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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

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艺术史与文化史，以长期以来位处中国画史与正史边缘地带之战勋图绘为中心，讨论清朝的
尚武文化。书中勾勒了明清战勋图像从个人事迹到帝国武功的发展轨迹——从明代流行的个人勋迹图
、皇太极时制作的“太祖实录图”、康熙朝的武勋文化，到乾隆朝建构帝国战图的历程；论证了明代
官员盛行的视觉文化，在清朝皇权的统治下被转化收编，到乾隆朝最终建立起“文武双全”的文化霸
权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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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后金时期的太祖实录图到康熙时期的帝国典仪图最终至乾隆的紫光阁功臣图与战勋图，清代国
家视觉文化与清王朝的国家意识建构一直紧密结合。
PS:其是光看本书正文部分篇幅不大，但是彩页和注释占的篇幅很多。中间的彩页都可以当画册看了。
2、写清朝的武功形象塑造的，几个插图真是不错，反映清准大战，由于有了西人绘画技术的功底，
所以真实性远比以前高了不少，但书太单薄了，不值得买
3、特别的观察角度。而且资料和图片都非常详备，一步步的推导言之成理。
4、脑补部分多了点，新文化史害人不浅呐！文化霸权这个东西，除考虑如何建构之外，更多的还是
要注意到社会各阶层、各族群对其的接受情况，即“接受史”、“在地化”。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
史研究则要深刻得多，比如拿破仑留下的凯旋门与旺多姆圆柱。在作者笔下，我并未看到这一系列的
战勋图画究竟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感，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中也影响有限，更近似于
帝王自我陶醉的玩物。作者如果要修改，可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知识分子对此的关注与议论，尤其
是不同阶层与族群。接受永远比创建重要。
5、图还可以，做个索引吧
6、根据作者硕论改扩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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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刻画战勋》的笔记-第98页

        太祖实录图为晚明宦迹图与战勋图因明朝与朝鲜两方影响满洲政权的产物。同时，太祖实录图通
过对满洲起源传说、努尔哈赤的征战场面、皇太极的个人功绩的描绘，体现了皇太极时期对满洲意识
和个人统治合法性的建构。

2、《刻画战勋》的笔记-第141页

        康熙朝的武勋建构通过：1.于国子监、太庙树碑记功、木兰秋狝、遣官告祭先师等帝国仪式。2.通
过勒石纪功等方式。康熙时期的宫廷图绘主要建构了康熙帝的传统“圣王”形象。

3、《刻画战勋》的笔记-第2页

        原文的「共時皇權」（simutaneous emperorship）拼寫與漢譯有誤。英文原文應為simultaneous
emperorship。此概念為Pamela K. Crossley（柯嬌燕）提出，對於simultaneous一詞，她所提供的漢文譯
法為「合璧」。參見氏著A Translucent Mirror一書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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