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符号与传嫌 （１９ ）

视觉文化肘代圈像載通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王立 慧

摘 要 ： 其 实人类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 已经开始有 图腾崇拜 ， 长期 以来 ，

图像符号就以其高 清晰度的特点 向人类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各

种信息 。 图像叙述是人类叙述行为 的 产物 ， 更是视觉 文化时代

的产物 。 图像是
一

种叙述 ， 任何叙述都总是无法回避地 包含着

某种意识形态 。 詹姆逊将叙述看成对社会现 实矛 盾的 想象性投

射 ， 这种投射辣予 了叙述的 意识形 态属性 。 图像叙述与 意识形

态在本质上是有着密切联 系的 ， 图像被建构 出 来的意义 ， 背后

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 态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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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视觉文化与图像叙述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发现 ， 人类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已经开始有图腾崇拜 ，

长期以来 ， 图像符号就以其高清晰度的特点 向人类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各种

信息 。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

一

文中表达过这样

的忧思 ：

“

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
…
…作为人性的现

代危机和个性的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 ， 它们都与现代社会的群众运动密切

联系 ， 其最强大的代理人就是电影， （ １ ９９３
，Ｐ．７ ） 显然 ， 在本雅明看来 ，

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文化样式 ， 其问世改变了 已有的文化格局 ， 成为视觉

文化的滥觞 。 其实本雅明并非第一位发现文化视觉转变的人 ， 法国作家雨果

应当是最早预见到 电影将取代小说等传统文学形式 的人 。 （周宪 ，
２００ ８

，

Ｐ ．３ ）

确切来说 ， 电影与视觉文化并不直接相等 ， 电影只是视觉文化的一种 。

美国图像理论家米歇尔 （Ｍｉｃｈｅ ｌ ｌ
，
Ｗ ．Ｊ ．Ｔ ）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已经提出

了图像转向的概念 ， 这个概念转变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范式 ， 成为继语言

学转向的又一重大转向 。 ２１ 世纪 以来 ， 社会已然进入了所谓的视觉文化时

代 ， 铺天盖地的视觉冲击挑战着我们的眼球 ， 视觉文化的兴盛成为全球范围

的一道景观 。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被高度开发的时代 ， 我们也正处在一个图像资

源过剩的时代 ， 我们的眼球中总是充斥着大量的静态或动态的图像。 麦克卢

汉认为技术是人体的延伸 ， 他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 即 口语文化时期 、

印刷文化时期和电子文化时期 ，
其中在电子文化时期技术延伸的是人的视觉

感官 ， 以视觉文化为表征 。 而且麦克卢汉 自 己也承认 ， 与 １ ７ 世纪的抽象书籍

文化相比较 ， 今天的文化是一种高度感性的 、 画像似的视觉文化 。 视觉文化 ，

就是图像逐渐成为文化主因 （ 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 的文化形态 。 （周宪 ，
２００８

，

Ｐ ．４ ）

当代社会由于人们的视觉经验活动频次的增加 ， 图像符号成为表达 、 理

解和解释事物的主因 ， 视觉文化被标示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视觉感官体验。

视觉符号有一种天然的传播优势 ， 通过对抽象符号的再表达 ， 图像符号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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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与传孀 （ １９ ）

再现客观事物 ， 降低客观事物的理解难度 。 视觉文化时代 ， 图像符号大行其

道 ， 传统的抽象符号都在寻求 自 身的视觉化转向 ， 人们在视觉文化时代 ，
通

过图像符号沟通交流 ， 表达喜怒哀乐 。

叙述是人类传播的永恒行为 ， 完成一种叙述即表达一种 目 的 。 传统时代

的叙述主要依靠语言和文字来实现 ， 精英主义者总是把文字视为理性与真理 ，

他们驾驭文字 ， 从而获得权威感 ， 在文字是知识唯
一

承载物的时代启蒙大众 。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 传播手段的进步 ， 图像符号 的传播 日 趋大众化 。 我们

可以这样认为 ： 图像符号传播的普及离不开
“

平民式的狂欢
”

与全球化交流

的发展 。

一方面 ， 图像叙述打破了 长久以来文字叙述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 ，

降低了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与经验累积的要求 ， 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程度的

人都能够从图像阅读中获得相应信息 。 加之图像符号的易复制性 ， 图像叙述

越来越被当代社会重视 。 另一方面 ， 在全球化交流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 ， 国

家 、 地区和 民族之间基于语言文字的交流障碍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束缚 。 相较

于语言文字交流的困难 ， 图像符号似乎更能满足在不同文化间传递信息 、 交

流情感的需求 ，
虽然对图像符号的解读也因人而异 ， 但至少这种交流方式在

目前全球化进程中受到比较多的认可 。

二 、 图像叙述中的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认为 ， 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 ， 这对术语是索绪尔讨论

符号的出发点 。 索绪尔将符号视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 ， 坚持认为能指就是
“

声音
－

形象
”

，
而所指则是

“

概念
”

。 符号学教授赵毅衡先生表明 自 己很难同

意所有的符号所指都是概念这种观点 。 赵毅衡先生为所指做出如下定义 ：

“

所

指就是能指所指出的东西 ， 就是能指所指向 的东西 。

”
（２０ １２

，ｐ．９２ ）
“

能指

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
……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 ，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

”

（索

绪尔 ，
２００ ３

，ｐ．１０ ２） 索绪尔高度强调任意性原则的重要性 ， 同时也注意到

该原则的普遍性 ， 认为
“

事实上 ，

一

个社会所接收的任何表达手段 ， 原则上

都是以集体习惯 ， 或者同样可 以说 ， 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

（ ２００３ ，ｐ．１ ０３ ） 。

索绪尔把任意性的对立面称为
“

理据性
”

， 并且坚持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

的联系没有理据 。 其实 自公元 ４ 世纪 以来 ， 众多学者和学派都主张理据性 ，

只不过这种主张与争论多数在哲学领域展开 ， 比如苏格拉底 、 柏拉图 、 伊壁

鸠鲁和斯多噶学派的学者都坚持认为名称同事物之间都有着 内在的或者 自然

的联系 。 我国对理据性的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

现代社会 ， 生活 已经被全方位符号化 ， 由科技进步导致的媒介形态的发

１６６



传播符号学 ■

展都会丰富能指的 内涵 。 能指与所指 的联系在最初是任意性 的 ， 经过人类长

期的集体训练 、 学习传授而约定俗成为理据性 。 符号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

由 任意性过渡为理据性的过程 ， 在这
一过程 中 ， 符号本身不可避免地被贴上

各种标签 。 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变是稳定性与不断变化相互交替的 ， 所以能

指与所指的位置的相互替换势必会带来符号意义的变化 ， 变动之前 的意义被

变动之后 的意义覆盖 。

在图像叙述中 ， 能指可 以理解为一张图 片的外观 、 形式 ， 包括光线 、 构

图 、 成像技术等物质形式 ， 这些是人通过视觉把握 的符号元素 ； 所指是影像

表现出来 的内容 ， 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指涉对象形成的心理概念 。 （邵娣 ，

２０ ０８ ，ｐｐ ．７ ７
—

７８） 因此能指与所指 的对应关系受到社会因素 、 文化因素 、

历史因素 、 民族因素 、 地域因 素等 的制约 ， 也 即符号 的 内涵是在历史发展中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

在原始的岩画 、 绘画 、 雕塑等视觉艺术 中 ， 原始居民生活 中的 狩猎与祭

祀通常是主要 内容 。 人类学学者陈兆复指出 ，

“

几乎所有的史前岩画都集 中在

基本的三个主题上 ： 性 、 食物与土地 ；
虽然时间在流逝 ， 年代在推移 ， 人类

主要考虑的 问题 ， 几万年来似乎并没有改变
”

（ ２００ ３
，ｐ ．３ １ ） 。 塔西里 ？ 那杰

岩画就印证了这
一

说法 （见图 １ ） 。 塔西里 ？ 那杰岩画是出土于阿尔及利亚的

一

幅刻在撒哈拉沙漠岩石上的石器时代 的绘画 。

一些学者认为这幅绘画作品

描绘了妇女采集谷物 （画面上的黑点可能代表谷物 ） 的场景 。 （斯塔夫里阿诺

斯 ， ２００ ６
， ｐ ． ９ ）

图 １ 塔西里
？

那杰岩画

之后人类进人图腾崇拜时期 ， 在图腾崇拜下产生的文化表达 了人们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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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 有关神的画像或者雕塑都能够成为信徒膜拜的对象 。 在 中 国大多佛教信

徒心 中 ， 每逢阴历初
一

、 十五都应祭拜菩萨 ， 祈求保佑 。 应当说图像不仅仅

是一种展示 ， 其背后都隐藏着被确立和被传承的意识形态 。

符号能指因 时代的改变而变化 ， 随着时代语境的不同 ，
符号的能指也逐

渐丰富 。

隋岩曾经指出 ：

“

能指部分是具有物质性质和物质形式的用以承载符号内

容的
‘

中介物 ％ 是承载符号内容的表达层面 ， 是符号中我们能看到的或听到

的部分 ， 也即符号的形象或声音 ， 是所指的中介物 。

”

（ ２００ ９ ，ｐｐ ．２ １
－

２３ ）

符号能指的社会性演变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化的行为 ， 裹挟着意识形态 。 随着

社会语境的不断变化 、 发展 ， 符号能指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

以
“

禁欲
”

和
“

性冷淡
”

为例 。

“

禁欲
”

原意是一种生活形态 ，

一种以剥

夺某些基本需求和欲望来达成某些特定 目 的的手段 ， 特别指和宗教相关的此

类行为 。 而时下
“

禁欲系
”
一

词表达的是另一重意思 ，

一般用来形容颜值高 ，

外貌清淡高雅 ， 性格沉默内敛的男性 。

同样的 ，

“

性冷淡
”

本是一个医学用词 ， 指性欲减退 ， 后来被用于命名
一

种美学风格 。 这种风格在色调的要求上相 当苛刻 ， 造型也必须极简 ，
既不能

有繁复的花纹 ，
也不能有不必要的颜色。 说到底 ， 就是崇尚极致的简单 ， 在

色彩上 ， 明暗 、 色调对比弱 ， 整体给人感觉低调而不失格调 。

“

性冷淡
”

风格

的精髓是极简与克制 ， 这个词的能指早已超越原来医学上的含义 。

三 、 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叙述中的意识形态表达

“

视觉文化
”

研究取向为人类提供了
一种新的批判视野 ， 直指当代 日 常生

活 ， 它不仅是广义上的文化研究的
一

部分 ， 同时也是文化研究 的新领域 。 从

某种层面上讲 ， 视觉文化的 出现是大众传媒技术进步的直接表现 ， 也是大众

文化直接促生 的结果 。

大众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 ， 内容上以通俗性著称 ； 传播方

式上大众文化的可复制性与易得性已 经渗透到了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

个领域 。 以批判大众文化而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认为 ，

“

大众文化是

标准文化 、 程式文化 、 重复文化和肤浅文化的 同义词 ， 是为一种虚假的感官

快乐而牺牲了许多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
”

（陆扬 ，
王毅 ，

２０００
，ｐｐ．１ ９

— ２１ ） 。

从符号学角度来说 ， 符号文本是
“
一

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
一

个组合中 ，

让接受者能够把这个组合理解成为有合一的时 间和意义 向度
”

（赵毅衡 ，

２０ １２
，ｐ ．４３ ） 。 上文已经提到过 ， 图像是一种叙述 ， 并且任何叙述总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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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地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是社会化的精神生产和生活 ， 它能动

地反映客观存在 。 社会生活中 ， 每一个主体总是披挂着意识形态的符号活动

在人生舞台上 。 （胡潇 ， ２０ １０
，ｐｐ．１ ２

—

１ ３） 既然意识形态是人类精神生活 的

产物 ， 那么叙述不可避免地也在生产过程中裹挟着不 同的意识形态 。 詹姆逊

将叙述看成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 ， 这种投射赋予 了叙述意识形态

属性 。

（
一

） 图像叙述 中 的 交往
一一以 网络表情 包交流为例

表情包的运用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 ９９ ８ 年台湾一位网络作家痞子蔡 ， 他

的网络小说 《第
一

次亲密接触 》 里面的男主人公
“

痞子蔡
”

在网 络聊天室与

女主人公
“

轻舞飞扬
”

聊天的时候 ， 为 了博取女 主芳心 ， 就用一些 自 创的表

情符号来取悦对方 ，
比如 ： ） 表示微笑 、 ： Ｐ 表示吐舌 、 ： Ｄ 表示大笑 ， 等等 ，

这些符号可以说是网络上的第
一代表情包 。

之后随着 ＱＱ 的不断壮大 ， 第一

代字符表情包淡出网络 。 ２０ ０２ 年后 ， 因特网在 国 内普及开来 ， 这个时候 ＱＱ

基本成为中国大陆网 民聊天交流的唯
一

工具。 ２０ ０３ 年起 ＱＱ 出现了 自带的 圆

脸表情 ， ？ 、 ＠ 、 ？ 、 ＠ 等表情符号 至今仍然在 网络交流 中 占 据重要

位置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网络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社会生 活中 的必需品 ， ＱＱ 自

带表情包也开始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交流需要 ， 这个时候 网络上出现 了 自 制

表情包 。 这类表情包 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漫画家和平面设计人员 ， 他们创造

了
一

系列风靡整个网络的卡通表情包 ， 如小阿狸 、 悠嘻猴 、 兔基斯 、 流氓兔 ，

等等 ， 用户可以根据 自 己的喜好来下载使用这些表情包 。 这种新生代表情包

日渐成为网络交流的主要工具 ， 当屏幕前的聊天者不想说话或者不知道说什

么的时候就开始不断地发表情包 ， 这可以说就是最初的
“

尬图
”

。

２００ ８ 年 ， 在北美流行了
一

年的
“

暴走漫画
”

被 网友引 人中 国 ， 在 中国 网

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 在同
一

时期 ，

一些真人表情包配合
“

暴走漫画
”

成为

网络表情包新亮点 ， 赢得广大网友青睐 ， 篮球 明星姚 明 、 日 本声优花泽香菜

和韩 国演员崔成国被誉为
“

表情三巨头
”

。 随着微信在 中国大陆的普及 ， 另
一

种表情包在广大中老年人群中特别流行起来 ， 这些表情包配的 文字具有鲜艳

的色彩和金光闪 闪的
“

质感
”

。 与此同时 ， 表情包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 大量的

表情包制作软件出现 ， 为网友创作表情包提供了便利 。

表情包意义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环境与客观现实 。 爱德华 ？ 霍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Ｈａ ｌ ｌ ） 在 《超越文化 》 Ｃｍ加ｒｅ ） 中提到过这样
一

个概念 ： 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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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机制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 ｔｅｘｉ ｎｇ） 。 霍尔认为 ， 内化语境机制使人能完成
一个极

其重要的功能 ， 那就是 自动校正扭曲或缺失的信息 。 （２ ０１ ０ ，ｐ．１０ ３） 霍尔在

《超越文化》
一书中多次提到

“

语境
”

（高语境与低语境 ） 、

“

情景
”

等概念 ，

并认为这些概念都是文化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 笔者认为 ， 霍尔所提到 的 内

化语境机制与前文中提到的伴随文本在意义上不谋而合 ， 都是要通过既有的

符号文本解码新的符号文本 。

（
二

） 图像叙述的诗性主导与解读

图像文本属于符号文本的一种 ， 图像叙述如何才能获得传播意义 ， 实际

上取决于图像文本接收者的意义构筑方式 。 图像文本接收者在解释 （解码 ）

所接收到的意义组合时必须考虑到图像文本发送者的意图 （编码 ） 。

雅柯布森在其 Ｉ ９６０ 年出版的著作 《语言学与

Ｌ ｉＴｉｇｗ
ｉｓｆ ｉｃｓＰ ｏｅｔ ｉ ｃ ｓ ） 中曾经提出 了

“

符号六因素
” 理论 ， 即一个符号文

本同时包含发送者 、 文本 、 对象 、 媒介 、 符码与接收者这六个因素 。 雅柯布

森指出 ， 符号文本不是中性的 、 平衡的 ， 当文本让其中一个因素成为主导时 ，

就会导向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２

，ｐ ．１ ７９ ） 雅柯布森对于

诗性的解释是六因素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 。 雅柯布森认为 ， 当符号侧重

于信息本身时 ， 就出现了诗性 。 诗性 ， 即符号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 向符号文

本本身 ， 文本本身的品质成为主导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２

，ｐ ．１８０ ） ， 图像叙述正是

图像符号文本的诗性主导 。

表达离不开解读 。 前文中提到过 ， 只有先对图像叙述的能指做出分辨 ，

才会逐渐深人所指层面 。 也就是说 ， 只有对图像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进行深

层次解读 ， 才能揭示图像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 ， 这种解读类似 于莫萨里斯所

谓的
“

图像素养
”

：

“

在认识到 图像表现和客观世界存在诸多差异的基础上 ，

通过静态和动态图像来把握整个世界的能力 。 这种能力源 自 于公众在观察图

像时已有的认知水平 、 语言能力和社会经验， （Ｍｅｓｓａｒ ｉｓ
，

１ ９９４
，ｐ．２ ０８）

解读往往要借助伴随文本 。 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 附加因

素被称为伴随文本 。 不仅仅是图像文本 ， 其实任何的符号文本都浸透了社会

文化因素的复杂结构 ， 在解读图像文本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些符号文本 自身携

带的社会约定和联系 。 赵毅衡把伴随文本分成三个大类
——显性伴随文本 、

生成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 。 三个大类的伴随文本之下又有不同的分

类 ，
显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和型文本 ， 生成性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和同时

文本 ； 元文本 、 链文本和先后文本则属于解释性伴随文本 。 在解读图像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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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解读者的身份 、 所在 的时代 、 所持有的社会经验都会成为其伴随文本 ，

影响着对图像 的解读。

（三 ） 潜移默化的 非标 出性视角

非标 出性和视角分别是符号学和叙述学 中最基本的概念 。 赵毅衡在 《符

号学 》
一书 中指出 ，

“

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 ， 出现次数较少的
一

项就是
‘

标出 项 ＇而对立 的 使 用 较 多 的 那
一项 ， 就 是

‘

非标 出 项
’ ”

（ ２０ １ ２ ，

Ｐ ．２７ ９ ） 。 视 角 则 专 门 用 来指
“

有 限 人物 叙述 角 度
”

（ 赵毅 衡 ，
２０ １ ３

，

Ｐ．２４８ ） 。 不仅小说有视角 问题 ， 几乎所有的叙述 ， 视觉的或是隐含着视觉

的 ， 都有
一

个
“

引 导接受者从哪里看
”

的问题 。
（Ｐ ．２４９ ）

笔者认为 ， 非标 出性视角是
一

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习得 ， 这种文化习得包

含着重要的意识形态 内容 ； 非标出性视角的 习惯应用 ， 使得意识形态的表达

变得十分 自然 。 在这种状况下 ， 非标 出性视角成为
一

种接收常态 ， 而非
一

种

强行的灌输 。 接受者参与 图像叙述编码的过程 ， 并且该过程 由传授双方通过

互动共同建构完成 ， 其中 ， 接受者根据 自 己 的偏好向传者提出视觉诉求 ， 传

者依据接收者的视觉诉求来编制视觉符号体系 。

早期西方油画 中 ， 对女性身体的描绘往往都采取男性视角 ， 男性视角 一

度成为非标出性视角 （例如 图 ２ ） 。 这种非标 出性视角几乎主宰西方油画史 ，

绝大多数对女性身体的绘画都通过男性视角来完成 。 这种从男性视角 出发对

女性身体的表达是
一种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表达 。

图 ２ 鲁本斯 《三美神 》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 ，
影视作品对于非标 出性视角 的运用也成为表达意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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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主要手段 。 好莱坞电影中不乏对美国价值观的图像表达 ， 例如无孔

不入的美国国旗 。 １ ９９０ 年上映的美国 电影 《与狼共舞 》 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

主角邓巴来到边界驻地时 ， 驻地已经化为一片废墟 ， 但是就在这已满 目 荒凉

的土地上飘扬着一面美国 国旗 ；
《十二怒汉 》 中最终审判结束后 ， 法庭外高高

飘扬的美国国旗暗示着美国法律的公正 ；
《独立 日 》 中连脱衣舞的舞台背景都

挂着美国 国旗 。 非标出性视角是受者在接受了既有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共识后

持有的
一

种视角 ， 这种视角是建构图像叙述中意识形态表达的
一

个方面 。

（四 ） 符号操纵下的欲望制造

图像叙述中的欲望展现是视觉文化的具体表现 ， 也是当下视觉文化时代

人们迷恋图像文本的原因之
一

。 图像叙述通过符号操纵来制造欲望 ， 完成意

识形态表达 。 当代社会依然是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的 自我表达就是对欲望的

欲望 。 鲍德里亚指出 ： 消费社会是对消费品赋予过分价值的社会……整个社

会 、 经济和文化制度被
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 。

”

（ ２００３ ，

ｐｐ．６０
—

６１ ）

赵毅衡认为当代社会符号危机的特征之
一

就是对欲望的欲望 ， 这是一种
“

伟哥文化体制
”

（ ２０ １２
，ｐ．３６７ ） 。 笔者认为 ，

基于符号操纵的欲望制造实质

上是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 。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 ， 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剩余粮食 ， 这个

时期没有所谓的经济发展 ， 食不果腹是常有的事情 ， 人类在原始社会唯一的

目标就是生存 。 而到了古典文明时期 （公元前 １〇〇〇 年
一

公元 ５００ 年 ） 整个欧

亚大陆趋于整体化 ， 技术的进步是其基础 。 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 ，

意味着人类此时可以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 国家 。 （斯塔夫里

阿诺斯 ， ２００ ６
，ｐ．８ ４ ） 之后 ， 人类进人工业社会 ， 直至今天所谓的消 费社

会 ， 在这个过程中 ， 产品的表意性随着文明 的进程而不断丰富 ， 意识形态内

容赋予了商品 除了使用价值之外更多的含义 ， 这个含义是社会关系的象征 ，

也就是说 ， 人类开始在使用物品的基础之上寻找可 以象征社会地位与社会阶

层那
一

类属性 。 由此催生的炫耀性消费放大了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那
一

部分 ，

这一部分内容由于被各种符号操纵而成为欲望制造的滥觞 。

所以 ， 奢侈 品消费成为图像叙述的重点 。

一时间 ， 昂 贵的珠宝 、 手表 、

包 、 汽车 、 红酒 、 服装等纷纷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 。 身份与消费的紧密结合

成为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叙述ｐ
—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输出 。

香奈儿最著名的 ５ 号香水广告因为玛丽莲 ？ 梦露的一句广告词而风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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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

“

我只穿香奈儿五号睡觉 。

”

这些充满 了欲望的包装 ， 都在符号操纵下完

成了
“

欲望激活
”

。 商标对于商品的消费来说十分重要 ， 那些充满了诱惑的商

标成为某个阶层显示 自 己财富和地位的标志 ， 人们也开始习惯依据这些标志

来划分社会阶层。 视觉文化为社会营造了 一个图像消费 的乌托邦 （刘琛 ，

２０ ０６
，ｐ．４１ ）

， 被符号操纵的欲望剌激了 消费心理 ， 当代社会的人们为了礴

足这种消费心理 ， 越来越迷失在光怪陆离的符号中 。

结 语

视觉文化时代人们的图像意识觉醒 ， 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

方式和生活习惯 。 人们已不单单满足于用文字来再现客观世界 ，

“

有图有真

相
”

成为人们表达意识形态的另
一

种方式 。 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 ， 图像叙述

的发展是技术进步带给人们的质的飞跃 。

我们今天研究视觉文化財代图像叙述中 的意识形态 ， 其实面对的是一种

新的文化研究领域 。 卡西尔说
“

人是符号的动物
”

， 归根结底 ， 人类的意识过

程其实就是将人类世界进行符号化的过程 。 图像叙述本身并不是孤立地存在

于客观现实 ， 它隐藏着的某种观念和意识形态成为图像叙述能够表意的直接

原因 。

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实践长期积累的结果 ， 在符号体系 的

协助下 ， 图像叙述的意识形态研究本身也在缔造
一种文化 。 图像作为

一

种符

号 ， 原本就是视觉表达中 比较直接和准确的传播媒介 ， 它在沟通文化和传递

信息方面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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