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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图像”为线索，运用叙事研究、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发生于20世纪中国的关涉文学、美
术诸领域的一组个案加以解读和剖析，主要涉及几方面问题：晚清至民国时期海派刊物“女性”主题
图像的含义生成和图式衍变问题；早期媒体传播中女性肖像照的公共性与私人性僭越问题；“五四”
背景下西方美术图像的引进、译介、阐释，与本土表达的衔接，这一过程所隐含的“五四”知识分子
自我身份定位问题；20世纪中国女艺术家“自画像”与女性自我认知问题，20世纪中国美术的人文图
式构建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身处生存夹缝中的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家艺术追求的多熏性、分裂性问
题，等等。
本书经由相关个案解读，考察“图像”背后文化运作的迹象、内在意图及其在多方力量的制衡下形成
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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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玳玫，籍贯广东省汕头市，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等刊物发表《1924—1926：生存夹缠与中期创造社的海派
变异》等论文一批。
出版专著《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合著《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史》，撰写其中的第二卷《多元共生的新局面(1928—1937)》(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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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近现代文化演绎中的“图像”    “画报”与“绣像”：作为一种叙事样式的图像    图像的符码
化：海派媒体图像的“女性”主题    城市镜像：图像背后的物质——视觉——心理置换第一章  文化象
征？
自我指涉？
——图像中的女性形象  个案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海派杂志“仕女”插图的文化脉象    确立模式：吴友
如与“百艳图”    走向抽象：叶灵凤与“莎乐美”    重回脂粉世界：郭建英的“摩登女郎”    逆向演
绎：张爱玲的“丑女”    结论：海派媒体图像文化演绎的轨迹  个案二  私人的？
公共的？
——早期女性肖像照／生活照的含义生成    清官佳丽：表演与摆拍、起步与定位    照相馆与早期的沪
上“花照”    “封面女郎”：虚拟与真实    你的“良友”：视觉说服与视觉认同    结论：被消费的早
期女性肖像照  个案三  “自我”的真相：民国时期的女性自画像    第一代科班美术女性与自画像    眷
恋与怜惜：潘玉良的自画像    精神独白：蔡威廉的自画像    自我探寻：民国女子的自画像      A.从中国
老家庭里走出来的现代闺秀      B.受过“五四”洗礼的新女性      C.现代主义气息中的城市女子    结论：
自我写真与女性表达  附录1  珂勒惠支与弗里达：从自画像看女性表达的两种途径    我是母亲：珂勒惠
支自画像    我是女人：弗里达自画像    殊途同归  附录2  丑女自画像：张爱玲的漫画    临摹生命的图案   
一双绣花鞋    蹦蹦戏里的花旦    长不大的“男婴孩”  附录3  从经验走向超验：关于喻红  个案四  介入
世界的两种方式：《丁玲》与《对照记》对读    童年、家族根脉及个人身份    关于“母亲”    面对男
性的世界    两种女子，两个世界  附录4  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冰心：建构
神话    丁玲：重构神话    张爱玲：解构神话  个案五  自然生态想象中的女性与美：从竹久梦二到林墉
第二章  图文对读：译介、图式及文化的异质制衡  个案六  鲁迅、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与1933年麦
绥莱勒木刻集的译介    1933年：麦绥莱勒木刻画的走进中国    一个系列故事，四种读法    阶级压迫主题
？
个人欲望主题？
城市流浪主题？
市井男女主题？
——多元解读的背后    译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文化约束关系  个案七  面对“月份牌”的新中国年画    
月份牌年画的登台与近代年画的城乡分道    左翼文艺大众化潮流中的乡土回归与解放区年画的图式定
型    工农样式的引领主流与“新年画”的陷入窘境    大众制衡与“月份牌”样式的卷土重来    演绎八  
与重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人文图式    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艺术为人生”与“艺术为大众”    集
体的人与理想的人：艺术为政治与为时代    存在的人与欲望的人：艺术为谁和为什么  附录5  历史视域
中的“红色经典”  附录6  艺术：以成长的背景重构——“卡通一代"的追求第三章  雅俗僭越与文化博
弈  个案九  1900—1930：雅俗制衡与文学的价值重建(以四组历史个案为例)    《新小说》到《玉梨魂》
：20世纪初文学雅俗系统的重建    《小说月报》与《礼拜六》：“五四”精英文化语境中的雅俗制衡   
先锋性与通俗性的交叠：沪上唯美／颓废派、新感觉派的雅俗同体    “京”“海”二维：乡土之雅与
城市之俗  个案十  1924—1926：生存夹缠与中期创造社的海派变异    引论：创造社是海派群体？
    落脚上海：选择及起点    成立出版部：利益觉醒及重新洗牌    从《创造周报》到《洪水》：“一条
恶狗”式的定位    《幻洲》等的转调：从个人主义的“叛逆绝叫”到城市主    义的“泼皮垮掉”    结
语：城市文化逻辑规约与创造社的海派变异  个案十一  “诗怪”与“泰斗”：从李金发的际遇看早期
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的困境    巴黎的两个面：诗与雕塑    水土不服：李诗在国内的遭遇    事关饭碗：
艺术与生存    双重剪辑：现代主义艺术家在中国的困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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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把基督教带有玄思超验色彩的爱导入日常生活之中，冰心笔下的女性蒙着一层圣洁的光泽。
尽管现实的无奈、女性生性的敏感，也使她们常常沉浸在忧伤之中，但那种忧伤是有距离感的，带有
某种优雅姿态的，所谓“冷月破云来，白衣坐幽女”，正是这种情调的写照。
像云英（《秋风秋雨愁煞人》），少女时代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也曾有过济世抱负，只是不幸的婚姻捣
碎了她的梦，她那自信自在的生活消失了，心理上出现了三种力量在相抗衡——一是在求进步求自由
思想指导下对现实的抱怨与抗争；一是环境对个性的消蚀与磨损；一是起缓冲作用的爱的宽容与谅解
。
三种力量纠结在一起，构成人物既想维护道德理想又想维护个性自由的矛盾心态。
而那个以牺牲个性，折衷追求来换得心的安宁与爱的自足的结局，总不免让人遗憾。
云英们为爱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使作家不得不用如泣如诉的方式欣赏着她们的付出，把爱沉浸
在悲凉的泪水中。
从审美上看，这种怨而不怒的忧伤情调明显留有中国古代深闺作品的身影。
以爱为信念，以忧伤为情态，以贤良为表征，构成冰心早期小说正面女性的形象。
在冰心的世界里，人们着迷的是一些天使般至善至美的人物，作者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向社会推荐一种
以善感化恶、以美感化丑的救世良方。
以理制情的平衡，使她很好地避开了爱与个性的冲突，让个性在爱的涵盖下消融。
因此，在冰心的作品里，你很难看到那种为个人情绪而躁动而疾呼或奋起或颓丧的人物，她们纵然有
艰难而不顺心的境遇，也很少出现仓仓惶惶的失落感和无从摆脱的幻灭感。
在爱的保护伞下细细咀嚼美好情操己足以冲淡她们对现实的焦虑，那种宁静的精神境界，那种平和、
敦厚的自足感，都得自冰心对生活所持的一种审美态度和博爱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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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着迷于图像。
这种着迷，大概与我家先生有关。
他是读美术出身的，画画、摄影是他的本行。
他有一句名言，叫“养目”——眼睛是要滋养的，悦目同悦心、悦耳、悦鼻、悦嘴一样重要。
甚至于他而言，眼睛的享受，较之其他感官享受，更为重要。
受他的影响，我的眼睛也开始变得敏感，对赏心悦目的东西迷恋不已，对各种图像过眼不忘，有时读
图比读文更感兴趣。
我夸大其词地将之称视觉觉醒。
曾细读鲁迅的文章，发现鲁迅从童年开始，就是一个视觉极度敏感的人。
能在他幽暗的记忆里划出几道亮光并留下深深印痕的，不是让一般孩子欢天喜地的吃喝玩乐，而是与
他的视觉感受相关的几件事：看社戏，得到梦寐以求的图画书，在日本看日俄战争幻灯片受到刺激而
改道易志⋯⋯他羡慕后来的孩子能堂堂正正地读哪怕是印刷粗拙的《儿童世界》，而他自己，小时候
图画书是不准看的，偷看而被先生发现了，轻则被呵斥，重则被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
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
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
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
那是一段多么刻骨铭心的视觉经历！
与此不无关系，鲁迅一生对图画怀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爱好——当年从阿长手里接过绘画本《山海经》
时那种异样的感受：“我似乎遇着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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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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