和第 十章的
“

洞穴喻
”

和
“

床 线 ， 自觉或不 自觉地探索符号学的新的可能性 ， 尝试重建新

喻
”

。 用喻是一种符号方法 ， 柏拉图在二喻中使用的
“

投影
”

的符号理论体系 ， 于是当代符号学浮出水面 。 从时间上说 ， 当

和
“

模仿
”

概念 ，
是符号

“

再现
”

的学理之源 。

“

再现
”

作为名 代符号学是８０年代之后 的学术动 向 ， 从理念上说 ， 当代符号学

词 ， 指
“

符号
”

是另一物的代表 ， 而作 为动词 ，
则使

“

符号
”

不仅仅是对理论构架的重建 ， 甚至是对学科的重建
， 尤其是对

具有了意指的功能 。 随后 ，
亚里士多德在 《工具论

？ 论阐释 》学术理想的重建 。 在艺术研究领域 ， ８０年代 的
“

新艺术史
”

理

的开篇 ， 指 出 了
“

再现
”

在
“

文字
一语言

一思想
”

的延伸过程 念受益并贯通 了不同学科 ，
将文本研究引向 了文化政治 。 其结

中 的连续性 ， 是为符号活动的意指过程 ， 为 巴尔的
“

行为 －事 果 ， 那时处于发展盛期的传播学 、 叙事学 、 图像学得 以整合 ，

件符号
”

开了先河 。为艺术史学中的当代符号学提供了 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

在欧洲 中世纪和启蒙时期 ， 符号研究被明 确提 出 ， 但符号在 当代符号学建立之前 ， ２０世纪符号学在西方的发展 ，

学的发展却
一

路平缓 ，
直到２０世纪才大起大落 。

“

大起
”

者 ，基本上有三大路径 ， 或称三大主流 。

一是以法语 著述的欧洲

乃索绪尔语言学对整个２ ０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广泛而深刻 的影 学派 ，
主要指从索绪尔 、 罗兰 ？ 巴 尔特到后结构和解构主义

响
，

“

大落
”

者 ， 乃德里达对索绪尔及其所代表的逻各斯中心 的
一

路 ；
二是 以英语著述的美国学 派 ， 主要指从皮尔斯 、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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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到西贝奥克 、 约翰
． 迪利 的

一

路 ；
三是以俄语著述的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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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巴尔的关翻Ｉ■Ｖｗ 漏
米克 ？ 巴尔是今 日西方人文学界的前沿跨界学者 。 前沿

＿
伦勃朗 苏珊娜与长老 １６ ４５ 现藏柏林国立美术馆

者 ， 是指她 的文学叙事学研究和艺术符号学研究在西方学术

界所具有的开拓性和影 响力 ； 跨界者 ， 是指她将叙事学引 人

符号学
， 将文学研究 同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整合起来的实 学

”

庞大而复杂 ， 理论 、 方法 、 实践三者合而不分 ，
需要理出

验性 。 除了理论 、 历史
、
方法

，
巴尔的学术研究 ，

也包括当 头绪方可把握 。 为此 ， 读者可以从主要概念或关键词人手 。

代艺术 、 电影批评 、 文化批评 、 女性主义等 ， 同时 ， 她也是在 巴尔关于符号理论的众多概念中 ，
切中视觉叙事之要义

艺术家 ， 还从事学术文献影片 的制作 。 巴尔早在 ２０世纪后期 的
， 是作为符号的事件 ， 或称

“

事件符号
”

（ｅ ｖ ｅ ｎ ｔ
－

ｓ ｉ

ｇ
ｎ ） 。 这

便从现代符号学转入 当代符号学 ，
从经典叙事学转人后经典 就是说 ，

艺术 中的符号 ， 不仅仅是静止 图像
，
而更是图像内 在

叙事学 ，
她由此将今 日西方学术界的艺术史 、 视觉文化 、 文 的连续性和动态特征 ，

也即叙事特征 。 正是图像中事件的发生

学研究引 向 了新前沿 ，
而其

“

文化分析
”

和
“

视觉叙事符号 和发展
，
使图像符号具有了叙事性 。 但是 ， 在一幅静止的画面

学
”

则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研究的前沿理论和方法 。上 ， 叙事何以可能 ？ 在巴尔看来 ， 这是一个观看的问题 ，
是观

米克 ？ 巴 尔 当代符号学的重要性 ， 主要在于她将动态的 看的视角和视线问题 。 在观看一幅静止的绘画时 ，
根据作品所

叙事符号概念 引人艺术史之图文关系的研究 ， 将静止的图像 描绘的图像 ， 来选定某一视角 ， 由此看出去 ， 直达视点 ， 例如

符号引 申 为动态 的行为和 事件 ， 即叙事符号
，
她因此 而被 画 中人的凝视

，
二者间便会产生若干视线 。 这些视线的关系 ，

认为 ２０世纪末艺术史符号学领域的原创性学者 。 在哈里斯 是一种视觉叙事 ，
而不 同视线间 的交结处 ， 皆为事件的发生 、

（
Ｊｏｎ ａｔｈ ａｎＨａｒｒｉｓ） 的专著 《新艺术史 的批评导论 》 （ ２００ １年 ）

发展和转折之点 ： 这一切 ， 构成事件符号的叙事体系 。

中 ， 有专节讨论符号学在艺术史研究 中 的应用 ， 该书将米克 ．在巴尔关于符号方法的诸多概念中 ，

“

读者导 向
”

最为重

巴尔列为 ２０世纪后期此领域的两大学者之
一

： 夏皮罗代表了要 ， 也就是从读者的视角去解读作品 。 通常说来 ， 所谓的符号

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符号学 ， 米克
． 巴尔代 传播链至少有四个环节 ： 编码者 、 符码 、 解码者 、 传播语境。

表了８ ０年代至 ９０年代以来 的
“

新艺术史
”

符号学 。 此书列出 了精神分析法专注于作者意图 ， 属于编码者导向 ， 形式分析法专

２０世纪后期关于图像符号与图像叙事研究的五部必读经典 ， 其 注于符码形式 ，
属于符码导向 ， 或称作品导向 ， 而读者反映批

一便是米克 ？ 巴尔的名 著 《 阅读伦勃朗 ： 超越 图文二元论 》 ，

评则专注于读者的解读 ， 即解码者导向 ，
或读者导向 。 巴尔认

并指 出 了此书因跨学科研究而具有 的博大精深 。为
， 精神分析 中的述说者是批评家 ，

尽管批评家在讲述作者意

米克 ？ 巴尔的学术专著迄今 已 出版近 ４０部 ，
有荷 、 英 、

图 ， 但那是批评家作为读者的看法 ， 即精神分析师的看法 。 这

法 、 西 、 汉等多种版本 ， 论题涉及艺术 、 文学 、 电影 、 方法论 样说来 ，
对作者意图的揭示 ， 实际上也出 自读者视角 。 同样 ，

等 。 在艺术研究领域 ， 主要有 《文化政治的时空逆转 》 （ ２０ １ ６形式研究也脱离不开这种情况 ， 或可算做另
一

种
“

阐释的循

年 ） 、 《难言的政治艺术 》 （ ２０ １
０年 ）

、 《引述卡拉瓦乔》 （ １
９９ ９环

”

，
无论是何种导向 ，

最终都要 回到读者的立场 。

年 ） 、 《
双重曝光》 （ １ ９％年 ） 、 《符号意指 》 （ １ ９９４年 ） 、 《阅读伦那么 ，

“

读者导 向
”

的视角究竟怎样运作 ？ 这是符号学的

勃朗 ： 超越图文二元论 》 （
１９９ １ 年 ）

、 《叙事方式 》 （ １ ９ ９ １年 ）
，方法问题 。 对此 ，

巴尔的关键词是
“

换框
”

（ ｒｅ ｆ ｒ ａｍ ｉ ｎ
ｇ ） 。 打

分别论述艺术史 、 当代艺术 、 视觉文化和艺术理论 。比方说 ， 读者透过窗框去看窗外风景时 ， 可 以将框里如画 的

巴尔艺术史研究中 的当代符号学见诸理论 、
方法和实践 风景取下来 ， 换上另

一个窗框或画框 ，
也就是将作品植人读

三方面 ， 其理论和方法实为 阐释学的实践 ， 关注图像符号的多 者选定的新语境 ， 也称装框 （
ｆｒａｍ ｉ ｎｇ ） 。 在视觉文化研究的

重解读和意指延伸 。 巴尔将静止 的图像符号延伸为行为 和事 语境里 ，
巴尔强调信息传播过程 中读者的 阐释作用 ， 其

“

换

件符号
，
她因此而成为２０世纪末西方艺术史符号学领域的跨界 框

”

之法
，
呼应了 ２０世纪符号学之建构 、 解构 、 重构的发展

原创性学者 ， 我称其理论和方法为
“

视觉叙事符号学
”

。 在艺 历程 。

“

换框
”

的第一步是分析编码者预制的图像框架 ， 第二

术史学领域中
， 作为 当代符号学的一大典范 ，

“

视觉叙事符号 步是解码者拆除这一框架 ， 第三步是从读者视角而在新的语

１３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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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重新设置
一

个读图 框架 。 在此意义上 ，

“

换框
”

也是
“

装 师的作用 ， 在艺术研究 中 ，
这是史学家和批评家的作用 ， 在

框
”

。 装框是主动所为 ，
是采用符号学方法 ， 将符号看做视 符号的传播链 中 ， 这是解码者的作用 ， 呼应 了 巴尔符号学对

觉艺术与视觉话语的组成部分。 在视觉符号研究 中的装框实 读者之 阐释功能的倚重 。 反过来看 ，
巴尔对弗 洛伊德与拉康

践
， 是对互文 的 、 图 像的 、 典故 的装框 ， 以及对叙事 的装 理论的符号化处理 ， 在于将

“

凝视
”

当做符号的能指链 ， 以 引

框 ， 涉及修辞 、 话语逻辑 、 鉴赏知识等 。出
“

聚焦
”

的议题。 在此 ， 读者也是精神分析与叙事研究的连

在新的框架中 ， 读者可以重新 聚焦 。 问题是 ， 对艺术史 接点 ， 而这一点的生效 ， 又依赖于历史语境 ， 是为 巴尔之文

研究者和 图像的解读者来说 ， 要从读者视角 去洞 悉事件符 化分析和读图实践的意识形态特征 。

号 ， 究竟该关注什么 ？ 在此 ，

“

聚焦
”

（
ｆｏｃａ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 成为巴尔符号学是

一种 阐释学
，

巴尔 的视觉叙事符号学是对图像

符号方法的另
一

关键词 。 此词来 自 文学叙事学 ，
主要由法 国 的 阐释 ，

其阐述注重读图实践 。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 ， 方法论

后结构主义者热奈特 （ Ｇｅ ｒａｒｄＧ ｅ ｎ ｅｔ ｔｅ ） 定型 ， 但随后被巴尔 是二者的连接 ， 巴尔的方法重在视角 。 在符号的传播链上 ，

解构了 。 在文学叙事学中 ， 聚 焦指作者通过作品 中 人物 的双 编码者 、 符码 、 解码者 、 传播语境四者的协作 ，
是符号系统

眼
，
去观察和描述其处身的世界 。 在后结构主义叙事学 中 ， 热 运作生效的必要条件 。 若说精神分析关注编码者 ， 形式主义

奈特区分了
“

内 聚焦
”

、

“

外聚焦
”

、

“

零聚焦
”

三者 ， 而代表当 关注符码
，
后现代主义关注传播过程的外在语境 ， 那 么 ，

巴

代叙事学的 巴尔 ，
则指 出 了 三者之分的逻辑漏洞 ， 并将后两 尔的方法则关注解码者 。 她从读者的视角 出 发 ， 将前三者置

者合而为一 ，
再对 内聚焦和外聚焦做 了重新阐释 。 巴尔将这 人图像阐释的框架 ， 是为其读者导 向 的方法 。

两种聚焦引 人艺 术史研究 ，
探讨画 中人的视线和动势所具有巴 尔 的 读图法比较复杂 ， 涉及历史 、 宗教 、 文 化等议

的描述和再现功能 ， 及其与画外观看者之视角 的互动 ， 由 此 题 ， 她将现成的绘画分类 ，
如历史 画 、 肖像画等 ， 用作类型

论述叙事性绘画的时间性和视觉再现中的事件符号 。符码 ， 即主代码 ， 相 当于 旧 両框 ， 再通过图像细读而指 出 不

在 巴尔 的视觉叙事研究 中 ， 与此相关的另三个关键词是 同主代码之间的 阐释的 冲突 ， 即关系失谐 ， 由此解构各主代
“

聚焦 者
”

、

“

内 聚焦
”

和
“

外聚焦
”

。 聚焦 的要义 ， 在于叙事 码 自 成
一体的 图像意义 ， 最后代之以新 画框 ， 从而得 以重构

者视角和视线 ， 在此 ， 巴尔之视觉叙事符号学的实践 ， 又通 图像的意义 ， 并就此构建视觉叙事的符号阐释法 。

过方法而 回到 了 事件符号 的理论 。 这 已不再是简单的阐释的巴 尔的读 图法 ，
主要是通过 图像细读和视觉认知而辨析

循环 ， 其深刻之处 ，
在于这循环背后所隐藏的悖论 。绘両的叙事性 。 在此 ， 她区分 了 自 己 的符号学读图法 同潘洛

这悖论就是形式与观念的关系 ＝
巴尔 的视觉叙事符号学 夫斯基的图像学读图法 的不同 ： 在 巴尔的 图像解读中 ，

“

前文

以视觉形式为 能指起点 ，
以 意识形态 为所指终点 ， 而 实际 本

”

构成 了故事语境 ，
而 同

一题材的其他绘 画则具有
“

互文

上 ，
巴 尔的 图像阐释并无终点 。 在这部文选的理论 、 方法和 性

”

作用 。 由 于这样的认知 ， 对看画者来说 ， 绘 画用喻的修

实践各部分 ，
巴 尔对上述概念和 关键词都有切实的 阐述 。 需 辞方法 ， 成为重要 的叙事方法 ， 反过来说 ，

对修辞图像的阐

要注意的是 ， 虽然在这些阐述中 巴 尔几乎 没有提到德里达 ，释 ， 也是读者解读视觉叙事的重要方法 。

也没有 明确使用解构主义 的术语 ， 但是在我看来 ，
巴尔学术在视觉艺术中 ， 画家借用修辞术表达 自 己 的意图 ， 而在艺

的形式起点却是德里达关于能指与所指相错位的观点 ， 是关 术史研究中 ， 修辞分析则被用来发掘作品的潜在含义和艺术之

于视觉寓言借修辞术而对能指的逃逸 ，
是关于所指延异 的观 外的价值 。 为将文学的修辞分析转人艺术史研究 ，

巴 尔从弗洛

念 。 在这类解构思想的前提下 ， 巴尔得 以从读者视角来构建 伊德精神分析切入 ， 借用其移位概念 ， 将
“

臆想式解读
”

作 为

她 自 己 的视觉叙事符号学 。 换言之 ， 巴尔 的学术思想发展于 引人的契机 。

“

臆想
”

是指艺术 家不在乎语言逻辑 ， 而依感性的

解构主义之后 ， 代表了今 日 学者重建符号学的努力 ， 是当 代 修辞用喻 ， 利用转喻的换位功能 ， 使共时图像替代历时叙事 。

符号学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典范 。这给读者提供了逆行的机会 ，
通过反 向 分析艺术的叙事结构 ，

来揭示符号的所指 。 在符号传播的意义上说 ， 画家使用修辞表

三 、
理论与方法述 ， 类似于符号编码者设置修辞机制来编写图像密码 ， 而艺术

米克 ？ 巴尔的视觉叙事符号学理论 ， 涉及三个方面 ：

一 史学者的修辞分析 ， 则类似于符号解码者对图像修辞的破译 。

是将皮 尔斯的符号概念引人艺术史研究 ， 阐述如何 由此而观作为当代学术前沿 ，
巴尔 的视觉叙事符号学 ， 以形式主义

照图像符号和叙事符号 ；

二是跨越艺术与文学 的界线 ， 将叙 的图像细读为开端 ， 以意识形态的文化分析为终端 ， 是为其艺

述学 引 人符号学 ；
三是扩大符号理论的跨学科性 ， 将精神 术史学研究 的特征 。 其实 ， 即便是在今天的西方人文科学界 ，

分析引 人叙事符号 ， 使视觉叙事符号学获得更广泛的理论 尽管形式主义早 已不再前卫 ， 却是图像阐释的基础 。 今 日所谓

支撑 。 这三面的基础 ， 是图像细读和文化分析 。 前者给 了 巴 学术前沿 ， 无不 以形式主 义为前提 ， 而当代符号学正好是这

尔符号理论 以前提
，

后者使巴 尔理论具有了高度和 深度 。 在 样
一

个范例 ： 从世纪初 的索绪 尔和皮尔斯开始 ， 以世纪 中期

此 ，
巴 尔的理论在实践 中贯通了视觉形式的 内 在研究与符号 的后结构主义为接续 ， 然后才有世纪末和新世纪 的成就 。 米

叙事的外在研究 ， 尤其是前文本 的历史语境 。克 ？ 巴尔视觉叙事符号学 ， 通篇都是新批评式的细读 ， 以及后

关于精神分析 ， 巴 尔关注 弗洛伊德 和拉康的理论 与视觉 结构主义式 的解构分析 ， 若无这样的细读和分析 ， 便不会有作

叙事的关系 ， 并 由 此阐述视觉叙事 中的精 神分析问题 。 巴尔 为 当代符号学的米克 ？ 巴尔视觉叙事符号学 。
口

在引人精神分析理论时 ， 强调主体的作用 ， 也就是精 神分析段炼 ， ２０ １６年 １ １ 月 ， 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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