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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研究与图像叙事新探

汪 甍

法国者 名学者托多洛夫 ［Ｔｏｄｏｒｏｖ Ｔｚｖｅ ｔａｎ
，
 １ ９３９ －

］ 认为 ： 叙事

学是从某种叙事现象入手进行的一种关于叙事原理与叙事规律的

研究 。 叙事学通过对其事态构成规律的探讨 ， 确定功能 、 手段 、

方法与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结构性分析 ， 同时对叙事原理进

行探究的学问 。

１

这位
“

叙事学
”

的创撰者对文学叙事 、 图像叙

事等进行了精辟的阐释。 随着这
一

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 ， 文学 、

图像学 、 影像学 、 诗学等以叙事为主要功能的艺术形式都通过托

多洛夫的叙事学理论成果中得到诸多的帮助 。

图像叙事是最为古老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叙事形态 。事实上 ，

从叙事学原理的创立到图像叙事的再度兴起 ， 从某种意义而言是

视觉艺术创作与发展的一种回归 。 然而这种回归不是人们通常所

认为的形式上的问题 ， 作为
一

种艺术形态 ， 图像叙事不但可以作

为承载意识形态的载体 ，
同时也是一个能够整合创作思维路径的

平台 。 其中涉及到的关键 ， 即能否找到
一

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和研

究手段 。 因此需要摆脱传统叙事话语的囹圄并对纷繁的叙事学理

论进行有效的整合与重构 ，
从而形成当下叙事艺术发展的走向 。

在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 ， 随着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出

现 ， 传统艺术中叙事功能 曾受到过颠覆性的批评 ， 这些批评主要

是从艺术本体上对传统艺术中叙事形态进行 了否定 。 随着托多洛

夫叙事学理论的建立 ，人们开始对视觉艺术 ， 同时也包括诗歌 、音乐 、

舞蹈 、 戏剧
、 电影等具有叙事功能的艺术进行了重新论证 、 思考与

拓展 ， 并开始思考艺术表现的多种功能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 。

就视觉艺术而言 ， 西方的图像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艺术

的起源时期 ， 法国拉斯科岩洞的岩画 ， 其实就是人类荒蛮时代的

社会生活写照 ， 也可以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图像叙

事艺术。 西方美术史中最为典型的或者说已基本构成了图像叙事

这一完整概念的古希腊的旷世杰作 《 奥德修斯的归来 》 ， 通过陶

饰浮雕的形式描述了荷马史诗 《奥德赛 》 屮
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

西方画家 曾一度非常注重叙事形式的表达 ，
１ ７ 世纪欧洲叙事绘

画丰富多样 ， 被人们称之为
“

光影大师
”

的法国油画家乔治
？

德
？

拉

图尔 ［Ｇ ｅｏｒ
ｇｅ ｓｄｅＬａＴｏｕｒ

， Ｉ ５ ９３４ ６ ５２ ］
—生热衷于营造玄妙而神秘

， ｒｈ〇 ｍ〇 ｓＳ ｔｅ ａｒ ｎ ｓＥ ． ｉ ｏｔ
，

？

Ａ ＳｈＷｅｄ ｎｅ ｓ
－的戏剧氛围 ， 其代表作 《算命者 》 就是以叙事为主旨的经典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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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７４６４８２８ ］ 在绘圆叙事方面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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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 ｌｎｃ ， １ ９７ １ ． ｐ
．８３ ．称大师 ， 他的叙事手法贯穿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 ， 无论是壁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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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 、 天顶画还是插图 、 石版画 、 铜版画等等 ， 都是以叙事手法

来进行创作的 。 其实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达
？

芬奇的 《最后晚餐 》 ，

拉斐尔的 《雅典学院 》 到波提切利的 《维纳斯的诞生 》 等无
一

不

是极富叙事性的作品 。 俄罗斯画家苏里柯夫的 《近卫军临刑的早

晨 》 也是非常典型的叙事艺术 。 在中国 ， 叙事性的绘画同样可以

追溯到汉唐时期甚至更早 ， 如战国帛画 《 人物龙凤图 》 ， 唐代张

萱的 《捣练图 》 ， 最为典型的是宋代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 》 。

时代的嬗迭与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变 ， 人们的读图方式正在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 ， 视觉叙事则成为 当下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从传统叙事作品来看 ， 视觉叙事中的语法构成与符号当 中的概念

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 ，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 ： 艺术的创造是

循环论证过程中存在之本源 ［Ｕ ｒｓｐｒｕｎ ｙ］ 及其构造行为 ［Ｈｅｒｓｔｅｌ
－

ｌ
ｅｎ］ 。 他甚至强调 ， 艺术的本质是基于预先设置的规进而诱导真

实世界的还原 ， 如同真理的显现一样。 现代图像叙事中 ， 与传统

的图像叙事所不同的是 ，艺术家所采甩的语言更多的是通过暗示 、

隐喻 、 引导 、 语境缀接 、 图像迭代等表述形态。

２

“

暗示
”

是当代视觉叙事的重要手段之
一

。 美国当代叙述学

家道格拉斯 ［Ｊ
．Ｙ．Ｄｏｕｇｌａｓ ］ 认为暗示的图像叙事 ， 比文学叙事要

更为
“

有力
”

而且
“

精准
”

。

３

通过形象的暗示能够得到某种升华 ，

也更具艺术语言的特性 。 鑛强调的是在叙事过程中 ’ 视觉艺术以

视觉性元素对观众进行暗示 ， 创作者的暗示是通过与读者的体验相

互关系而产生的 ， 图像叙事语言是通过体验的交互语汇来完成。

“

隐喩
”

也是图像叙事的
一

种重要的手段 ， 亚里士多德在《诗

学》 中系统阐述过隐喻 ［ｍｅｔａ
ｐ
ｈｏｒａ］ 的重要性 ， 亚里斯多德认为

隐喻主要应用于以属喻种 、 以种喻属 、 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等范

围之内 ， 他认为这是叙事表述中最为神秘的东西 ，

“

是
一

种无法

习得的本领 ， 是天赋 ［ｅｎ ｐｈｎａｓ］ 的标志
”

。

４

无论叙事艺术作品

是否具有叙事的明确的规则和相关的形态 ， 艺术家的叙事策略都

与其意图有关 ， 而意图和意义的隐匿或呈现都与隐喻密切相关 。

５

正如 《伊利亚特 》 中所表述的翩翩起舞的盔甲与盾牌 ， 它们便是

希腊诗人荷马借助于隐喻对图像或视觉形象的文字叙事 。

“

诱导
”

［ ａｂｄａｏ＾ｎ］ 是美酣号学家皮尔斯 ［ｅｈａｒｌｅｓＰｅｉｎ ｒｅ
，

１ ８３９
－

１ ９ １４］ 对叙事艺术研究的重要基石 ， 他认为诱导其中包括直
’

 ’ ’。

觉 、 征候 、 辨识与诠释等多种模式 。

６

这种意义的启发性願与

现象学领域的诱导性能发展原理 ［ ａｂ ｄ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ｉｇｇｒｓ ］ 的逻辑性思路
＂ ， ＊ ，４Ｔｈｏｍａ ｓＳ ｔｅａ ｒ ｎ ｓＥ ｌｉｏｔ ，

ｗ

Ａｓ ｈＷｅｄ ｎｅ ｓ －

是
一

致的 ， 与传统的概念相距甚远 。 皮尔斯对人类的解读本能进ｄａｙ（

１ ９３〇ｒ， Ｐ
． ８０ ．

行解释的同时 ， 他认为所谓的事实的表述 ， 其实很难做到真实 ，

^
 、５ Ｉ ｂ ｉｄ”ｐ

．７２ ．

因此 ， 选择性的诱导及其相关的假设并非源于本能 ， 而是产生于

助于
“

推导
”

和
“

归纳
”

。 就视觉叙事的符号或者说物象本身而Ｐｈｉ ｔ
ＢＳｏ

ｉ
Ｂｈｙ ，１ ９ ８６ ，ｐｐ，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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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之所以能够被转换为图像符号 ［ｐｉｃｔｕｒ ｉａ
ｌ ｓｉ

ｇｎｓ ］ 是由于诱导的

结果 。 比利时图像学家格洛皮 ［ Ｌｅ Ｇｒｏｕｐｅｕ ］ 则认为 ： 图像符号

的构成 ， 是基于
“

关联原理
”

所导致的图像层次及其单元的诸多

界限 ， 与造型对象的层级及单元的界限产生对应和重合 。 诱导在

视觉图像符号既需要媒介的规则 ， 也需要在经验世界中去创造差

异传达意义。

７

在具体的视觉图像艺术表达中看 ， 其叙事生成结构分为
“

语

境缀接
”

、

“

图像迭代
”

和
“

话语生成
”

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

从而进入叙事艺术的叙事结构之中 〇
８

“

语境缀接
”

［Ｃ〇ｎｅ ｅｘｅ－ ｃ０ｍｐｏｓ ｉｔｉ〇ｎ ］ 是艺术家在最原始的表

现语境中对所叙信息的调节 ， 其中包括各种视觉情态的聚合和

不同图像符号的择别 。 这其实是一个叙事 素的筛选和重构的

构成 ， 也是艺术家的创作意图的设定和视觉语汇的预设过程 。

其中视觉情态的构成元素是来源于创作者的个人生活和生命的

体验 ， 之后转换到
“

图像迭代
”

［ Ｐｉｃｔｏｒ ｉａｌ Ｉ ｔｅｒａ ｔ
ｉｏｎ］ 的下一个层

级 ， 即叙事元素与图像元素相互对应并进行置换的过程。 将图像

构成或者说故事 （ 情节 ） 导入到交互话语之中 ， 进入到
“

话语生

成
”

［Ｐｉｓｃ〇ｕｒｓ ｅ －

ｇｅｎｅｍｉｎ
ｇ］ 的创作与表现层级 。

“

话语生成
”

是

创作者同体验到的造型符号及其叙事的表述形态过程。

图像叙事艺术其实是一种为受众提供信息的视觉艺术 ６ 其内

核是推导式的语汇链环 ， 无法 自动生成语义的结果 。 它与文学叙

事或者语言学范畴的传统叙事模式不同 ，作为一种意义转换样式 ，

首先必须根据对受众群体的假设而创建可感知的视觉语境 ， 这是

图像叙事艺术的先决条件 ， 同时也是其最具有吸 引力的因素 。 另

外 ， 它无需井然有序的空间与时间的线形构造 。 因此 ， 它的形态

既可以吸收一切可用的数学原理 ， 又不受限于叙事学范畴的相关

规则之中 。 视觉叙事学作为
一

个新的区别于传统艺术
“

表达
”

的
一

个新的学科 ， 将会被当代人广泛的使用和实践 。 再则 ， 图像叙
事艺术的分析模式能应用于所有视觉叙事作品 ， 已不再是传统叙

７Ｄａｖ ｉｄ Ｒ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ａ

ｕ

Ｔｈｅ ｅｖｏ
ｌ

ｕ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事意义上的概念 。 在新的叙事学理论指导下的图像叙事艺术所具
ｃｏｎｃｅｐｌｏｆ Ｐｅａ ｒｃｅ

＂

， Ｉ ｎＳ ＣＰｅａｒｅ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ｌＢ有的非文学性 、 非线性以及非时间性元素 ，
显然是当代图像叙事

Ｊ０Ｕｒｎ〇Ｍ ９８６ ， ｐ
．

ｌ ４５ ．

艺术得天独厚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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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

ｌ

ｖｅ
＂

， 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 ｉｎ这种适用于历史画 、 风俗画等属于情节性绘画的叙事模式创

細鋼—麵 、 佩 连晒親纏触 旨的艺术形式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 ｔｅ ｒ
ｏｆ Ｓｏ 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２０００，Ｈ ， Ｂ ．

创作与创新 ， 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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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当代文学批评家 ， 符号学家 巴尔赫斯 ［ＲｏｌａｎｄＢａｒ ｔｈ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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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１ ５－ １ ９８ ０］ 曾对叙事艺术有一个较为宽泛的认识 ， 他认为 ：

“

叙
ｔｙ ｏｆＣｈ ．ｃａ

ｇ
ｏ Ｐｒｅｓ ｓ

．

ＵＣＰ
，１ ９ ８０ ．

ｐ ． ２０９ ．

事艺术存在于任何时代 、 任何地方和任何社会 ， 人类的生存之处

就是叙事作品的所在之处 ， 可以断定 ， 叙事艺术是无国界的 ， 是

ＰＳｙｃｔｏ／ｏ
ｇＫ ．１ ９９ ８， ８

（
６

）
，ｐ

．８２７ ．可以穿麵史并跨文化的 。叙事艺术的存在如同生命本身的存在 〇

”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