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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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导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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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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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导论》成为一本非常及时的著作，将能立即吸引住许多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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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导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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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oz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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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ca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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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Je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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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