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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导论》

内容概要

《视觉文化导论》全面介绍了视觉文化这个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通过追溯从绘画到万维网的
视觉文化的历史和理论，本书追问：为何视觉媒介会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米尔佐
夫提出，是视觉而非文本正在日益成为我们了解当代世界的主要方式。在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导论性
著作中，米尔佐夫探讨了： 什么是视觉文化? 视觉的基本要素，包括透视、色彩、线条和视力。 视觉
媒体的广泛领域，包括绘画、雕塑、摄影、电视、电影、虚拟现实和互联网等。 “种族”和族群、性
别和性以及身体在视觉文化中的重要性。 由戴安娜王妃之死引发的国际性媒体事件，它标志了一个全
球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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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艺术副教授。著有《身体图景：艺术、
现代性和理想体形》(Bodyscape：An，Modernity and the Ideal Figure)(1995)，另编有《视觉文化读本
》(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1998)和《全球散居与视觉文化:表征非洲人和犹太人》(Diaspora and Visual
Culture：Representing Africans andJew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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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笛卡尔并不认为光是神的显示，他用日常的比喻来描述光，比如说盲人用手杖来替代他们丧失的
视力，而光就跟手杖一样，它对对象的触碰，是可以直接认识到的。把光看做是一种物质，这一认识
使笛卡尔可以用数学来分析其所有特性。而如果光纯粹是一种精神性的介质，那么人们就没有任何办
法来测量它了。因此，笛卡尔通过细致地分析眼睛内部的折射，也就是说光线通过晶状体而发生的“
弯曲”，就能解释眼睛为何能看到大的东西这样一个老问题了。　　至关重要的是，他把视觉本身从
视网膜表层移到了大脑，因此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形象与所感觉到的并不是同一个形象。开普勒无法解
释视网膜上的笛卡尔并不认为光是神的显示，他用日常的比喻来描述光，比如说盲人用手杖来替代他
们丧失的视力，而光就跟手杖一样，它对对象的触碰，是可以直接认识到的。把光看做是一种物质，
这一认识使笛卡尔可以用数学来分析其所有特性。而如果光纯粹是一种精神性的介质，那么人们就没
有任何办法来测量它了。因此，笛卡尔通过细致地分析眼睛内部的折射，也就是说光线通过晶状体而
发生的“弯曲”，就能解释眼睛为何能看到大的东西这样一个老问题了。　　至关重要的是，他把视
觉本身从视网膜表层移到了大脑，因此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形象与所感觉到的并不是同一个形象。开普
勒无法解释视网膜上的形象为什么会是颠倒的，而笛卡尔却把这种颠倒看做是视觉藉以从眼睛传送到
大脑的方式的一部分。他由此相信“视觉或我们的感知活动并不是一种眼力⋯⋯而完全是心智的视察
”。当我们看一朵玫瑰时，我们感到它是红色的，而这种感觉又从一种判断那里得到证实，这种判断
认为玫瑰本身就是红色的，而不是因为光线的折射才表现为红色的。这样，在笛卡尔的感知系统中，
判断就成了本质性的方面，我们所知觉到的感官信息只是一连串的表象，它们需要心智来加以分类。
他把自己的表象论与先前的类象论清晰地区分开来，并指出过去的哲学家们之所以不能解释清楚视觉
成像的道理，是因为“他们关于视像的观点受到了某种假定条件的限制，即认为视像与其所表现的对
象必须相像”。与此相对照，笛卡尔坚持认为再现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他认为“常常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即一件雕刻作品为了以最完美的形象来更好地表现对象，就不应该只求表面上的相似
”(Descartes 1988：63)。只有仰仗判断我们才能识别形象到底意在表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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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视觉文化导论》是近十年里我所读到的最好的文化理论著作⋯⋯此书文笔清新，对过去三年里
业已浮现成形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学科领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 　　——安妮·梅赛(Anne
Massey)，《艺术月刊》 　　这是一本富有原创性的著作，研究透彻，文笔迷人，对于分析和理解视
觉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米尔佐夫对材料的精湛运用使本书成为一本非常及时的著作，将能立即吸
引住许多读者和学生。 　　——约翰·迪·斯特法诺(John Di Stefano)，芝加哥艺术学院 　　米尔佐夫
细致地考察了许多问题，其范围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到流行的媒体文化对于那些想了解视觉文化
研究话题范围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起点。 　　——丽莎·卡特莱特(Lisa Carlvright)
，纽约罗彻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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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赞
2、没有想象中的有意思。。我能不能告诉自己只是翻译的错？泪。。
3、书很好，翻译感人
4、虽然理论本身例证本身都很精彩，只是大陆版的翻译让人郁闷⋯⋯作为跨文化，本身涉及了后殖
民、后现代、性别、身体、认同等多角度全方位的问题，是很好的启蒙启发性的读本。
5、绪论概况很好，然后从绘画、摄影、电视网络、同性恋、电影和戴安娜之死等角度来分析视觉文
化
6、第四五章不错
7、我家导师翻译之作
8、没有读懂，糊里糊涂地看完了。甚至不想看第二遍了。
9、看完后一头雾水，只看懂了第四章和第七章 明天问问老师去
10、对于互联网的探求可谓浅尝辄止 时代是因素也可能是非兴趣所在
11、好难，所以没看
12、太难了
13、不推荐，这书写得比较混乱、不成体系
14、入门者会觉得晦涩难懂
15、很多新奇的定义与想法，我认为是一本不错的书！尤其是对戴安娜王妃这个事件的认识上！
16、写戴安娜王妃的那一章真是无限悲凉
17、帥！
18、有点理论
19、我看了我很感兴趣的章节，有些东西会觉得生硬，可这书还是不错的。
20、西方学者在文化解读领域的指引性让我膜拜~虽然对任何事物的膜拜都是不科学的。
21、关于性的诠释

从视觉上探讨

可惜

送人了
22、原著完全是一本丰富有趣的导论，描述跨文化时从Kongo到Congo的实例材料非常吸引人。问题是
，遇到这么渣的翻译你能怨谁呢⋯⋯还是闲了翻翻原著吧
23、翻译得不错，错误不是没有但没某些读者说的那么不堪。此书作为导论铺的面很宽，女性主义、
后殖民、科幻理论啥都有，缺少的是法式理论的深层次挖掘，读后还是有不少启发的。
24、总是有无数的东西，是未完成的。虽然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想要避免呢。
25、烂
26、主要从视觉和文化两部分入手，资料丰富，理论覆盖合理，发散有度，阅读难度不大。可以当做
视觉文化研究的入门书和框架来看，视觉是一种文化建构。
27、看了几篇
28、有意思。从未接触过，从未想到过的。
29、我见过他 我觉得他是gay
30、哎呀，这算是我的艺术史书单里最有趣的书了
31、特意留意了出版时间：2006年，十年过去了，您能说他猜中了未来？
32、有些晦涩
33、用扎实的例子展现了许多出离的视点。前半部分的理论梳理也紧凑。论证多采用引言间类比，所
以附带有过度阐释嫌疑。
34、非常抽象
35、外文书中，可能还是美国学者的书比较好读一点。这本算是我看过的关于视觉文化比较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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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有关性的一章，基底还是精神分析。
36、导语部分最精彩
37、视觉文化入门必读。
38、玛雅倪老师翻译的～
39、在考试的淫威之下，这本拖了大半学期的书终于看完了。中间的翻译有点晦涩，不过写摄影取代
油画和戴安娜之死两部分很出彩。我们生活在景观社会，逐渐演变成视觉性动物。从被包围，到参与
消费，到创造控制，我们足足走了一整个流程。
40、导论么。美国人么。
41、逻辑性不是很强
42、恩恩。。
43、翻完了，然后忘了。
44、翻译好喜欢用破折号啊
45、第一次读这方面的书，启发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只是空缺太大）
46、有几章的内容没有get到点，但还是刷新了不少三观
47、真是在看似熟知的世界里打开了一扇新大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习惯相信所见即真实，几乎不
会意识到被所见之物主导到什么地步。很多术语都看不懂算是扫个盲吧。至于翻译就实在是...=.=不是
学过英语就能翻译的好么
48、看完娱乐至死看这本
49、我不是太喜歡
50、对论文很有帮助，里面有涉及对摄影的论述，可以买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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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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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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