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建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视觉建构》

13位ISBN编号：9787807184324

10位ISBN编号：7807184329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页数：1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视觉建构》

内容概要

《视觉建构:以申奥片为例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主要内容：当下社会的“视觉转向”不但意味着一种
文化范式的转型。更意味着意识形态格局的转变。《视觉建构:以申奥片为例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以
视觉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奥运会申办宣传片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在跨文化传播中国家形象是如何
建构的，揭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隐藏在视觉文化传播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构建
国家形象的作用。在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后，运用视觉文化传播的分析方法对伦敦、北
京、纽约等申奥片个案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申奥片视觉文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优越”、“视觉
谄媚”为特征的“视觉沟通”；通过研究申奥片中的国家形象的视觉表征，总结出申奥片影像传播中
的“国家与民族性影像”的表征范式。讨论了申奥片的传统与现代、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大众文化
与精英文化、殖民与后殖民的“文化混杂”现象，分析了申奥片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两个传播渠
道中，本国和他国政府、本国和他国媒介合力完成了对国族身份的建构及认同。《视觉建构:以申奥片
为例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最后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并非国
家状况的客观再现，不仅受到媒体自身力量的限制，更受到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大众媒体通
过视觉化的表征符号影响着公众的舆论，并在全球受众心目中“投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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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同自然一样，都是人类本来意义上的家园⋯⋯艺术绝对不是常人认为的玩物，而是和谐之
源，从中流出的，是涌动不息的生命之泉，只要接触艺术和欣赏艺术，这富有生命活力的甘泉便会滋
润干渴的嘴唇，使心田之苗茁壮成长、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和谐的和发展完美的人
，如果一个社会由这样的人组成，整个社会也就成为和谐的社会。⋯⋯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
能生出文化之子；如果与艺术离异，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会变成文化的沙漠。”　　“对艺
术的创造　接受和欣赏，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素质。而获取这种素质的重要捷径，就是艺术教育。”　
　“当今方兴未艾的综合艺术教育或生态式艺术教育⋯⋯不仅注重各门艺术之间的对话、交叉和贯通
，还注重艺术精神向其他学科的渗透。⋯⋯实施综合艺术教育。我国是最有优势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教育传统，完善和发展综合艺术教育，造就高素质的人才，正是开发这一套《艺术
教育前沿论丛》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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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分析得比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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