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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
本》第二辑新书发布会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行。

发布会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邮电出版社、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新发布的第二辑共分
5册，包括《科技，我们的发现之旅》《服饰，打
开祖先的衣橱》《汉字，一笔一画写文明》《艺
术，穿越时空之美》和《音乐，流传千古的旋
律》。该套绘本运用大量翔实的文物、考古资料，
通过深入浅出的绘本形式，带领读者感受我国悠久
厚重的历史文化。

三星堆遗址

将联合金沙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据新华社，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

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
馆联合举办的“走进三星堆 读懂中华文明”主题
活动现场获悉，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将联合金沙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加快建设三星堆国家遗址公
园，持续推动三星堆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创新性发展。

三星堆、九寨沟、大熊猫是四川省最具代表性
的文化旅游资源。2019年，四川省在国家文物局的
支持下，启动了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
截至目前，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已出土重
要文物一千余件。

四川省副省长罗强介绍，这些珍贵文物的出
土，再现了古蜀文明的灿烂与辉煌，展现了中华文
明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其中铜尊与长江流
域其他地区同时期铜尊特征相似，玉琮及铜器纹饰
能在中原地区找到祖型，这实证了古代四川盆地与
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的频繁交流，为研究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提供了典型例证。

罗强还介绍，下一步，四川将科学有序做好三
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修复和文物保护工作，建
立多学科综合考古合作机制和田野考古与实验室考
古相结合的考古新模式，推出一批考古成果、出版
一批学术著作、培养一批考古人才，高质量建设三
星堆博物馆新馆，并联合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加快建设三星堆国家遗址公园。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中国国家博物馆

儿童历史百科绘本》

第二辑发布

据新华社，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
分会近日发出倡议，网络直播平台不为未满16周岁
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服务，为已满16周岁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服务，需征得其监
护人书面同意；逐步建立安全可信的大额提醒、身
份验证等防止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充值打赏的
技术保障措施。

这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保护未成年人行动
倡议”指出，网络直播平台应主动落实平台、经纪
机构主体责任，采取多项措施规范和引导未成年人
使用网络直播服务，不断升级优化“青少年模
式”；建立网上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举报、识别和
干预机制，建立未成年人专属客服团队，优先受
理、及时处置涉未成年人的相关投诉和纠纷。

据介绍，已有超50家网络直播平台和MCN机
构响应倡议，包括陌陌、TT语音、战旗、花椒、
网易CC、KK直播、六间房、么么、秀色、荔枝、
抖音、酷狗、虎牙、YY直播、斗鱼、映客、小红
书、来疯、哔哩哔哩、玩吧、秒拍、边锋、爱聊、
比心、蓝城兄弟、美拍、微博、天鸽互动、他趣、
齐齐、皮皮、唱吧、Hello语音、小米直播、爱奇
艺、伴伴、快手、百度、龙珠直播、炫石互娱、天
南星、天台娱乐、坚果传媒、七彩福星、亚娱天
空、薪宝科技、话社、思凯文化、无忧传媒等。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倡议：

不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直播服务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论”的问
题，在“图像时代”到来后，似乎显得愈加
突出。文学与图像，看似截然对立，又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图像进入文学研究的范
畴，作为方法论的“文学图像论”又该如何
理解呢？

赵宪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南
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历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推崇“通过形式阐发
意义”的学术理念，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
果一等奖、江苏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等。从事文学图像和文学书像研究的赵宪
章，做客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学术讲
座，就“文学图像论”进行了精彩阐释。

“图说”正在僭越

本来属于“言说”的领域

语言和图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
两种表意符号，一直处于“语言为主、图像
为辅”的和谐、唱和关系中。然而，随着
“图像时代”的到来，这种关系被颠覆。很
多本来用语言表意的东西，现在用图像来替
代，最明显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很
多人仅仅通过影视作品去了解文学作品的情
节，不再去看原著。长此以往，会造成一种
符号危机。

由于受到技术的支持，图像的表意能力
越来越强，而语言恰恰缺少了这一种支持。
所以符号危机也仅仅是一个开始，远没有达
到顶峰。波兹曼的两部作品《童年的消逝》
和《娱乐至死》，就指出以电视文化为代表
的图像文化让人们越来越深陷其中，不能自
拔。

艺术家徐冰也通过两部美术作品《天
书》和《地书》，表达了图像时代到来之
后，人类面对符号危机产生的焦虑。《天
书》这部作品，乍看都是汉字，可细看发现
一个字也不认识，也没有人能辨识出来。近
四千个字，都是徐冰以汉字为原型自创的
“伪”汉字。二十多年后，他又创作了一部
《地书》，与《天书》相反，《地书》用图
像叙事，人人都能读懂，但各种解释也是五
花八门。

徐冰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这
两部作品，是为了什么？一本是难以解读的
《天书》，正象征语言文本，可以精准而自
由地表达复杂、深刻的意义，但是难以辨识
和解读；一本是人人都可以看懂的《地
书》，属于图像文本，远不能达到前者的表
意效果，但却是易于辨识和解读的“普天同
文”，这就是当代表意领域的二律背反。

“言说”和“图说”各有所长，各有所
短，但就当下而言，后者已经向前者发起挑
战。“图说”正在僭越本来属于“言说”的
领域，这就是人类正在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符
号危机。因此，关注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这
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人文关怀。

语言符号是实指的，是强势的

图像符号是虚指的，是弱势的

语言与图像的互相模仿，在中国的诗画
传统中十分常见。一种是题画诗，即先有画
后有诗；另一种是诗意画，先有诗而后有
画。最著名的诗意画，莫过于位列中国十大
传世名画之首的《洛神赋图》。曹植作《洛
神赋》后，顾恺之依文而成画，创作出这部
中国画史中的精品之作。然而，题画诗在诗
史中的地位却难以与诗意画在画史中的地位

相匹配，杜甫也有三十多首题画诗，但在诗
史上很少提及，这显然是一种“非对称态
势”。

“非对称态势”是文艺史上的普遍现
象，以文学为蓝本的影视作品成功者很多，
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有85%的影片是从文学作
品改编而来，艾美奖获奖电视片中也有70%
的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蓝本。相反，如果将原
创影视作品进行“文学改写”，例如“影视
小说”，一般而言只能沦为小说世界的等外
品。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这还得从中
国诗与中国画的关系说起，讨论这个问题的
学者不少，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钱钟书先生的
《中国诗与中国画》。钱先生讲到这样一个
观点，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流派是南宗
文人画，但与其风格相似的神韵派却不能代
表中国旧诗。这样看来，中国传统文艺批评
对诗和画有不同标准，评诗时赏识实的风
格，评画时赏识虚的风格。我们或许可以从
此推论，中国诗画批评标准的差异源于语言
和图像两种符号功能的区别，一种是实指符
号，而另一种是虚指符号。

马格利特的《形象的叛逆》，是两种符
号发生矛盾时的直观呈现。这幅画分为上下
两个部分，画的内容占据了八成的面积，是
一个逼真的烟斗。这幅作品问世后，福柯非
常兴奋，还为此写了一篇论文。他的核心观
点是，这是词句对图像的解构。

按照寻常的思路，既然是一幅画，画本
身就应该是核心内容，而且从画幅以及观看
顺序上讲，都应该站在图像的立场上去对这
句话进行质疑。福柯为什么提出了截然相反
的观点呢？正是因为语言符号是实指的，是
强势的；而图像符号是虚指的，是弱势的。
所以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并产生矛盾时，
应是语言对图像的解构。

这并非一个个案，在中国的诗画关系史
上同样也有表现。拿题画诗来讲，诗与画的
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魏晋至
隋唐，这一时期诗与画是分离的，题画诗并
非题在画内，诗歌依然流传下来，但画本身
已经不知所踪。杜甫的《画鹰》有一定代表
性：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原画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但读完诗

后，脑海里还是能呈现这幅画的内容，诗歌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宋元之后，题画诗从“诠释图像”演变
为“引申画意”，或从画题起始扬长而去，
或借题发挥，画本体怎么样却不考虑。来看
元好问的这首《云谷早行图》：

画到天机古亦难，遗山诗境更高寒。
贞元朝士今谁在？莫厌明窗百过看。
《云谷早行图》原是一幅诗意画，是对

中唐李益的诗《早行》的模仿。元诗先论画
艺，然后自诩诗境，接着怀旧，最后以“好
画不厌看”结束，至于画本身如何？不得而
知。

明清之后，诗画分离的趋势愈演愈烈，
文人画的“文人性”进一步增强，视严谨画
法为“匠气”“俗气”，画外功夫高于画之
本体。语图在中国画里的主宾位置被彻底颠
倒，最终结果就是“得意忘图”。

可以看出，从唐代以后，在诗与画中，
语言越来越强势，画本身越来越弱势。为什
么不是相反呢？原因就在于两种符号的实虚
指及其带来的强弱势特征。

图像不能指称所有事物

其本质是隐喻

那么问题来了，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为
什么会有实指和虚指、强势和弱势这样不同
的特点？究其根源，在于两种符号具有不同

的表意机制。语言符号的生成机制是任意
性，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具有任意性。比方说，我们用“鹰”来表示
自然界中的一种特定生物，但这只是一种约
定俗成的联系，就算用另一种发音来指代，
也没有任何影响。

而图像符号的生成机制所遵循的是相似
性原则，在纸上画一只老鹰，能轻易地联想
到现实世界里的老鹰。但也因此，图像有着
很大的局限性，老鹰、袋鼠能画得出，思
想、逻辑呢？图像不能指称所有事物。文字
作为语言的代用品，之所以能从图画中脱颖
而出，正是因为克服了这一局限。

符号学家莫里斯关于“隐喻”有这样一
种解释：如果一个指号并非凭它的本义来指
称，却有所指对象的某些特质，“那么，这
个指号就是隐喻的。把汽车叫作‘甲虫’，
或者把一个人的照片叫作一个人，这就是隐
喻地应用了‘甲虫’和‘人’这两个语
词。”

这是两种不同的隐喻，把汽车叫作“甲
虫”，是一种语言隐喻；把一个人的照片叫
作一个人，是图像隐喻。对于语言来说，隐
喻只是一种修辞；而对于图像来说，隐喻却
是全部，因为“相似”是所有图像必须遵循
的原则。这也意味着，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
图像的本质都是隐喻。

图像的隐喻本质决定了“假相”的合法
性。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朱元璋的画
像，朱元璋是历代皇帝中留存画像最多的一
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判断历史上的
朱元璋究竟长什么样子。不管这一幅更贴
近，还是那一幅更偏离，所有画像都是通过
隐喻的方式创作的，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更进一步讲，所谓“假相”的合法性，
也源自图像的人为属性。图像的制作过程，
是将三维或多维空间纳入二维平面进行表
现，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欺骗”观看的
眼睛。就像孩子们做游戏时“指着一只箱
子，说它现在是一所房子；然后他们从这箱
子的方方面面把它解释成一所房子。把一种
虚构编到这箱子上……”

图像的光色也不是原型的本色，而是迎
合观看经验制作出来的“视觉相似”。中国
画学的“墨分五色”就是如此，通过焦墨、
浓墨、重墨、淡墨、清墨等五大色阶，就可
以在宣纸上表现色彩缤纷的世界。所以，图
像的“相似”并非与其再现的世界相似，而
是一种视觉迎合，是“看起来像”而已。

鲁迅小说的版画风格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文学图像论，
可以应用到文学的风格分析中，不妨以此种
方法来分析鲁迅的小说。我们都知道，鲁迅
的小说非常注重色彩描绘，如：

“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
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
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
亮。”（《补天》）

这段话共52个字，和色彩相关，或者可
能使人联想到色彩的句段有“血
红的云彩”“光芒
四射的太阳”“金
球包在荒古的熔
岩中”“生铁一般的
冷而且白的月亮”，合计
34个字，超过这段话总字数
的一半。

在丰富的色彩中，我们
是否能从鲁迅的小说中找到
一个主色调？仍以这段话来
看，尽管有“血红”，
有“金球”，但最
终造成的效果仍
是太阳的光
被 黑 洞
吞

噬，只留下黑与白的强烈对比。黑白对比就
是鲁迅小说语象的主色调。上述例子并非偶
然：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
没 有 出 ， 只 剩 下 一 片 乌 蓝 的 天 。 ”
（《药》）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
白的路，看得分明。”（《药》）

“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
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
远地向船尾跑去了。”（《社戏》）

……
鲁迅小说中的黑白对比极为常见，黑白

对比不仅仅存在于场景描写中，像“苍白的
长方脸”与“又浓又黑的眉毛”等等。

有学者专门就鲁迅小说中使用色彩的情
况进行了统计。在鲁迅的三部小说集（《呐
喊》《彷徨》《故事新编》）中，使用描述
性色彩词的地方有526处。使用频率由高到
低依次是：白色系29 . 7%，黑色系21 . 5%，红
色系15 . 9%，黄色系9 . 9%，青色系8 . 2%，绿
色系5 . 5%，蓝色系4 . 4%，紫色系2 . 5%，拼色
系1 . 5%，透明系1 . 1%。

以黑白色调让人联想到的中国画，并非
以写意著称的水墨画，而是以写实见长的版
画。之所以是版画而非水墨画，一个重要的
原因在于鲁迅与版画的不解之缘。除了文学
家之外，鲁迅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身
份——— 中国新兴版画之父。据不完全统计，
鲁迅一生收藏版画有4000余幅之多，他曾不
遗余力地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鲁迅小说语象的色彩偏好主要是黑白交
错，和版画艺术的色调完全吻合。也就是
说，小说语象和版画图像的统觉，在鲁迅这
里实现了二者的“共享”。

众所周知，色彩只是图像中的一个要
素，图像首先要有形，然后才有色。如果从
“形”着手，也能发现鲁迅小说与版画风格
的诸多相似之处，如笔法刚硬挺直，对“力
之美”有共同追求；构图都极为简练抽象，
在结构布局方面也极为相似；意象都诡异老
辣，在陌生化效果方面异曲同工等。

图像如何进入文学研究，文学又如何面
对图像挑战，文学与图像的
关系种种，都留
待 更 多 人 来
思 考 和 研
究。

图图像像时时代代，，如如何何回回看看文文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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