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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形容因看到美好的景物而心情舒畅愉快时，不难想到一个词：“赏心悦目”。
我始终纳闷，为什么是“赏心悦目”而不是“悦目赏心”呢？
从感受顺序上说，应该是先有“悦目”方能“赏心”，不知当初造这个词时是出于何种考虑。
经由人的感知通道到达大脑心灵，人类接触外界现实主要凭借五大感受器官，人与人接触交往也主要
借助五官。
在五官感觉中，触觉、嗅觉和味觉更多行使着生理性的功能，而视觉和听觉则是感知、传受信息和意
义的主要感知通道，发挥着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功能。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功效差异和感知经验，似乎使得视觉又胜出一筹，成为五官中的佼佼者，
历来饱受赞誉和溢美。
这也就难怪古往今来有关“视觉推崇”、“视觉中心”之类的声音此起彼优，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成
为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
不仅要认识研究“悦目赏心”的，而且也要认识研究非“悦目赏心”的，认识研究如何通过高贵的视
觉对现实世界和人类自身实现表征、传播和接受的。
从信息的传递、意义的呈现到历史的记述、文化的传承，视觉表达、视觉感知和视觉思维具有怎样的
效用？
如果说人对于外界现实的观照主要是一种主体注目客体的单向式的“看”，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注
视则是一种双向交互的“看”与“被看”，二者的位置是可以变动转换的，由此所形成的不同视觉关
系生成不同而多样的视觉效应，视觉文化因此而扑朔迷离、引人人胜。
这算得是著书立说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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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技术的进步、工具的丰富极大地改变着表征的文本形态，对于表征的方式方法具有拓展性的意义
，使之从平面的一元化走向立体的多元化。
如若借用大师麦克卢汉的至理名言“媒介即信息”作如是观，那么由于媒介的发达而导致的信息的多
元丰富也是势所必然。
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此技术时代所孕育的表象的繁花似锦，是否就标示着内在的充盈实在？
精致的文本背后是否具有相应的经典意义？
技术的绚丽是否意味着内容的精彩？
也就是说，所谓的表征危机会由于技术的发达迎刃而解吗？
　　当代动画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影视的视觉表达形态提供了诱人的技术支持，为影像表征文本的创新
性建构提供了以假乱真的技术可能。
当二维动画所具有的平面化夸张和弹性带给眼球的美感还意犹未尽时，三维动画便以其强烈的空间化
表现力对眼球展开了新一轮的冲击和诱惑，愈发刺激起观者的视觉愉悦快感。
三维扫描、动作捕捉、蓝屏技术和虚拟演播室等新技术使动画的制作表达不断取得突破，急速导致二
维动画时代的终结，其中渲染器技术和肌肉系统两个关键技术的进步是提升和丰富三维动画质量和效
果的重要成因，而其技术进步的主要指向便是仿真、拟真，谋求最大限度地逼近真人世界。
对此有人说道，如果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三维动画发展到极致，就是创造一个完全拟真的人类世
界。
由三维动画技术所带来的视觉特技效果在当代影视制作中愈来愈受重视，其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加大。
据说，现在一部好莱坞电影，花在视觉特效上的平均成本会占全片预算的25％到40％，即使在很普通
的浪漫剧、喜剧片里，也常常会有三四百个特效镜头，但很多普通观众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人工镜
头的存在。
这种后期特技制作分量的加大和前期实景拍摄分量的降低，或者说，用特技制作逐步取代实景拍摄，
势必成为当代影像表征文本的一种建构形态。
如此技术突破在带来喜悦的同时，也伴随着忧虑。
《海底总动员》和《wALL E》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坦言：“我们可以用三维技术做出一个很完美的
机器人或者兔子，但与70毫米胶片拍摄的真实世界相比，我从来没有满意过。
”正所谓“三维动画：越繁华，越空虚”①。
这莫非将成为人类文化表征的一种前景预示吗？
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视觉愿景吗？
如果说技术的进步非但不能缓解表征危机，反而是加剧，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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