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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图像式解读
———以«两个钓鱼人»与«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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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尝试在对文学作品的解析中引入图像学方法ꎬ在绘画图像与文学文

本中建立互文的通道ꎬ观照两种艺术形态跨越物质疆界对话的可能ꎮ 笔者以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的两篇短篇小说为例ꎬ从叙事结构与创作逻辑出发ꎬ结合中国与

西方传统绘画图像作比对与分析ꎮ 文章的第二部分基于巫鸿教授在«重屏:中国绘画中

的媒材再现»一书中的对屏风心理功能的描述与论证ꎬ亦以此为拓展ꎮ
〔关键词〕文学叙事ꎻ绘画图像ꎻ互文性ꎻ镜像化解构ꎻ再现表征

本文尝试探讨绘画图像中的结构是否可以为解读文学作品的叙事框架与布

局策略提供一种通道ꎮ 以文字为唯一创作要素的文学作品ꎬ较之由二维图像构

成的绘画图像在阐释与解读的宏观境遇中ꎬ是否具有对话的可能? 同样作为叙

事与表达的载体ꎬ当文本与图像被一系列的观念与思潮连接成一个相互参照的

网络体系ꎬ两种艺术形态的物质疆界具有消解的可能ꎬ进而呈现出一种互文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ꎮ

一、关于“文本”( ｔｅｘｔ)与“上下文”(ｃｏｎｔｅｘｔ)

就目前的欧美文学研究而言ꎬ普遍采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小说文

本自身的题材、叙述风格等为主的“内部”分析ꎬ另一种是以作品或作家为主体

展开的社会、政治与地域等因素的“外部”研究ꎮ 申丹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

—５２１—



过这个问题ꎬ〔１〕承认类似的方法有其“长处或用处”ꎬ但“均有其盲点和排斥面”ꎮ
他所提倡的ꎬ是一种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整体细

读” 〔２〕的方法(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ꎮ 这种方法与 ２０ 世纪上半叶英美新批评所

提出的“细读”(ｃｌｏｓ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是有区别的ꎬ与 ２１ 世纪以来“新形式主义”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ｓ)语境中的“细读”也不尽相同ꎮ 它承认短篇小说中有“潜藏文本”ꎬ而
潜藏文本的发掘依赖于宏观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ꎮ

申丹教授的论文发表于 ２００８ 年ꎬ距此两年以前ꎬ巫鸿教授在一篇讨论美术

作品释读方式的文章中也谈到了类似概念ꎬ〔３〕他将“整体”与“宏观”的检视方法

描述为“原境”(ｃｏｎｔｅｘｔꎬ或译为“上下文”)ꎮ
事实上ꎬ２０ 世纪初ꎬ关于作品解读模式的探讨就在各类思潮的激荡之中逐

渐升温ꎬ当时所产生的各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与争论至今都是释读现当代

作品的重要依据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这些研究与影响一开始便不是封闭的、作用于

单一学科的ꎬ相反它们在心理学、艺术学、文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之间相互吸纳

灵感并造成影响ꎮ ２０ 世纪初魏特海默(Ｍ. Ｗｅｔｈｅｉｍｅｒ)等三位心理学家在法兰克

福大学进行一项“似动现象”的研究ꎬ并在 １９１２ 年将研究结果用一篇题名为«似
动的实验»的论文公开发表ꎬ由此树立起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大旗ꎮ 魏特海默认

为ꎬ似动现象是一个格式塔ꎬ而不是由若干不动感觉元素所拼合而成的ꎮ 据此他

建立了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在心理学方面“整体”是不可分拆为元素

的ꎬ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ꎮ 虽然这项研究起初只针对于心理学ꎬ主要研究对

象是直接经验和行为(这里的行为主要指现象的行为ꎬ即个体在其自身行为环

境中的行为)ꎬ但随后这项理论便迅速扩散到电影、建筑、文学、美术等一切创造

性的领域中ꎮ 它为文本与图像的释读提供了基本依据ꎬ即由单个元素连缀起的

整体ꎬ基于单个元素的拼凑ꎬ但绝不简单等同于单个元素的和ꎬ而是具有了更为

复杂的探讨维度ꎮ
在格式塔心理实验报告发布不久ꎬ１９１５ 年瑞士人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Ｗｏｌｆｆｌｉｎ)发表了关于“形式发展的研究可以完全独立与表现意义之

外”的研究ꎬ其代表性著作«艺术风格学»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在素描、绘
画、雕塑与建筑几方面进行了阐释与探讨ꎮ 沃尔夫林的研究方法抛弃了与作品

相关的上下文ꎬ是一种就形式而进行的风格研究ꎮ
而 １９３９ 年ꎬ欧文潘诺夫斯基(Ｅｒｗｉｎ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在其著作«图像学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中对沃尔

夫林的理论进行了反驳ꎮ 他反对将形式发展独立于表现意义之外ꎬ认为作品存

在于各类周遭因素的影响之中ꎬ解读的过程非但不能剥离这些相关因素ꎬ还应将

这些因素细分为几个层次ꎬ逐渐靠近对最深层问题的揭示ꎮ〔４〕 潘诺夫斯基的理

论将作品置回到与作品形成相关的复杂“上下文”之中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作为汉堡大学的第一位艺术史教授ꎬ潘诺夫斯基与当时校内

的哲学教授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１８７４ － １９４５)和校外瓦尔堡图书馆的瓦尔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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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Ｗａｒｂｕｒｇ)、扎克斯尔(Ｆ. Ｓａｘｌ)往来密切ꎮ 在卡西尔的影响下ꎬ他关注到客观

性是与感觉的主观性相对的心灵的理性建构活动ꎬ而与瓦尔堡图书馆圈子的交

往ꎬ使他洞见了观念与图像的关系ꎮ 他同时还受到李格尔(Ａ. Ｒｉｅｇｌ)的艺术意志

(Ｋｕｎｓｔｗｏｌｌｅｎ)理论、德沃夏克“精神史之为艺术史” (Ｋｕｎｓ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的影响ꎮ
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的导论中谈到:“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不是在相互

充当婢女ꎬ因为它们在这一平等水平上的相遇都是为了探索内在意义或内

容ꎮ” 〔５〕

由此ꎬ２０ 世纪以后诸多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加入ꎬ更进一步为打破作品释读

的学科疆界提供了可能ꎬ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基础ꎬ即基于“文本”与“上下

文”的互文观照ꎮ

二、«两个钓鱼人»:立体空间中的镜像化解构

当字符经过特定的堆砌与组合ꎬ文学作品即拥有了两重空间:一重为“平面

的静态的空间”ꎬ这时候承载这个空间的媒介是纸张ꎮ 另一重是“动态的立体的

空间”ꎬ随着观者的阅读ꎬ另一个真实且牵动观者情绪的场景产生了ꎮ 如果说前

一个空间存在于物质的媒介之上ꎬ那么后一个空间则悬浮在虚拟的意识中ꎮ 这

个比喻可以解释格式塔学派“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的论点ꎬ也使我们具有

了对“意识中的空间”进行立体重构的可能ꎮ
２０ 世纪末ꎬ加拿大作家莫利卡拉汉(Ｍｏｒｌｅｙ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在短篇小说«两个

钓鱼人»(Ｔｗｏ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６〕:有一天ꎬ汤姆斯迪兰尼的

妻子在小镇后面的山上摘草莓ꎬ遭到了莱因哈特的调戏ꎬ一场斗殴无法避免地发

生了ꎮ 迪兰尼失手杀死了调戏自己妻子的恶人ꎬ结果却是这个从小在镇上长大

的年轻人被判处了绞刑ꎮ 当地居民的同情与愤懑可想而知ꎮ 在行刑前ꎬ小镇报

纸«观察家»唯一的记者ꎬ身高腿长且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迈高尔福斯特决定获

取关于死刑行刑人的第一手资料ꎬ以便能在城市里谋求一份大报馆的工作ꎮ 然

后ꎬ他以佯装巧遇钓鱼的方式认识了孩子般温柔羞涩、瘦弱矮小的死刑执行人

Ｋ史密斯ꎮ
文中使用了一系列充满温情的笔调来描述两个男人之间的短暂友谊ꎮ 在划

船与垂钓的过程中ꎬ作为记者的迈高尔对史密斯建立起了如下了解:其一ꎬ史密

斯额头大大的ꎬ脸部逐渐瘦下去ꎬ下巴尖细ꎬ长长的脖子像鸟颈项ꎮ 靠太阳穴的

头发一直向耳后卷去ꎬ这个矮个子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ꎬ那样的温顺和惹笑ꎻ其
二ꎬ史密斯对死刑犯一无所知ꎬ也从来不看那些人的材料ꎮ 他只是把它当成一份

特殊的工作ꎬ而且并不觉得自愧ꎬ因为“总得有人干我这一行的ꎮ 执刑人反正总

是需要的啊”ꎻ其三ꎬ史密斯与任何一个热爱家庭的男子没有任何不同ꎬ他挂念

着与妻子的约定ꎬ并以自己的三个孩子为荣ꎻ其四ꎬ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ꎬ这个

矮小的死刑执行人在毫无防备之中将信任和友谊交付给了记者迈高尔ꎬ并在他

失约垂钓的上午ꎬ为他保留了两条大大的橙红色肚皮的鲑鱼ꎮ 他说:“我把这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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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给你ꎬ迈高尔ꎬ早上一个小时我钓了四条”ꎮ
故事讲到这里ꎬ卡拉汉已经使用了占全文 ９０％的篇幅ꎮ 至此观者对事件与

人物的认知已经完全建立了起来ꎬ随之建立起来的是心中对史密斯的同情与好

感ꎮ 当然ꎬ故事的尾声同时也是文本的高潮是这样展开的:史密斯对迪兰尼依法

执行了死刑ꎬ愤怒的小镇居民围攻了史密斯ꎮ 迈高尔在人群中保持了缄默ꎬ但是

他收到的礼物还是被人强行掷向了史密斯———史密斯送出的鲑鱼被扔到了自己

的面前ꎬ溅起了一堆沙土ꎮ 最后ꎬ在混乱中史密斯被司法长官拉上车离开了ꎬ迈
高尔亦在羞愧中逃走ꎮ

卡拉汉的文本框架事实上形成了四重动态空间ꎮ 站在最外围的是观察者迈

高尔ꎬ他面对着三重镜像ꎬ由外至内依次是:史密斯在被众人攻击ꎬ迈高尔作为被

动的参与者出现在镜子中ꎬ他看见自己立于人群中保持缄默ꎻ以上的场景反映在

更内一层的镜像之中ꎬ史密斯绞死了迪兰尼ꎻ接下来最后的一重镜像是迪兰尼为

了保护妻子失手杀死了莱因哈特ꎮ 多重镜像互为因果ꎬ中心人物反复出现ꎬ空间

与空间各自发展却凭借着“文本”与“上下文”统一关系而相互关联ꎮ 更重要的

是ꎬ无论作者本人是否依据这样的叙事策略构建这个故事(我们在文章平面的

叙事结构中很难证实这一点)ꎬ但描述性文本所创建的完善空间ꎬ连缀起坚固的

叙事结构ꎮ
１４７７ 年一位佚名画家为勃艮第的玛利亚所创作的 «祈祷书» ( 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ｏｕｒｓ)插图中ꎬ玛利亚正在阅读一本书ꎬ这本书据学者推断正是«祈祷书»ꎮ〔７〕 两

扇窗户在她身后的左右两边打开ꎬ通过敞开的窗可以看到一座宏大的哥特式教

堂内部的祭坛ꎮ 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圣婴坐在中央ꎬ而勃艮第的玛利亚则被缩小ꎬ
再一次出现在这里:她胳膊下夹着那本«祈祷书»ꎬ跪在圣母面前ꎬ接受圣母的祝

福ꎮ 绘画中构建的幻觉映射似乎也反映了勃艮第的玛利亚的内心幻觉:当她读

福音书时ꎬ真实世界和天堂之间的分界线好像已从她的心中消失ꎮ 她进入到另

一个精神的世界中ꎬ在那里遇见了与她同名的圣母ꎮ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 １０ 世纪周文矩画作的明代摹本«重屏会棋图»(图 １)中

找到与以上文本与画作之间更为相似的联系ꎮ 诸如中心人物的反复出现ꎬ以及

“真实”与“虚幻”世界之间的空间连续性ꎮ 巫鸿教授在«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

材再现»中提到ꎬ«重屏会棋图»中的错视是周文矩为创造幻觉空间和视觉隐喻

而设计的ꎬ屏风前和屏风的场景看起来都是真实的ꎬ但他用坚固的屏风框架将两

个场景分隔开来———这个框界提醒着观者ꎬ屏风中的情境只是一幅画而已ꎮ 他

还特意为这个结构描绘了简图(图 ２)ꎮ
用这两幅画与«两个钓鱼人»相互做为印证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ꎬ但有

趣的是ꎬ从某种角度上来说ꎬ它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地域进行对话———两幅画的构

图策略几乎适用于«两个钓鱼人»的故事框架ꎬ很显然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各自的

镜像空间是独立并关联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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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周文矩«重屏会棋图»ꎬ卷ꎬ绢本设色ꎮ １０ 世纪画作的明代摹本ꎮ 北

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２)周文矩«重屏会棋图»的结构分析图ꎬ巫鸿绘

三、«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小说与绘画的“再现”表征

在 ２１ 世纪初期的文学研究中ꎬ为数不少的学者将讨论焦点集中在小说文本

是否再现真实生活ꎬ以及如何再现的争论中ꎮ 张隆溪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

彼得布鲁克斯(Ｐｅｔｅｒ Ｂｒｏｏｋ)的观点ꎬ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满足一个人最基本的

欲望ꎬ那就是通过游戏来控制现实环境ꎬ体验我们自己创造、自己可以掌握的一

个世界ꎬ但那又是一个“可以栩栩如生的、‘真实’的世界ꎬ虽然同时我们也可以

感觉到ꎬ那只是一个假装出来的世界ꎮ” 〔８〕 在更早的时候ꎬ拉康基于比较心理学

产生了“镜子阶段”的理论ꎮ 拉康认为心理结构的原型产生在婴孩一岁之内的

“镜子阶段”时ꎮ〔９〕６ 到 １８ 个月的幼儿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统一影像ꎬ即产生一

种完形的格式塔图景ꎮ 此时ꎬ婴儿已开始运转他的认同机制ꎬ这个完形的本质即

是想象性的认同关系ꎬ即“我”的另一个影像ꎮ 一方面“所有的本能冲动都是种

危险ꎬ即使这冲动满足了自然的成熟”ꎬ而另一方面又把自我放置在一条虚拟的

路径上———“它的对方”即它的影像 －幻象ꎮ 拉康的语境中ꎬ这是一种本体论上

的误指ꎮ 拉康意识到实体性主体的虚无ꎬ这既包括弗洛伊德理论中生物性的本

我的原欲ꎬ也包括一种自足的意识主体———心理自我ꎮ
这些理论也许可以解释尤多拉韦尔蒂(Ｅｕｄｏｒａ Ｗｅｌｔｙ)的短篇小说«一个

旅行推销员之死»(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ａ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Ｓａｌｅｓｍａｎ) 〔１０〕 中鲍曼的境遇ꎮ 他被安排

无数次穿行于“回忆”与“现实”的喃喃不休中ꎮ
作为一名鞋厂的推销员鲍曼十四年来往返于密西西比州ꎮ 尤多拉写道:

“这真是漫长的一天! 时间似乎无力突围ꎬ炎热的正午转入柔和的午后ꎮ 即便

是冬天ꎬ太阳仍然保持着它的威力ꎬ高挂在空中这使鲍曼更觉得生气与无

助ꎮ 他焦躁不安ꎬ不确定脚下的这条路是否正确ꎮ”
鲍曼作为动态空间的故事主角ꎬ在讲述者的口中显得如此的焦灼不安ꎬ于此

对应的ꎬ是他不断闪回的记忆片段———与«两个钓鱼人»十分不同的是ꎬ这些片

段不断地进入的是一个唯一镜像ꎬ它像是一面与鲍曼如影随形的镜子ꎮ 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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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出现在镜子里ꎬ映照出他的现状:旅途中ꎬ鲍曼思绪万千ꎬ想到“之前他得

了高烧ꎬ还出现幻觉ꎬ越来越虚弱ꎬ越来越苍白ꎬ足以从镜子里看到差别ꎬ而且他

没办法清醒的思考问题”ꎬ“整个下午ꎬ他被自己的忿怒包围着ꎬ毫无缘由的

想到了他去世的奶奶ꎮ 他奶奶生前是一个多么温馨的人ꎬ他多想再一次躺在他

奶奶房间里那张很大的羽毛床上而后他又忘了他奶奶”ꎬ随后镜中人被另

一位女性角色所代替:“每当他想起女人ꎬ他就仿佛看到那个房间的家具里千疮

百孔的孤独”ꎬ“当那个漂亮的训练有素的女护士跟他说再见时他一点都不觉得

遗憾”ꎬ“通过给她一条很昂贵的手镯让她打包走人”———隐形的镜子变换着角

色上演ꎬ但是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的影像ꎬ都只映射出鲍曼孤零与匮乏的模样ꎮ

(图 ３)刘贯道«消夏图»ꎬ卷ꎬ绢本淡设色ꎮ １３ 世纪晚期ꎮ 堪萨斯市纳尔

逊 －阿特肯斯艺术博物馆藏

为了解读«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的结构ꎬ元代画家刘贯道题为«消夏图»
(图 ３)的画此时在本文中出现并非不合时宜ꎮ 宋以后ꎬ中国的士大夫常常被描

绘在园林或自然的景色中ꎬ而不是客厅里ꎮ 画上描绘的是有竹和芭蕉的私家园

林ꎮ 一位士大夫舒适地斜倚在凉塌上ꎬ左手拿卷轴ꎬ右手握拂尘———两样物件都

是文人隐士的传统象征物ꎮ 他旁边的物品是一卷竹简、一座古钟和一把古琴ꎮ
刘贯道的画上强调的是园林中宁静的隐退生活ꎬ后花园里闲适地斜倚榻上的士

大夫ꎬ既是以“幽淡简远”的风格画竹石的文人画家ꎬ又是身居要职、公务繁忙的朝

廷官员ꎮ 巫鸿教授认为他在身后的屏风里ꎬ又扮演了一个角色:在屏风上他出现在

一个书斋里ꎬ坐在和园中几乎一样的床榻上ꎬ注视着为他准备笔墨纸砚的仆人ꎮ 画

中的两个空间分别是两种镜像ꎬ即现实的空间与理想的生活状态———隐退生活ꎮ
鲍曼在遇到索尼夫妇之后显然也生发出了类似的理想ꎬ一种对于温暖家庭、

妻子、孩子的渴望ꎮ 但刘贯道画中人物的理想是“自发”的ꎬ而鲍曼的理想是通

过一次次镜像中画面的比对而被“激发”的ꎮ 当鲍曼走向山那边的小屋求助ꎬ初
见到女主人时“心脏开始跳动并扩张成不规则的杂乱无章的频率ꎬ涌向他的大

脑ꎬ他没办法思考”ꎬ“夫人ꎬ下午好ꎮ”鲍曼想要跟这位女士打招呼ꎬ但是他听不

到自己那如烟灰落地般的声音ꎮ 鲍曼显得很不自然ꎬ有点紧张局促ꎬ以致声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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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没有力量”ꎬ“她手里握着一盏灯ꎬ半明半暗ꎬ正擦拭着她是个很壮实的

女人ꎬ有一张饱经风霜但还没有皱纹的脸ꎬ她双唇紧闭ꎬ用呆滞、好奇的目光注视

着他”ꎬ在鲍曼看来ꎬ她 ５０ 岁左右ꎮ 直到吃饭的时候ꎬ鲍曼才偶然看清楚她

的脸ꎬ意识到她其实还很年轻ꎮ 女主人公反复提到的索尼是一个“身材高大的

人ꎬ腰带低垂在臀部那边ꎮ 看起来至少三十岁ꎮ 他有一张火红的沉稳的脸ꎮ 身

穿沾满泥土的蓝色裤子和一件掉色的满是补丁的破旧的军装外套”———他不是

她的儿子ꎬ而是她的丈夫ꎬ她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爸爸ꎮ
然后ꎬ他逃走了———他想逃离那面始终上演着索尼夫妇生活影像的镜子ꎮ

在上下文构造的可能性中ꎬ他成功了ꎮ 最后出现在镜中的是他的车ꎬ“像漂浮在

月光中的小船”ꎬ“他用双手遮住自己的心脏ꎬ以免他人听到它跳动的声音ꎮ 但

是没有人听得到”ꎮ 鲍曼带着已然破碎的自己逃到静谧的襁褓中ꎬ慢慢地死去ꎮ
他终于回到了母体般温暖又安全的家中ꎮ

注释:
〔１〕申丹教授曾在«“整体细读”与经典短篇重释»一文中重申了对超越文字层面的结构技巧的关注ꎬ

此前他曾分别以三篇短篇故事为例撰文对这种方法进行过探讨ꎮ
〔２〕申丹:«整体细读与经典短篇重释»ꎬ«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３〕巫鸿教授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两年中为«读书»杂志“美术纵横”专栏撰写了共十篇文章ꎬ收录于

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美术史十议»一书中ꎮ 在«图像的转译与美术的释读»一文中ꎬ他提出了这个概念ꎬ并在以

后的多篇文章与论著中使用并验证这种方法ꎮ
〔４〕潘诺夫斯基对作品的解释分为前图像志描述(了解对象和事件)、图像志分析(构成题材的图像、

故事和寓意世界)与图像学分析(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三个层次ꎬ以内容分析而非形式分析为出

发点ꎬ解释艺术作品的潜在象征意义ꎮ 他认为“越是依赖主观与非理性的判断(因为每一种直觉的把握方

法都要受到解释者的心理状态与‘世界观’的左右)ꎬ就越有必要运用那些修正和控制因素虽然实际

经验和文献知识不加区别地运用时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ꎬ但是ꎬ完全依赖于直觉也许更加危险ꎮ”潘诺夫

斯基在«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一书中提到:“正如我们的实际经验必须通过洞察对

象和事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形式所表现的方式(风格史)来加以控制ꎻ正如我们的文献知识必须通过

熟悉主题与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被特定主题和概念所表现的方式来加以矫正ꎮ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

文化象征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或者卡西尔所说的文化‘象征’(ｓｙｍｂｏｌｓ)史ꎮ 艺术家必须将他

所关注的作品或作品群的内在意义于此相关的、尽可能多的其他文化史料来进行印证ꎬ这些史料就是能

够为他所研究的某个人、时代和国家的政治、诗歌、宗教、哲学和社会倾向提供证据的材料ꎮ 反过来说ꎬ研
究政治活动、诗歌、宗教、哲学和社会情境等方面的历史学家也应该这样利用艺术作品ꎮ”

〔５〕〔美〕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ꎬ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２ － １３ 页ꎮ

〔６〕«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读»ꎬ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ꎮ
〔７〕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再现»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７４ 页ꎮ
〔８〕张隆溪:«记忆、历史、文学»ꎬ«外国文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ꎬ第 ６９ 页ꎮ
〔９〕拉康:«拉康选集»ꎬ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７ － ８、８９ － ９６ 页ꎮ
〔１０〕美国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Ｅｕｄｏｒａ Ｗｅｌｔｙ)在 １９３６ 年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ꎮ 讲诉了旅

行推销员鲍曼 Ｒ. Ｊ. Ｂｏｗｍａｎ 在一次重病中意外迷途又遇到索尼夫妇帮助的全部心理历程ꎬ但是作者没有

给予他自我救赎的机会ꎬ当天他在荒野中死于心脏病ꎮ 〔责任编辑:弘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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