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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托邦 ： 视觉图像的崛起
°

贾 隹

摘 要 ：

“

图托邦
”

这一概念早 已被 学 者提 出 ， 然 而 并没 有 憂到 学界 虚 有

的 重视 。 随着视 觉 图 像 渗 ？透 到 我 们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

“

读 囷 时

代
１５

的 到 来 已 经成 为 不 争 的 事 卖 ＾ 在
“

图 像 风暴
”

中 ，

人类 已

有 的 认知传统 受到 冲 击 ， 对视觉 的板度依 赖 促使我 们 建 构 出 了

一 个真 实 与 虚 幻 共 存 、 向 往 与 批判 鳞 合 的 世界 图 托 邦 。 它

是视觉 图像崛起下 的 一 种新 的 社会形 态 ， 这种异化 的 文化 形 态

在颠覆我们对视 觉 传 统 认知 的 同 时 ， 也扩 展 了 人 类 新 的 意 识

空 间

关键词 ： 图托邦 视竟 图 像 两像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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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成 都 市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

新 时 代 成 都 天 府 文 化 的 视 觉 叙 述研 究
”

（ 项 目 批 准 号 ：

ＱＮ２ ０ ２ ０ ２ １ ０ ０ ８ ７ ） 的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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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摞索与批评 （第五辑 ）

ｋ ｉｎｄｏ ｆａ ｌ ｉ ｅｎ ａ ｔ ｅｄｃｕ ｌ ｔｕ ｒ ａ ｌｆｏ ｒｍｎ ｏ ｔｏｎ ｌ

ｙ ｓ ｕｂｖｅ ｒ ｔ ｓｏｕ ｒ 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 ａ ｌ

ｃ ｏ
ｇ
ｎ ｉ ｔ ｉｖ ｅ

ｐ
ａ ｔ ｔ ｅｒ ｎｏ ｆｖ ｉ ｓ ｕ ａ ｌ

ｐ
ｅ ｒ ｃ ｅ

ｐ
ｔ ｉ ｏｎ

，ｂｕ ｔａ ｌ ｓ ｏｅｘ
ｐ
ａｎｄ ｓｔｈ ｅｓ

ｐ
ｈ ｅ ｒ ｅｏ ｆ

ｈｕｍ ａｎｃ ｏｎ ｓ ｃ ｉ ｏｕ ｓ ｎｅ ｓ ｓ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

ｐ
ｉ ｃ ｔ ｏ

ｐ
ｉ ａ

；ｖ ｉ ｓ ｕａ ｌ ｉｍ ａ
ｇ
ｅ ｓ

；ｔｈ ｅ ｉｍ ａ
ｇ
ｅｅｒ ａ

从
“

语言转 向
”

到
“

叙述转 向
”

， 再到
“

图 像转 向
”

， 人类 的 认知方式几

经变更 。 视觉 图 像也从语言文 字 的 注脚 ，

一跃成 为 表 意舞 台 上 的 主 角 ， 其背

后所 映射 的 是人们看待 和理解世界方式 的 改变 。 几个世纪 以 来 ， 逻格斯 中 心

主 义 占据在意义建构 的金 字塔顶端 ， 与 抽 象思 想关 系 最 为 密切 的 语言文 字则

毋庸置疑地成为最受追捧 的 意 义 载体 。 尽管早期 的 结构 主 义 者们 尝试瓦解 意

义 中 心 的逻格斯形式 ， 但仍然 无法完 全抛弃语言建构 的 逻辑 。
２ １ 世 纪 以 降 ，

这一趋势 随着 图 像 的崛起发生 了改变 ， 结构 主 义 者们 的 诉求 在视觉 图 像 时代

得 以 实现 。

从莫 尔 （ Ｓ ｔ ．Ｔ ｈ ｏｍ ａ ｓＭ ｏ ｒ ｅ ） 的
“

乌 托 邦
”

 （ ｕ ｔ ｏ ｐ
ｉ ａ ） ， 到 福柯 （ Ｍ ｉ ｃ ｈ ｅ ｌ

Ｆ ｏ ｕ ｃ ａ ｕ ｌ ｔ ） 的
“

异 托邦
”

（ ｈ ｅ ｔ ｅ ｒ ｏ ｔ ｏ ｐ ｉ ａ ）
， 以 及 随着互联 网 而兴起 的

“

伊托邦
”

（ ｅ ｔ ｏ ｐ ｉ ａ ）
， 这些对空 间 意识 的 建构无外乎 是基 于视觉化呈现 的 一种 想 象 。 随

着 ２ １ 世纪技术革新和媒介多元化趋势 的 出 现 ， 语言文字作 为表意媒介 的 主体

地位受到 了 日 益崛起 的 图 像 的 威胁 。 它将人类 的
一切 ， 例 如记忆 、 情感 、 身

份 、 文化 、 认 同 等个人化模块交织起来 ， 从而建构一个相对稳定 的认知 客体 。

不得不承认 ， 视觉 图像从某种 程度 上 撼 动 了 语言所建构 的 线 性逻辑认知 ， 而

重新模拟 了
一种新 的社会模式

“

图 托邦
”

（ ｐ ｉ ｃ ｔ ｏ ｐ ｉ ａ ）
。

＿

、

“

图托邦
”

之前

香港城市大学 Ｗ ． 杨 （Ｗ ．Ｙ ａ ｎｇ ） 教授于 ２ ０ ０ ４ 年最早提 出
“

图 托邦
”

这

一概念 ， 简而言之 ， 它是一个智 能交互系 统 。 杨教授设想 通 过这样一个 系 统

或界 面将虚拟 网 络与生活 现实联 系起来 ， 并利用视觉 图像将这一联 系 实践化 。

通 过
“

图 托邦
”

我们 能 够将虚 拟 网 络世 界 的 活 动 与 现 实 生 活 空 间
一 一对应 ，

从而实现对 现 实 的 补 充 延伸 ， 获得一 种 新 的
“

混 合 现 实
”

（ ａｍ ｉ ｘ ｅ ｄｒ ｅ ａ ｌ ｉ ｔ ｙ ）

（ Ｙ ａ ｎ ｇ ，２ ０ ０ ４ ，ｐ ．１ ０ ０ １ ）
。 手机 等 屏 显 智 能 化 媒 体 终端 的 出 现 ， 早 已 实 现 了

“

图 托邦
”

交互系 统所设想 的效果 。 尽管此 时 的
“

图 托邦
”

还仅仅是对 网 络虚

拟世界 的指涉 ， 但是不可否认它通 过视觉共相 还原 的 空 间 环境 与 现实世界产

生 了 联系 。 从这一层次来看 ，

“

图 托邦
”

也是 时代赋予现实 的一种 可能存在 的

新 的社会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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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 的 出发点 源 自 杨教授 的
“

图 托邦
Ｂ

概念 ， 却 不止予 ，

网 络螫间对

现实世界的 图 像 化还 庫 ， 而是尝试将人类符夸倉义 的 出 发点描 定于驾下
“

图

像时代
”

现实给予人类 的一种新 的生存体验 》

“

图 托邦
”

概念 的 出 现符合时代

发展趋势 ？ 与此 同 时也不能忽 略它身上 自 带 的 历史文化传统 》

“

托邦
’
’

一族 的

伴随着人类对 自 我生存处境 的不断 反思而发现 。 因 而 ， 如 果 要深刻 剖析
“

图

托邦＇ 我们有必要从与其相关的诸多
“

托邦
０
人手 ＆

简而言 ：之 ？ 我们对 所知世界 的认识可 以有三个角 度 Ｉ 现存世界 ， 比 现 存

世界好 的世界 ， 以及 比 现存世界差 的世界 》 这便有了 对
‘ ｓ

鸟 托邦
”

和
‘ ‘

恶 托

邦
”

（ ｄｙｓｔ ｏ ｐ ｉ ａ ：

） 的想象 ｓ 众所周 知 ，

＆
鸟 托邦

”

最皁是 由真尔在 １ ６ 世 Ｉｄ早期

的一部 同 名著作 中提 出来 的概念 ， 用 以 描绘一个远离坐世 的 岛 国 人群 的生存

模式 ， 其最大的特点是在现世 中 尚 未实 现 的财产共有制度 ａ 莫尔 的 乌 托邦传

统＃非无源之水 ， 从 中 或多或少可以窥见 古 希 腊先哲 的影于＾ 柏拉 留 的
４ ？

洞

穴
’ ’

和
“

亚特兰蒂斯
”

作为 乌托邦 的 原 型 ， 逢现 了早 期 人类对 现实 的 反 思 ，

以及对倉构理 想世界 的 渴羅 《 奠尔 之Ｂ诞＆了以 裏西 门 （Ｃｌａ ｕ ｄｅ Ｈｅｎ ｒ ｉｄｅ

Ｒｏ ｕｖｒｏｙ） 、 欧文 （Ｒ ｏｂｅｒｔＯｗ ｅｎ ） 、 傳立叶 （ Ｃ ｈ ｓ ｉ ｒ

＇

ｌｆｅｉＦｏ ｕ ｒ ｉ ｅｒ
） 为 代 表 ： 的會想

社会主义者 ？ 但
４ ‘

乌托邦
＋

’’

与
“

空想
” “

幻象
”

之 间 的 对等关系 ， 直到恩格斯

和马 克思之后 才在西方世界 中正式确 ：^

诚然 ， 在现卖世界 中我们 总要 ：
直面社会 的 缺 陷 ， 但并不代表理论逻辑下

所期 盼 的世界都是美好 的
“

乌托邦
”

， 与 此 相 反 ，

“

恶 托邦
”

便是
“

乌 托邦
”

在另一层面 的延伸 ， 是人类否定思维 的表现 。 该词最早出 现于 １ ８ ６ ８ 年英届 哲

学家约翰 ． 斯？亚特 ． 米尔 （Ｊ ｏｈｎＳ ｔ ａａｎＭ ｉ ｌ ｌ） 的一次 国会演讲中 （裘禾敏 ，

２ 〇 １ １ ， ｐ
．９ ４

：ｌ ，纪養 国技术哲攀家芽 伯袼 （ Ａ ｎ ｄ ｒｅｗＦｅｅｎ ｂｅ ｒｇ ） 从技术

进步的 角 度 认为 ， 传统 技 、术 哲学 的 两分式 主 张 ， 尤其是 海 德格 尔 （Ｍａ ｒ ｔ ｉ ｎ

Ｈ ｅ ｉ ｄｅｇｇｅｒ ） 等对技术社会丧失了信心 的 恶托邦式的推测 ， 并不完全适合当下

的技术 时代 ，

尽管
“

乌 托邦
”

和
“

恶托邦
”

并不是 现实 的真 在场 ， 但二者都是基宁

现实世界原 ？型 所建构 出 的
“

托邦
”

世 界 》 与 此 相对 ，

“

在一切文化或 文 明 中 ，

有— 真实前有效 的 场 所却暴非场所 （ ？Ｊｎ ｔ ｒ ｅ＾ｅｍ ｐ
ｌａ？ｔｎ ｅｒ ｔ ｔ ｓ ） 的 ， 或者 说 ，

是在真实场所 中 被有 效实现 了 的 鸟 托邦 ， 福柯 称 之 为
‘

异托邦
’”

（ 尚 杰 ，

２ ０ ０５ ，ｐ ， ２ １ ） ａ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随看
《

空 间转 向
”

的兴起 ？ 福柯将
“

异托邦
”

作为重要的空时理论抛 出 ？ 他确 信
“

我 们 处在这 各一刻 ， 其 中 由 时 向发 展 出

来 的世界经验 ， 远 少 宁联 系着不 同 点 与 点 的 混乱 网 络 所 形 成 的 世 界经验
”

（ ２ ０ ０ １
， ｐ ． １ ８ ） ，

相 比
“

乌托邦
”

和
“

恶托邦
”

对现实世界 的悬置
“

异托邦
”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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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大胆地指 出 真实空 间 中 所存在 的 被 杂糅在一起 的 不 同 空 间 ， 例 如福柯作 为

例证 的镜子 、 花 园 、 舞 台 等 。

“

异托邦
”

对 既存世界并没有情感上 的好 恶 ， 而

是借 助想象建构 的 空 间 地理事实 。

从 ２ ０ 世纪末 以来 ， 信息技术 的革新 已 经渗透到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 面 ， 并

深刻地改变 了 我们 已 有 的 生 活 、 生产方式 和 文化组织形式 ， 人 与 人 、 人 与 环

境都呈现 出
一种新 的存在模式 ， 米切 尔 （Ｗ ． ｊ ． Ｔ ．Ｍ ｉ ｔ ｃ ｈ ｅ ｌ ｌ ） 将其称为

“

伊托

邦
”

。 他坦言 ，

“

以 网 络为媒介 、 属 于数字 电 子 时代 的 新 型 大都 市将会历久 不

衰
”

（ ２ ０ ０ １
， ｐ ． １ ）

。 如果说对于
“

异 托 邦
”

而 言 真实存在 的 地 理空 间 是 承载

其异质性 的基础 ， 那么
“

伊托邦
”

则存在于虚 拟 网 络 中 ， 并对 现 实 的 城 市 空

间 进行映射 。

从
“

乌 托邦
”

到
“

恶 托邦
”

， 再到
“

异 托邦
”

和
“

伊托邦
”

， 经过对诸多

“

托邦
”

的 梳理 ， 可知
“

托 邦
”

是 对 特定 社会模式 的
一 种 统称 ， 源 自

“

乌 托

邦
”
一词 的创造 。 后来者或多或少都具有

“

乌 托 邦
”

的 影 子 ， 从情感取 向 而

言 ，

“

恶托邦
”

是
“

乌 托邦
”

的 对立 面 ， 对未来 抱有危机 意识 ；
而

“

异 托邦
”

和
“

伊托邦
”

则 相对 中 立 ， 没有 突 出 的情感 冲 突 。 可 以说 ，

“

乌 托邦
”

的
“

图

托邦式 的想象
”

是付诸文字 的 ， 通过语言赋象在意识 中建构可能 的美好世界 ，

如莫尔在 《 乌 托邦 》 中描绘 了 阿莫 罗 特城 ，

“

城镇 四 周 建有 又 高 又 厚 的 围 墙 ，

城墙上有许多塔和堡垒 ， 还有 一条 又 宽 又 深 的 干渠 围 绕城镇 的 三边 ， 渠 内 铺

有厚厚 的荆棘 ， 在城镇 的第 四 边上 是河 流 而 不 是 干渠 。 街道便于所有 的 车辆

行驶 ， 且不受风沙侵袭 。

… … 他们 的 门 都 由 两 叶组成 ， 既容 易 被 打开 ， 又 能

自 动合上
”

（ ２ ０ １ ６ ，ｐ ．３ ８ ）
。

“

乌 托邦
”

的 这种 描述 是纯粹 想象性 的 ，

“

异 托

邦
”

则 落地于现实存在 ，

“

伊托邦
”

更是把现实与想象结合 ， 通 过视觉等感官

在虚拟空 间 中 创 建 了 现 实 空 间 路径 ， 实践 了 麦 克 卢 汉 （ Ｍ ａ ｒ ｓ ｈ ａ ｌ ｌＭ ｃＬ ｕ ｈ ａ ｎ ）

所谓
“

媒介 即人 的延伸
”

之论 。

在某种程度上 ，

“

图 托邦
”

具有
“

乌托邦
”

对 可能世界 的想象 ， 同 时也具

有视觉 图 像爆炸所带来 的对技术 主义 的反思 。

“

图 托邦
”

并 不是凭空架构 出 的

无根世界 ， 而是特有 的视觉媒介形式建构 了 不 同 的
“

异 托邦
”

空 间 ， 例 如 充

满童话色彩 的迪士 尼 乐 园 ， 还 原 了 游戏 场景 的 真人 ＣＳ 基地 ， 以 及 近 年来 出

现 的虚拟博物馆 ， 它们作 为
“

图 托邦
”

的
一 面 ， 也 是 对 真实 的 人所经验 的 空

间 环境 的描摹 。 至于
“

伊托邦
”

， 它从理论和 实践上 为
“

图 托邦
”

的实现 打开

了 可能性基 础 。

从上述分析可见 ，

“

图 托邦
”

不完 全是 当 下 的产物 ， 而是蕴含 了人们 对社

会模式 的诸多历史性想象 。 它将想象 的 可 能世界合理化 实 现 ， 却 没有脱离 现

１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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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费间 ， 而是延伸视觉 的感知渠道 ， 这其 中 ？ 信息 技术成为
？

主要前提 》 简 而

言之 ， 在
“

图 托邦
”

中 我们可以：看到
＊ ＊

＇

乌 托邦
” “

恶托邦
”

想象世 界 的影子 ．

然而它必然根植于
“

异托邦
”

式 的现 实 ， 并通 过
“

伊托邦
”

的 信息技 术作用

于视觉審践 ， 建构 出
一个实■而非虚幻的世界 ｓ

二
ｓ

“

图 托邦
”

从何而来

“

图托邦
”

是图像时代发展 的一种新趋 势 ， 多元化媒介 以及无所不在 的 网

络空间 为手
＇

富物质世界 以及开拓 人类虚拟空Ｍ提供 了 可 能 ， ， 但
“

图 托邦
”

的

产生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进步 所赋予 的 苽能性 ， 同 时也具有特有 的哲学基 础

和文化遂济塞础 》

（
一

）

“

图 托邦
”

时代

“

图 托邦 夂 从 面意义 而言 ＾ 是 以 图 像 进行表意的一种社 会 ＾
；

莫式 ， 这 似

乎应 当 是人类没有语言文宇 时就 已 存在 的表意方式 ． 但前文 明 时期 的 图 像 表

奪并没有深刻地改变人类的认知 模式 ， 仅为语言文字 出 现 之前 的一种 替代性

选择 ，

一麗语言文字承担 了表意 的主要功能 ， 由乎文字 的符号表意较为准确 ，

图像 自 然退屐为次要 的 注脚 。 然 而 ？ 随着媒介技 术对视 觉文本 的 多元化虽 现

形式 的革新 ｓ 曾 为文字附庸 的 图 像 的表意地位得到 了提升 ， 成为 当 下表奪的

重荽渠道 ^

在 当下 的
１４

图 托邦
Ｍ

时 代 ， 视觉感知并不仅仅停 留于 ：意义交流 本 身 ， 也

不从禺于某种＃定人群 的 执念 ｆ
而是广泛 的感知

：

主体 的 生 。存体验 ｆ 是 从形式

和 内 在意义上都进人社会关 系 的 一种 手段 。 正如 费斯 克 （ Ｊ ｏｈ ｎＦ ｉ ｓｋ ｅ ） 对 大

众文化的评 价 ， 它是
“
一种将 自 己嵌 人总 的社会秩序 的手段 ，

一种控制个人

的 眼下 的个别社会关系 的手段
”

（ ２ ０ ０ １ ，Ｐ ．３８ ＞ 。 前文 明 时斯对？像表意的 运

用并不基一种嵌 人社群意识 的芋段 ， 很太程度上 是一种不 ｇ 觉 的表意交流选

择 《２ 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 以来 ， 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 以 及 ２ １ 世 纪 网 络等 电 子大众

传媒 的 出 现 ？ 图像叙述不止于个人化 的书写 ， 而是渗透到政治 、 烃济 、 文化 、

日 常娱乐之 中 。 从某种程度 Ｊｆｃ说 ， 不苒是我 们 创造 视觉 图 像 ， 而萆 视觉 图 像

创造 了我们 》

（二 ） 技术支持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 ， 电力 的 解放为现 代科 技产 品 的 出 现提供 了 动力 ， 社

会対视 觉 化 表 现 的 诉 求 催 生 了 诸 多 视 觉 商 品 。 对 此 ， 弗 莱 博 格 （ Ａ ｎ ｎｅ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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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ｒ ｉ ｂ ｅ ｒｇ ） 进行 了 细致 的描写 ：

“

１ ９ 世纪 ， 各种 各样 的器械拓展 了
‘

视觉 的 领

域
’

， 并将视觉经验变成商 品 。 由 于 印 刷 物 的 广 泛 传 播 ， 新 的 报 刊 形 式 出 现

了
； 由 于平版印 刷术 的 引 进 ， 道 密 尔 和 戈 兰 德 维 尔等人 的 漫 画 开 始 萌芽 ； 由

于摄影术 的推广 ， 公共和 家庭 的记 录方式都被改变 。 电报 、 电话和 电 力 加 速

了 交流和 沟通 ， 铁路和蒸 汽机 车改变 了 距离 的 概念 ， 而新 的 视觉文化 摄

影术 、 广告和橱窗 重 塑着人们 的 记忆 与 经验 。 不管 是
‘

视觉 的 狂热
’

还

是
‘

景象 的堆积
’

， 日 常 生 活 已 经 被
‘

社会 的 影 像 增 殖
’

改变 了 。

”

（ ２ ０ ０ ３ ，

ｐ ｐ ．３ ２ ７ ３ ２ ８ ）

媒介技术和信息 网 络解放 了 视觉叙述对 物理媒介 的 依 托 ， 空 间 和 时 间 也

不再是束缚视觉体验 的 物质 载体 ， 信息 在任何 时 间 、 任何场所都 可 以 以 视觉

图 像 的感 知形式存在 。 例 如 ， 像 日 本歌姬初 音未来这类二 维世界 中 的 动 漫人

物 ， 通过全息投影技术 ，

一跃成 为 生 活世界 中 的 舞 台 偶 像 ， 掀起 的演 唱会热

潮 不亚于任何一个流量 明 星 。
ＶＲ 博 物馆真正 实 现 了 历史 与 空 间 的 融合 ， 参

观者可 以 足 不 出 户 而进人 时 间 的 长河 ， 沉浸式地感知 历史 遗迹 。 无所 不在 的

互联 网 与移 动客户 端 的结合 ， 消 除 了 社交 中 时 间距离 和空 间 距离建构 的 阻 隔 。

与此 同 时 ， 虚拟线上社交也呈 现 出 替代传统社交 的趋势 。 米切 尔 意识到 人类

社交场所 的 场合更迭是逐渐从
“

水井
”

到管道供水 出 现后 的
“

市场
”

， 再到新

时代兴起 的数字 网 络 ， 这一过程打破 了 原有 的 城 市组织 结构 ， 公共社交也在

其 中 被逐渐边缘化 （ ２ ０ ０ １
， ｐ ｐ ．２  ３ ）

。 当 然 ， 米切尔 对人类社交生 活 的 论断

是基于空 间 场所 的存在 ， 他忽 略 了 数字 时代事 实上并 没有 消 除人们 的公共社

交 ， 反而开拓 出 了
一种新 的 社交模式 线 上 社交 。 线上 社交 和传统 的 线 下

社交相 比 ， 没有 了 时空 的 束缚 ， 交 流更为 灵 活 ， 然 而 它 同 样需要建立在一种

被感 知 的 空 间状态之 中 ， 这种 感 知状态 很 大程 度 上 离 不 开 视 觉 图 像 的 建构 。

线上社交场所并 不 是凭 空 而 生 ， 它 需要依 附 于一 个虚拟 的
“

房 间
”

， 在这个

“

房 间
”

中 交流 主体可 以 对
“

房 间
”

进行装饰 ， 还 可 以对 自 己 的虚拟身份进行

装扮 ， 例 如社交软件 中 的头像选择 。 社交 主体 的虚拟 身份在数字化视觉呈 现

中 被 塑造 出 来 ， 参 与到 社交 网 络之 中 。 因 此 ， 与其说我 们 生 活在一个
“

伊托

邦
”

的世界之 中 ， 不如说是生活在一个
“

图 托邦
”

的世界之 中更为具体 。

（ 三 ） 视觉 消 费 的 推动

在技术 的推 动 下 ， 视觉感 官 似乎 找 到 了 最 为 契 合 的 宣泄渠道 ， 视觉 消 费

也逐渐成 为人们建构
“

图 托邦
”

最 为 直接 的 方式 。 这种 消 费 模式 已 经成 为 一

种 消 费意识形态 ， 通过生活 中 目 之所及 的 屏幕重 复植人人们 的 意识之 中 ，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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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出
一种新 的社会符码 《 依 照鲍德識焚 （Ｊ ｓｗｍＢ ａｕｄ ｒ ｉ ｌ ｌ ａ ｒ ｄ ）＃消 费社会 Ｉ

中 的逻辑 ，

“

我们生活在物 的 时代 ： 我是说 ， 我 们根据它们 的节＿ 和不 断替代

的现实而生活着 ６ 在以往 的 所有文 明 中 ， 能够在一代一代 人之后存在下来 的

是物 ， 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 ， 而 今天 ， 看到 物 的产生 ， 宗善与消 亡 的

却是我们 自 己
”

（ ２ ０ １ ４
，ｐ ．２ ） 。 在这个时 代 ？ 物 的更迭 已 经淸耗了 它 的

“

光

晕气 人作为
“

官能性
”

的 存在已 经不再完全是创造物 的 主体 ？ 反而被生产 出

的窖体包 ：围 ， 人在物澈丛林 中＆髮 ，迷失 ， 所见 的 也仅仅是商品 的
“

华丽外 观

和觸荦性 ：蠢３见存嗔
”

（张一眞 ！２ ０ １ ８ ＊Ｐ ．２ ３ Ｕ

对此 ， 德波 （ Ｇ ｕｙ
Ｄ ｅ ｂ〇 ｒ ｄ ） 则进一步 明 确 Ｉ

ｓ

现 代消 费 的主要 渠道是视觉

宴學。 他犀 利地指 出 ，

“

这就是商品 的拜物教原理 ， 即通过
４

可感觉而又 超感

觉 的 物
’

而进行的社会统治 ， 这种 统 治绝对 只 能在景观 中 实 现 ， 在景观 中 ，

感性世界已经被人们选择 的凌驾 于世 界 之上？ 图像 所 代替 ， ％此 同 时 ， 这些

图像又迫 使人 们承认它们是极佳 的感性
Ｍ

 （ ２ ０ １ ７ ．

Ｐ
． １ ９ ） 。 视觉 图 像用它具增

“

热度
”

的呈现方式 ， 满 足 了 人们 Ｈ 益增长 的视觉欲厘 ， 感性上 升 的 同时 ， 理

性本有 的空间 被压缩 ， 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我们将视觉消 费发挥到极致 ｓ

（ 四 ）

《

视觉 转向
”

的 哲 学理论支撑

如果说技术 主 义 的 崛起为
“

图 托邦
”

的建构提供了 物 质框架 ， 视觉消 费

的兴盛则 从社会转型的 角 度解释 了
“

图 托邦
”

的兴起 ，

“

图 托邦
”

形成 的深爲

次思想根源则需要追溯 到 ２ ０ 世纪开始 的
“

视觉转 向
”

哲学 。

对 时间线性逻辑的关注最西方哲学 的传统 ， 这与崇 尚 理性和 整一性 的学

术研究氛围不无关系 ． 即便是对倾 向宁盘 间 诉求 的视觉化研究而言 》 时 间 概

念也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 ， 在此 ， 我 们并不否认时 间线 索在人类理解 和 考察

社会何题时所起到 的重粟作用 ， 以 及它在建构理性认知 和 把握人类 意识规 律

中 的效力 。 然而 ， 理论也需要跟随时 代变化 ， １间 转 向
” “

视觉转 向
”

逐

渐成为 当下文化表意的 大趋势时 ， 去时 间 化
”

便成为 ２ 〇 世纪学术 界 的 一股

新 的热潮 《

语育由 ｆ具有对时 间 的完美 的 驾 驭能力 ， 自 然 而然被 筛选为理解 和 分析
＇

表意研究的理想工具 。 然而 》 ２ ０ 世纪初 从
“

语言学转 向
”

溢 出 的
“

形式论研

究
”

却 开启 了 人们对符号表意的 重新发现 ． 从语言意识形态模式到 图像 意识

形态模式 的转变 ｓ 从根本上蕾 即 为人们 思维方式 的变化 从谮言主 导 的 线

性思维方式转换为 图 像 主导 的座 间 化 的思维方式 ａ

“

视觉转 向
”

理 论＃早可追溯到 ２ 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海德格尔 的 Ｃ世界 图 像 的

１４ １



□摞索与批评 （第五辑 ）

时代 》 （

“

Ｔ ｈ ｅＥ ｒ ａｏ ｆＷ ｏ ｒ ｌ ｄＩｍ ａ ｇ ｅ
”

，
１ ９ ３ ８ ）

—文 。 他在其 中 明 确提到
“

从本

质上看来 ， 世界 图 像并非 意指 一 幅关于世界 的 图 像 ， 而 是指 世界被把握为 图

像 了
”

（ ２ ０ １ ８
，ｐ ．９ ８ ）

。 海德格尔这里所强调 的 是 ， 只 有 被人把握到存在 者 的

“

表象状态
”

（ Ｖ ｏ ｒ
ｇ ｅ ｓ ｔ ｅ ｌ ｌ ｔ ｈ ｅ ｉ ｔ ）

， 才能证 明存在者 的存在 。

“

存在 者在被表象状

态 中 成为存在着 的 ， 这一事实使存在 者进人其 中 的 时代 ， 成 为 与前面 的 时代

相 区别 的一个新 时代
”

（ ２ ０ １ ８
， ｐ ．９ ８ ）

。 依 照 他 的 标准 ， 这种
“

被 表象 的 状

态
”

并不属 于古希腊 ，

“

希腊人作为存在者 的觉知 者而存在 ， 因 为在希腊 ， 世

界不可能成为 图像
”

（ ２ ０ １ ８
，ｐ ｐ ．９ ９  １ ０ ０ ）

。

“

知觉
”

也并 不是对象性 的 认知 ，

而是一种抽象 的
“

思
”

（ ｄ ｅ ｎ ｋ ｅ ｎ ）
。 海德 格 尔 看 到 的 新 时 代 是

“

存在 者 被 表

象
”

， 是一种通 过 图像化被感知 到 的直观世界 ， 而不是被
“

知觉
”

到 的 。 从这

个维度来看 ， 海德格尔对柏拉 图 的观点 又 进行 了 绝对 的 肯定 ， 认 为
“

在柏拉

图 那里 ， 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规定 为 外观 ， 这乃 是世界必然 成 为 图 像 的 前提

条件 ， 这个前提条件远远地预先呈报 出 来 ， 早 已 间 接地在遮 蔽领域 中起着决

定作用
”

（ ２ ０ １ ８
，ｐ ． １ ０ ０ ）

。 在海 德格 尔 所处 的 时 期 ， 人 们 已 经认识到 了
“

表

象
”

（ ｖｏ ｒ ｓ ｔ ｅ ｌ ｌ ｅ ｎ ） 的力 量 ，

“

当且仅 当 真理 已 然转变为 表象 的确定性之际 ， 我

们 才达到 了 作为研究 的科学
”

（ ２ ０ １ ８
，ｐ ．９ ５ ）

。 虽 然海德格 尔 意识到 了
“

图 像

表象
”

对科学研究 的重要性 ， 但 真正从技 术 主 义 的 科学立 场考量视觉 图 像 的

崛起还要等 到 ２ １ 世纪 。

２ ０ 世纪末 ， 视觉文化语境使得米切 尔 开 始重新考量人类 的 表意模式 ， 米

切 尔提 出
“

图像转 向
”

理论后 进 一 步掀起 了 学 术 界 对 视觉 图 像研究 的 热情 。

至此 ， 我们 可 以 看 到
“

视觉转 向
”

作 为人文学科研究 的新趋势进人 高潮 阶段 ；

２ １ 世纪 随着 网 络和新媒体 的 出 现 ， 研究 者提 出 了 各种跨学科尝试 ， 其 中 奥 利

弗 ？ 格劳 （ Ｏ ｌ ｉ ｖ ｅ ｒＧ ｒ ａ ｕ ） 将 虚拟现 实 看作 人 类 与 图 像之 间 的
一 种 核 心 关 系 ；

杰森 ？ 杰拉德 （ Ｊ ａ ｓ ｏ ｎＪ ｅ ｒ ａ ｌ ｄ ） 提 出 了 以 人 为 中 心 的沉浸式交互设计 ， 进一 步

展 现 了视觉 图像对拓展人类未来 生活 空 间所产生 的深刻影 响 。

此处讨论 的
“

图 托邦
”

并 不 源 于人们 对视觉 图 像 的 偏 执 ， 它 的 出 现具有

历史 和 时代 因 素 。 如上所论 ， 尽管 图 像在符号表意 中 的功用早 已 被人们察觉 ，

但理性主 义 的传统 以及 落后 的媒介技 术让语言文字被长久奉 为 圭臬 ， 进人 ２ ０

世纪 以后 ， 人们 才开始从哲学和 实践上重新发现 图 像 的魅力 。 从 ２ ０ 世纪末 到

现在 ， 随着互联 网 、 媒介 多元化 、 数字化 、 虚拟现 实等新技 术 的 革新 ， 建构

“

图 托邦
”

世界 的基石也越发稳 固 ， 加之人们 物质消 费 和精神 消 费 双重诉求 的

激增 ， 被视觉化感 知 的 图 像意识 以 指 数级增 长充斥 我 们 的 生 活 。 从某种 程度

上 可 以说 ， 我们也成为 图 像世界 的 一部分 ， 当 图 像 不再是被创 造 、 被 观看 的

１ ４ ２



客体时 ？

“

图 托邦
’
Ｉ

来临 了 。

ｘ 学跨学Ｈ研究 ■

三 、

“

图 托邦
”

的表现特征

我们生括在
一个

“

图 托邦
”

的世界，它不是
ｗ

乌托邦
”

的绝对空想 ， 也

不弇全是
“

异托邦
”

的 空间 区 隔 ， 更不是
“

恶托邦
”

的 悲 观推 想 ｆ
抑 或

“

伊

托邦
”

的 虚拟现实 。

“

Ｈ托邦
”

已 经根植于现实 ， 而现实很大程度上也是 以 视

觉 图 像 的形式被把握前 ， 人本来是建构 图像的主体 ， 却也开始沦为被审视 的

客体 ，

《

看
《

与
“

被看
”

的 界 限在
“

图托邦
”

世界 中模糊 了 。 不得不承认 ， 意

义边界 的丧失 给我们理解 自 己 和 认知世 界 造成 Ｉ
ｓ
—定 困 难 ． Ｍ有认识

“

图 托

邦 我们才 能更好地生栝在
“

图 托邦
”

世界 中 》

简而言之 ， 所谓 的
“

图 托邦
”

就是一种 执着于视觉 图像表氩的 新 的社 会

模式 ，
它 的 主要表现特征有 ，

：
１ ） 视觉叙述取代语言叙述 ＊ 成 为 鸟下主要 的叙

述方式 ； 从主动着到被动看 ，

“

看
’ ’

与
“

被看
”

界 限 消解 ； ３ ） 具有
＊＊

异化

性 ％

（

一

） 视觉叙述为 主导叙述模式

语 图关系 的争论 由来 已 久 ， 在媒介技术 、 数字 化 网络大行其道 的 今 日 ，

语言和 图 傢这对孪生兄弟＃现 出 了不一样的表现特征 ｓ
也为我们童新思考二

者 的对话 ， 童新考畺符号表意提 出 了新问题 Ｂ

不可否认 ？ 语寶在符号表 意中 的 突 出 地 位是毋庸置疑 的 ， 它相 比 图 像表

意更加具体且清晰 》 然而当下通 过刺 激视觉感官来实践表意的 视觉文本越来

越多 ， 视觉叙述 的流行就 足 以证 明 视觉ｆｆｌ 像 相 比 语言具有更加 强 大 的功 能 。

“

因 为视觉信息与视觉愉快乃是人的 内在需求 ， 对 图 像 的视觉感受与外在世 界

的直觉感受
＇

在本质±是－致 的 ， 虽然赉言较 为 高绥 也无法代 替， （邹 广胜 ，

２ ０ １ ３ ， ｐ ，１８ｔ ）

但是 ， 人类的感知 能力 还有 很 多种类 ？ 为 什 么 不是
“

声托邦
”

或是
“

感

托邦 而是
“

图 托邦
”

？ 相 比对声寶和 触 觉 的 感 知 ， 对视觉 图 像 的感知有 怎

样 的 优越性 ？ 从心理和生理角 度而言 ， 人 们曹腺视觉符号具有天然 的合理性 。

根据科学实验 ，

“

人体 中 超过 ７
（？麗 ：

的 感觉 接 收器集 中 在 眼睛 上
ｗ

（莱斯特 ，

２ ０ ０ ３ ，ｐ ．１ ８） ， 视觉相 比其他感觉渠道更为灵敏 《

亚里士多德在 ：

《形而上学 ＞开篇 中 ， 明 确 指 出 视觉作 为

最主要 的感官在人类知识获取 中 的重大作 用 ：

“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 我们乐子

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 明 ；
即 使并无实用 ， 人 们 总 爱好感 觉 ？ 而在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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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中 ， 尤重视觉 。 无论 我 们 将 有 所作 为 ， 或 者 是无所 作 为 ， 较之其他 感 觉 ，

我们都特爱 观看 。 理 由 是 ： 能使我们认知事物 ， 并显 明事物之 间 的许多差别 ，

此于五官之 中 ， 以 得于视觉者为 多 。

”

（ １ ９ ５ ９ ， ｐ ． １ ） 然 而 长期 以 来 ， 哲学 家

们 囿 于视觉作为感官 因 而不值得理论关注 的倾 向 ， 认为 它 与 肉 体之 间 的 距离

远远小于抽象理念与后 者 的距离 ， 因 此低估 了 视觉应有 的地位 。

我们对符号表意 的 了 解总 是执着 于表 意 过程 和 表 意结果 ， 而对于接 收 者

对符号渠道 的感 知 与表意之 间 的 关 系 稍 有 忽 略 。 事实上 ， 即 使对外延 意 义 一

致 的符号 ， 人们在不 同 感 知状态下 的 理解也有 不 同 。 其 中 ， 我 们 更倾 向 于将

表意注意力 放置于视觉感 知之上 ， 而 不 是 置于语言文 字 或声音等 。 这就像在

河 面上行驶 的船 只 ， 前方分 出 几条水道 ， 船 只 自 然会驶人更加 宽 阔平坦 的 那

条水道 ， 而 曲折 、 闭 塞 的水道 则 很 少有船 只 驶人 。 这 只 船就 是 意义之船 ， 而

不 同 的水道则 为符号 表 意 的 渠道 ， 意 义 之船更 容 易 进 人视 觉 图 像 的 水道 中 ，

一旦进人该水道 ， 其他表意渠道则很难对表意产生影 响 。

“

视觉之所 以 优 于所

有其他感官 ， 就 因 为单独运用 它 时 ， 它也 能 为 我们 认识视觉提供最大量 的 信

息
”

（考斯梅尔 ，
２ ０ ０ １

， ｐ ． １ ４ ）
， 尤其 是在视觉 图 景泛 滥 的

“

图 托邦
”

世界 ，

意义渠道被视觉叙述 占领 ， 挤压 了其他表意模式 。

（二 ）

“

看
”

与
“

被看
”

界 限 消 解

意义 的获得和 表意符号被解释 的 过程 ， 就 是 意 义 流 动 的 过程 。 中 国 符号

学者赵毅衡将这个意 义 流 动 的 过程称为
“

认知 差
”

（ ｃ ｏ ｇ
ｎ ｉ ｔ ｉ ｏ ｎ

ｇ ａ ｐ ）
， 即 主体

在面对被认识 的事物 时 ， 自 身感觉处 于
“

认知 低位
”

或
“

认知 高 位
”

时 ， 而

主 动采取获取意义 或传送意义 的行为 （ 赵毅衡 ，
２ ０ １ ７

， ｐ ． １ ８ ９ ）
。 认知差 的存

在使我们 长期生活 于一 个 意 义获取 和 意 义 表 达 的 世界 中 ， 这 似 乎很 好理解 ，

但对于
“

图 托邦
”

的视觉受众 而言 ， 意 义 的 主 动获取却 增 添 了 被 动 观看 的 意

味 ；
意识主体 的 意义表达倾 向 也在

“

图 托邦
”

语境 中 被模糊 ， 视觉 图 景 的 交

互体验感让表达认知差 中 主体
“

看
”

与
“

被看
”

之 间 的界 限 消失 。

符号文本 的视觉化呈现形式 ， 是迎合 当 下视觉 图 像 表 意 的重要体 现 ， 作

为获义 主体 ， 理论上我 们 的 意识对 意 义 的 捕捉应 当 是 主 动 的 。 然 而 ， 在
“

图

托邦
”

中 ， 世界 图 式化 的叙述方式让意识在处理 目 之所及 的 视 觉文本 时 ， 陷

人一种无所适从 的境地 ， 意 义 的锚定 点 被 图 景幻象淹 没 了 。 作 为普通 人 ， 我

们很难不被这个浪潮影 响 ， 因 此 ，

“

看
”

这一动作本有 的 主动获义性在
“

图 托

邦
”

世界转变 为一种被动行为 ， 我们 每 日 所
“

看
”

的 ， 不再是 我 们 本 心 所想

“

看到
”

的 。 大数据环境下 ， 自 己 早 已 不再完 全属 于本身 ， 任何个人化 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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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被
“

监控、 如 果一个人喜欢浏览体育短视频 ． 网 页 就会 自 动推送类似链

接 ， 不 自 觉 中 人从主动看转 变为 了 被动着 ^

传统的视觉叙述文本 ， 如绘画 、 雕 塑 、 建筑 、 电 影等 ， 其符号 的建构 者

都可以对 ＪＩ 己 的 创造拥有绝对 的话语权 。

“

图 托邦
ｗ

中 的视觉表现形式则 弱 化

了视觉文本构建者 的话语权 ， 主体 同 时也 可 以 作 为 图像 世界 的 客体 ， 即使 只

有一部手机 ， 我们也可 以 成为 自媒体乎 台 的 佼佼 ＃ ， 人 人 在观看他 人 的
“

节

时 ． 也都可 以成为 被人 观着 的
‘ ？

主播 ＇ 传统 的视觉叙述文本的神圣性 和

严肅性在
“

图 托邦
”

中 被消 解 了 ａ

（三 ）

“

图托邦
”

的视觉 异化

如果 只是将
“

图托邦
”

社会看作视觉 图 像在质 和讀上 的 增 多则未 免太 过

筒单 ，

一方面 ＊ 我们承认
“

图 托邦
”

带来 了 萆加 ；丰 富 的生洁 图暈 ， 将现实生

活 的范畴扩雇到虚拟世界之 中 ， 并将二者完美地融合起来 《 另 一方面 ， 我们

的剖析并非始于先在 的批判 ．立场 ， 但不 能 否认
“

图 托邦
”

的某些表现 ，
以 异

化 的形态颠覆 了 我们对视觉 的 传统认知 。

首先 ， 视觉文本作 为 表意符号 ， 应 ａ对符号 的 对象或解释项有 所 指流 ，

但是生活在
“

图托邦
”

世界 的 我 们 面对视觉 图像 时 ． 专 注 的不再是所见 图 像

背后的符号倉义 ， 而是流连于
“

看
”

这一行为本身 ， 电 视 、 网络等媒体将海

蠆的视频 、 图 片等视觉文本抛给受众 ， 受 众则如养殖场 中 的动 物一样 ， 只要

有食物投放就会将其吃掉 ， 他们将绝大 多数 的时间 消耗在浏 览 视频 、 图 片等

视觉文本上 。 这种被动 看 的结果就是 ， 看什 么 不再重要 ， 重要 的是
＂

看
”

这

个行为 。 时 间 被视觉幻象 占据着 ， 看似充实的一夭 ， 除 了看
”

， 却并没有产

生什么实质性 的意义交流 ＾ 也 正 因 如 此 ， 有 的学者对 图 像 时 代 的 到来持怀疑

和批判 的态度 。

其次 ， 托邦
”

解放 了 诸感官 ，之 间 的 隔 阂 ？ 肉 体 的 欲望得到极 大 的 释

放 》 柏拉？在 《论鼠魂 Ｉ中分析了 人类 的五种 外部感官 ， 他

认为相 比听觉 、 嗅觉 、 味觉 和 触觉而
１

言 ， 视觉接受 的 信息在性 质上更具 优越

性 ， 因 为它能够蔑接指 向 具有
＇

对象决定意 义 的
“

形式
”

， 而本是
“

质料
”

， 而

且在产在感官经验上 的幻觉 的 同 时 ？ 视觉不会受那 些折磨身体性感官 的 欲望

的牵制 （考斯梅尔 ｔ２ ０ ０ １
，Ｐ ．１ １ ） 。 这是传统西方哲学家对 视觉 优越性 的认

知 ． 然而 ， 在
“

图 托邦
”

中 ？ 这个看似经典的 论 断却受到 了 冲击 。 视觉经验

中 ， 知觉对象与认知器官之 间 应有 的 距离被完全消 除 了 ， 甚至可 以 通ｉｌ视觉

幻象跳过听觉 、 味觉 、 嗅觉 触觉等惑官体验 ； 直接进 人感知本身 ■ 通过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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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吃播
”

的 吃饭场景 ， 个体 的视觉经验被极 大地激发 ， 催 生 了 对 味觉 和食

物 的 欲望 ，

“

吃播
”

的
一度兴盛让我们认识到 了视觉欲望对感官认知所产 生 的

巨 大影响 。

再者 ，

“

图 托邦
”

弱 化 了 我们对指示 的理解程度 。 莱斯特在著作 《视觉传

播 ： 形象载动 息 》 （ Ｃｏ ｗｉ ｗｉ ｗｗ ｆ ｃ ａｈ ｏ ｗ ＿

？Ｉｍａｇ ｅ ｓｗ ｉ ｔｈＭｅ ｓ ｓａｇ ｅ ｓ ， １ ９ ９ ７ ）

中 将视觉传播过程 比作
“

圆 圈 舞
”

， 即
“

了 解 的越多 ， 感觉到 的就越多 ； 感觉

到 的越多 ， 选择 的就越 多 ；
选择 的 越 多 ， 理解 的 就越 多 ；

理解 的 越 多 ， 记住

的就越 多 ； 记 住 的 越 多 ， 学 到 的 就 越 多 ； 学 到 的 越 多 ， 了 解 的 就 越 多
”

（ ２ ０ ０ ３
， ｐ ．５ ）

。 在莱斯特看来 ， 这个 由 赫胥黎 （ Ａ ｌ ｄ ｏ ｕ ｓＨ ｕｘ ｌ ｅｙ ） 开创 的 视觉

理论符合人类 的基本认知 ， 然 而 ， 他这个理论是建立在信息较 为 闭 塞 ， 必须

要 我们 主 动 去获取信息 的 时代 。 当 我 们 不需要努力 就被信息 淹 没 的 时候 ， 选

择 的越多 ， 反而理解 的越少 ， 因 为 绝 大多数 以 图 像形式呈 现 出 的 信息根本无

法走进理解 的范 畴 ， 更不必说能够记住 的有 多少 了 。

最后 ， 可 以说 ，

“

图 托邦
”

所呈现 的视觉 图像 的 扩张 、 侵略和变动 表 现为

类似詹姆逊 （ Ｆ ｒ ｅ ｄ ｒ ｉ ｃＪ ａｍ ｅ ｓ ｏ ｎ ） 的
“

超空 间
”

（ ｈ ｙ ｐ ｅ
ｒ ｓ

ｐ
ａ ｃ ｅ ） 。 所谓 的

“

超 空

间
”

是詹姆逊通 过分析建 筑 、 绘 画 、 电 影 等 视 觉 表 现 发 现 的
一 种 空 间 形 式 ，

它对 空 间 距离 的 消 解使人们 丧失 了 应有 的 理解 图 像表 意 的 能力 。 正如 现代都

市 中举 目 可见 的玻璃幕墙 、 墙 壁上 用 以 装 饰 的 镜 面 、 随处 可见 的 屏幕等 ， 视

觉 空 间在不断 的交叉重 复 中 消 磨掉 了 我 们 感 官 功 能 中 对 图 式 的 把握能力 。 这

样 的视觉 图景在让你
“

完全丧失 了 距离感知 的 同 时 ， 使你不再具有透视和感受

事物 的能力 ， 由 此便进人一种
‘

超空 间
，

之 中
”

（ Ｊ ａｍ ｅｓｏ ｎ ， １ ９ ９ １
， ｐ ．２ ２ ７ ） 。 视

觉 图 像 的包裹让我们失 去 了 划 分 自 身 与 周 遭界 限 的 能力 ， 我 们便也成 为 视觉

图 景 的一部分 。 生 活 在其 中 ，

“

超空 间 颠覆 了 传统 的 时 空 观 ， 摒弃方位 、 距

离 、 界 限 、 时 间 等 约束 ， 人们 无法辨识其 中 的差异 ， 从而 陷 人迷茫 和 混乱之

中
”

（郑佰青 ，
２ ０ １ ６ ，ｐ ．９ ４ ）

。 因 而 ， 视觉幻 象通 过利 用 人们 的价值情感 ， 改

变 了
“

眼 见为实
”

的传统认知 ， 在 图 托邦世界 中 与其说是 了 解
“

真相
”

， 不如

说是感知
“

后真相
”

（ ｐ ｏ ｓ ｔ ｔ ｒ ｕ ｔ ｈ ） 。

结 语

存在 的 即 是合理 的 。

“

图 托邦
”

世界 中 的视觉 图 像 以 一种更加 复杂 的 姿态

重新定义着 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 的 方式 。 这也赋予 了
“

图 托邦
”

在 空 间 感 知

和视觉形式上不 同 于
“

乌 托邦
”“

恶托邦
”

和
“

异 托邦
”

的特质 。 短视频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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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 ＶＲ 技术 、 网 络游戏 、
Ｈ ５

？ 等视觉叙述形式 的 出 现 ， 真正让我们体会到

了
“

读 图 时代
”

的来 临 。 当 视觉 图 像成为 塑 造人类生活 的 主导叙述手段 时 ，

生活在
“

图 托邦
”

的我们更有必要转变思 维 ， 重新认识视觉 图 像 。 然 而 ， 我

们在享受
“

图 托邦
”

带来 的视觉盛宴 时 ， 也需要运用批判 的 眼光 ， 重新考量

我们所处 的 时代 。 当视觉媒介逐渐成为人类意义获得渠道 的 主要方式 时 ， 人

们对 自 我和世界 的理解便进入一种 非 理性 的极端状态 。 我 们 可 能需 要跳 出

“

视觉轰炸
”

带来 的形 式上 的满 足 ， 当
“

所 见
”

已 不再是认 知
“

所 是
”

时 ，

“

真相
”

在 图 托邦 中则需要另类的解读 。 这或许可 以成为视觉研究下个阶段 的

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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