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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图像理论
111论朗西埃对巴特摄影理论的重构

吴天天

摘!要! 作为罗兰,巴特在后结构主义阶段创作的摄影理论著作!-明室' 摄影札记.不再像其早期著作-神话修辞术.
那样致力于对照片祛魅!而是试图通过提出与展面*F=JB.J7+相对的刺点*?J+5=J7+来突显照片给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力"
在#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思想家雅克,朗西埃看来!巴特的刺点理论对照片进行了赋魅!造成了恋物*M-=.F)+以及一种道
成肉身*.+5*>+*=.6++的神学" 在重构巴特摄影理论的基础之上!朗西埃建立了自己的图像理论!该图像理论以语图关系
为参照并以审美体制为旨归" 总体来看!朗西埃在其图像理论中对巴特摄影理论的重构既包含洞见!也包含误读"
关键词! 罗兰,巴特&!雅克,朗西埃&!摄影&!语图关系&!审美体制
作者简介! 吴天天!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友谊大道 32( 号湖北大学文学院!%3##2"" 电子邮箱' =.*+=.*+,J'1F.+*456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崇高美学
的谱系研究$(项目编号' "#GfW##")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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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 世纪以来"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
有关图像的著述'主要涉及摄影&电影等(明显增
多"而他的图像理论深受罗兰!巴特影响# 朗西
埃 "#&% 年在就菲利普!瓦兹'H).0.? W*==F(的著
作)罗兰!巴特与电影*'"#&2 年(接受专访时指
出-$当我需要思考图像对人们的影响的时候"巴
特的著作绝对是必读书#%'W*==F&&&(朗西埃在
该访谈中回顾说"他最初阅读巴特的)神话修辞

术*'8.&6"#";'$5('&b'$ 年(一书是在 "# 世纪 '#
年代末 2# 年代初0"# 世纪 $# 年代他没有关注巴
特思想的变化"几乎不怎么阅读任何被称为$理
论%的东西0到了 "& 世纪的最初几年"当他试图推
进自己对图像和文学的思考时"重新拿起了巴特
的著作"阅读自己未曾读过的那些巴特作品
'W*==F&&&(# 朗西埃不读$理论%的 "# 世纪 $#
年代正是包括巴特思想在内的后结构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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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图像理论

论%蓬勃生长的时期"就此而言"朗西埃在对后结
构主义的接受方面具有一种$滞后性%111这种
$滞后性%象征性地标识出了朗西埃在接受后结
构主义理论时所采取的反思态度# 此外"该访谈
还透露出"朗西埃之所以将巴特后期著作)明室-
摄 影 札 记 * ' !07$-0 /,%':0_ 1$)#$%&'"(5"(
N6"&";-0?6."&b(# 年出版"以下简称)明室*(视为
图像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因为该书的图像
理论包含着有待充分发掘的复杂性与张力性#

一" 巴特摄影理论及其疑难

与德勒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结构主
义者对绘画或电影的关注不同"巴特重点关注的
图像类型是摄影'包括剧照(# 让 米歇尔!拉巴
泰'h-*+pD.5)-0U*A*=s(在为论文集)罗兰!巴特
之后的图像书写* '&bb$ 年(所作的简介中指出-
$探讨摄影在巴特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项关
键的工作"因为这不仅促使我们无偏见地对媒介
自身予以重新审视"也激发我们重新检视似乎使
很多评论者深感困惑之处- 巴特早期致力于通过
揭露隐藏在讯息背后的编码来对讯息进行祛魅"
并进一步采纳一种更系统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然
而"巴特后期似乎更关注一种个人化的+迷狂,
'-5F=*F.-F(#%'U*A*=s%(朗西埃同样认为巴特前
期致力于对图像进行祛魅"但朗西埃并不像拉巴
泰那样将巴特所关注的$迷狂%联系于后结构主
义"而是试图揭示巴特后期对图像的赋魅#

巴特早在)神话修辞术*中就已探讨过摄影"
后来又围绕摄影问题发表过)摄影讯息* '&b2&
年(&)图像修辞术*'&b2% 年(&)第三层意义- 关
于爱森斯坦电影剧照的研究笔记*'&b$# 年(等重
要文章"并在后期撰写了摄影理论方面的重要著
作111)明室*# 上述三篇文章作为)神话修辞
术*向)明室*的过渡"进行了一系列彼此相通的
二元划分- 无编码的讯息'涉及照片与被拍摄对
象之间的相似性(和被编码的讯息'即照片的$艺
术%&处理&$书写%或修辞('d*>=)-FT 7̀0;$&b("
指称性'B-+6=-B(讯息'与现实的机械性相似物有
关(和内涵性'56++6=-B(讯息'在指称性讯息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钝义'=)-6AP.6JF7-*+.+R('与所
指有关(和显义'=)-6A=JF-7-*+.+R( 2与$无所指
的能指%'*F.R+.M.->,.=)6J=*F.R+.M.-B(有关4# 在

这种二元区分的基础之上"巴特强调了指称对语
言的悬置-$如果对照片来说纯粹的指称存在的
话"或许这样的指称并不存在于通常所说的无意
义的&中性的&客观的等层面上"而是相反"存在于
绝对的创伤性图像这一层面上# 创伤是对语言的
悬置"对意义的阻塞#%'3#(巴特在)明室*中借用
一对拉丁词汇"将这种二元划分发展为刺点
'?J+5=J7(与展面'F=JB.J7(之间的区分#

针对展面与刺点之间的差别"巴特 &b(# 年在
接受与)明室*有关的访谈时指出-$展面是人们
对照片持有的普遍的&文化的以及文明的兴趣
2334但我注意到"有些照片包含的细节用一种
神秘的方式捕获了我"令我惊讶和惊醒# 这些照
片比那些引发一般兴趣的照片更能打动我# 我将
这些细节因素称为刺点"因为它是一种尖点&刺
痛"给我带来了强烈的感动#%当被问及$在+文本
的愉悦,'这里涉及巴特 &b$3 年的著作)文本的
愉悦*111引者(之后"是否有一种 +图像的愉
悦,%时"巴特回答-$就)明室*的前一部分而言"
可以这么说# 但接下来"我对哀悼和哀痛进行了
更痛苦的思考# 我试图发现和解释这种痛苦印象
的来源-+曾经存在过之物,',)*=,*F=)->-(所具
有的暴力# 这就是+摄影的迷狂,- 某些与缺失&
虚空有关的照片将你带离了自身# 就此而言"
)明室*与)恋人絮语*在哀悼的领域内是彼此映
衬的#%'d*>=)-FT@6$J-0'( 3'"(总之"与巴特对
无编码的讯息&指称性讯息以及$无所指的能指%
的阐发一脉相承")明室*认为摄影的刺点不仅包
括在照片隐含的某些难以阐释的细节之中"还涉
及摄影的真谛"即$那个曾经存在过% '=)*=p)*Fp
A--+(# 巴特同年在关于摄影的访谈中就后一方
面解释道-$照片确实是一种见证"但它是某种对
不复存在之物的见证# 照片中的人或许依然在
世"但照片拍摄的是该主体存在的某个瞬间"已不
复存在的某个瞬间# 这对人类而言是种巨大的创
伤"一种不断再生的创伤#%'3'2(值得注意的是"
巴特的丧母之痛在)明室*中有深刻印痕# 该书
对摄影之真谛的归纳"与巴特在母亲去世之后对
她儿时在$冬日花园%拍摄的一张照片的凝视有
密切关联# 他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创作的)哀痛日
记*'写于 &b$$ 年至 &b$b 年(中"多次提及这张
照片与他对摄影的思考之间的关联# 正如这张照
片促成了他的摄影观的转变")哀痛日记*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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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苏泽'N6JO*@(唱+我心中备受煎熬,时"
我突然抽泣起来%')哀痛日记* %$("而在早期的
)神话修辞术*中"他原本将苏泽的动情演唱视为
有待被祛魅的资产阶级艺术 ')神话修辞术*
&&b(#

根据)明室*一书"刺点与指称物'>-M->-+=(有
关-$从字面来看"照片是其指称物所发散出来的
东西# 从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现实的身体上发散出
某些东西"这些发散物最终触及了正在此地的我0
这种传递是否能够持续无关紧要0正如桑塔格所
说"逝去之物的照片就像星辰延宕的光芒一样触
及了我# 一种脐带将被拍摄者的身体和我的目光
连接了起来- 难以触摸的光在这里成了一种肉身
媒介"一种我与被拍摄者之间共有的皮肤#%
'd*>=)-FT!07$-0 (#(而同时"巴特又将刺点联
系于能指的物质性或惰性"联系于$无所指的能
指%或者说$意指过程% 'F.R+.M.5*+5-(-$在照片
中"事件从不为了其他某物而超越自身- 照片总
是将我所需要的总体引向我所见到的某个事物0
照片是绝对的个别"是独立自主的偶然"是无光泽
的甚至愚笨的"是此'是这张照片"而不是摄影("
简言之"是拉康所说的偶遇'=)-;J5)s("契机'=)-
l55*F.6+("撞见 '=)- +̂56J+=->("真实界 '=)-
U-*0(#%'%(另外"结合电影来看"巴特多次宣称
自己喜欢摄影而非电影"但其实他对电影和摄影
的理解在$无所指的能指%方面有共通之处# 例
如"他早在 &b23 年谈到电影对意义的悬置时就曾
指出-$最好的电影'对我来说(是那些完美地做
到了拒绝给出意义的电影2334这部电影'路易
斯!布努埃尔的电影)泯灭天使*111引者(充满
了意指过程'F.R+.M.5*+5-("但它不具有一种意义"
或一系列微末的意义# 该电影以此方式带来深深
的扰动"促使人们超越教条"超越教义#% '@6$
J-0'( "&(

巴特的刺点理论呼应了其对俳句的理解# 他
在后结构主义时期的著作)符号帝国* '&b$# 年(
中对俳句的特性阐发道"俳句简明空灵的形式意
味着语言的终结"或语言的休止-$俳句既不描摹
什么也不下定义"简化成了纯粹和唯一的指称
'B-F.R+*=.6+(# 俳句所说的是+那个, '.=LF=)*=("
+如是,'.=LF=)JF("+是这样,'.=LFF6(#%'d*>=)-FT
*7?'-$(3(这种语言的终结或休止可以在某种
意义上被视为$语言的图像化%"或朗西埃所说的

$语言的石化%# 由此可见"刺点理论不仅可以应
用于图像艺术"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文学艺术#

此外"巴特在)现实效果* '&b2( 年(一文中
还将俳句&照片所关涉到的现实称为一种$具体
的现 实 % 或 $ 具 体 的 细 节 % ' d*>=)-FT @6$
1,5&#$&%2 &%$(# 纳奥米!舒尔']*67.N5)6>(
在)反升华'B-FJA0.7*=.6+(- 罗兰!巴特的美学*
一文中结合)现实效果*指出"巴特所推崇的现实
是$一种怪诞的现实"一种反升华的现实"因为升
华是符号中的升华机制%'""%1""'(# 换个角度
来看"这种对$反升华%的理解恰恰对应于后结构
主义者拉康影响下的精神分析学者对崇高

'FJA0.7-(以及升华'FJA0.7*=.6+(的重释# 拉康后
期将关注重心从想象界'=)-<7*R.+*>@(和符号界
'=)-N@7A60.5(转向了真实界"并认为真实界是由
符号界在回溯中建构起来的创伤性基底"代表着
符号界中的匮乏"代表着存在于符号界之中但又
超越符号界之物# 不仅如此"拉康后期在第七期
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 '&b'b1&b2# 年(中界
定$升华%时指出-$升华将某个客体抬高到原物
的高度#% 'C*5*+ &3((这里所说的$原物% ' B*F
X.+Rw=)-;).+R(可以被替换为真实界# 正如齐泽
克所指出的"拉康意义上的崇高客体原本是偶然
的&普通的甚至鄙俗的客体"我们只有借助某种距
离或特定视角才能将这些日常客体视为崇高客体

'x.y-/ &b"(# 与巴特对布努埃尔电影的阐释相
应和"齐泽克认为布努埃尔电影对崇高客体的内
涵予以了绝佳展示- 布努埃尔电影的共同特征在
于表明"一些平凡的客体或行为一旦占据真实界
的位置"就变成无法获致或完成的了'例如在)泯
灭天使*中"一群富人在宴会后无法跨越门槛并
走出房间('""&(# 与齐泽克相似"克里斯蒂娃也
在拉康影响下将崇高联系于符号秩序遭到的动

摇# 克里斯蒂娃还针对崇高中的主体指出"当主
体试图对其为之着迷的一些现象'例如"带有污
痕的玻璃窗中透出的紫色光亮(付诸言辞时"被
命名之物抗拒命名并将主体席卷到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想之外"从而使主体在感受欢愉的同时感受
迷失':>.F=-P*&"(# 可以看出"巴特的刺点理论
与这些精神分析理论共有的后结构主义特征在

于- 彰显难以被语言所表达之物以及对语言秩序
造成动摇之物#

哈尔!福斯特'I*0_6F=->(等学者将巴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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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相联系的做法显示出"精
神分析理论确实能为我们理解巴特摄影理论的合

理性和阐释效力开辟崭新路径'_6F=->&3"(# 然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巴特摄影理论也遭到了质
疑# 例如"德布雷'X-A>*@(在)图像的生与死- 西
方观图史*'&bb" 年(一书中提醒我们"摄影是可
以造假的"所以巴特对摄影的真谛的归纳是有局
限的'3&"(# 事实上"随着 "# 世纪 (# 年代以来数
码摄影等图像技术的发展"巴特将摄影的真谛归
纳为$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做法似乎愈发受到挑
战# 此外"约翰!塔格'h6)+ ;*RR(的著作)再现
之重负- 论摄影与历史* '&b(( 年(还指出")明
室*的局限在于设定了一种外在于语言&文化及
意识形态之物"而$即使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的存
在物111照片被认为能够为我们确保该存在物
'已逝去的(存在"我们也不能获得巴特所期待的
本真性相遇'*J=)-+=.5-+56J+=->(# 我们不能从意
识&无意识&心理&感知等符码和操作中抽取出某
些与存在有关的绝对之物%"$巴特所说的'照片
的(+明证性力量,'-P.B-+=.*0M6>5-(是一种复杂的
历史性产物"照片只有在某种体制性的实践之中&
在某种特殊的历史化关联之中才能运用这种+明
证性力量,"而对该力量的探索会将我们带离美
学的或现象学的语境%';*RR3 %(#

总体来看"巴特摄影理论之所以包含疑难"并
非仅仅源于$摄影技术的革新%给图像理论带来
的挑战#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巴特摄影理论的疑
难牵涉到自然与文化&可见者与可说者&赋魅与祛
魅等一系列充满张力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会看
到"朗西埃在对巴特摄影理论的质疑方面与德布
雷&塔格等人有相近之处# 在笔者看来"这些质疑
源于巴特摄影理论所包含的疑难"而解读该疑难
的一个关键策略是考察巴特刺点理论与后结构主

义思想之间的关联#

二" 语图关系! 朗西埃重构巴特摄影理论
过程中的潜在参照

!!后结构主义首先是一种语言理论"但与此同
时后结构主义者又对图像多有关注# 探讨后结构
主义语图观不仅饶有趣味"而且颇有裨益# 巴特
在被问及摄影在其全部作品中占据何种位置时指

出"他感兴趣的是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该关系

是棘手的"但正是这种棘手带来了真正的创造乐
趣'@6$J-0'( 3'b(# 为了阐明朗西埃在重构巴
特摄影理论的过程中如何将语图关系作为潜在参

照"我们有必要对隐喻层面或者说功能层面的语
言'或文本(和图像加以区分# 就该层面而言"语
言与图像之间的区分往往对应于其他一系列区

分- 可说者与可见者&说与看&言说与沉默&文化
与自然&艺术与非艺术等# 在朗西埃看来"巴特摄
影理论发生了从语言到图像的转变- 从强调以语
言视角'该视角涉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
来审视图像转变为强调图像不可被化约为语言"
从对图像的祛魅转变为对图像的赋魅#

朗西埃之所以将)明室*视为对图像的赋魅"
主要是因为该书强调照片并非对被拍摄之物的复

制"而是被拍摄之物的发散物"该发散物如同从被
拍摄之物的表面剥离出来的皮肤# 根据朗西埃的
)图像的命运*一文"巴特对摄影的这种理解凸显
了图像的他异性'*0=->.=@(-$事物的印记"他异性
所体现出的赤裸裸的自身同一性而非摹仿性"可
见物具有的无言的&无意义的物质性而非话语的
修辞性111这正是当代对图像的庆贺或图像所引
发的怀旧所需要的- 一种直接的超验性"图像具
有的伟大的本质"该本质由图像的物质生产模式
所确保#% 'U*+5.v>-T@6$V,&,-$b(在朗西埃看
来"这种对图像之他异性的理解使图像具有了本
雅明所说的灵晕 '*J>*("体现出一种 $恋物%
'M-=.F)("并通向了一种道成肉身'.+5*>+*=.6+(的
神学# 正因如此"朗西埃认为后期巴特对前期巴
特予以了颠倒-$这位符号学家后悔将其一生中
的大部分精力用来指出-+当心5 那些看起来具
有自明性'F-0Mp-P.B-+5-(的事物其实是被编码的
讯息"社会或权威借助这种被编码的讯息使自身
合法化- 使自身自然化"使自身依托于可见者的
不言自明性#,但他后来转变了方向"致力于以刺
点的名义来强调照片的绝对自明性"同时把讯息
的解码归为与展面有关的庸常之见#% '&#(我们
据此可以认为"朗西埃思想中存在$两个巴特%之
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被理解
为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对立#

朗西埃在重构巴特摄影理论的过程中"对
$图像的他异性%予以了重新界定# 为此"朗西埃
在)图像的命运*一文中以布列松的电影)驴子巴
尔塔扎尔*为例解释说-$他异性进入了图像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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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中"但这种他异性并非与电影媒介的物质特
性有关"而是与别的东西有关# 电影)驴子巴尔
塔扎尔*的图像主要并非对某种特定的技术媒介
所具有的特性的展现"而是对操作'6?->*=.6+F(的
展现- 展现出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可见性
与指示力量'以及指示力量所涉及的情感(之间
的关系"期待之物与现实之物之间的关系#% '@6$
V,&,-$3(朗西埃不仅将图像的他异性理解为操
作'6?->*=.6+F("还进一步从语图关系角度阐发图
像的操作"指出-$图像最常见的体制表现出可说
者与可见者之间的关系"该关系既涉及可说者与
可见者之间的相似"又涉及可说者与可见者之间
的差异#%'$(

朗西埃在重构巴特摄影理论的过程中所采取

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将巴特的刺点理论中隐含的
语图对立转换为语图互动# 根据朗西埃的观点"
图像所包含的语图关系对应于图像的双重功能-
一种 图 像 功 能 是 对 物 体 所 携 带 之 铭 写

'.+F5>.?=.6+F(予以展示"另一种是赤裸裸的&无所
指的呈现'?>-F-+5-(所具有的扰乱性的功能'@6$
V,&,-$&%(# 图像的这种双重功能又被朗西埃视
为图像的双重诗学"即图像既是由可见形式书写
的故事编码"又是一种阻碍意义&阻碍故事的迟钝
现实'6A=JF->-*0.=@( '&&1&"(# 与巴特的刺点理
论针锋相对"朗西埃认为-$摄影之所以成为一种
艺术"并非因为摄影用物体的印记对抗物体的摹
本"而是因为摄影运用了两种图像诗学"同时地或
分开地将其图像变成两种事物- 一种是书写在面
孔上或物体上的故事具有的可识别的证词"另一
种是可见性111该可见性不受任何叙事和赋义的
影响111的纯粹团块#% '&&(故而"在朗西埃看
来"$展面与刺点的对立专断地分开了审美图像
经常摇摆其间的两个极点- 一个极点是象形文
字"另一个极点是无意义的&赤裸裸的呈现%
'&'(#

结合整个后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朗西埃对巴
特摄影理论的重构呼应了德勒兹针对拟像问题对

柏拉图的摹仿论的颠覆"而且尤为明显的是"呼应
了德里达对巴特摄影理论的重释# 德里达认为"
与解构主义的立场背道而驰"巴特的摄影理论包
含着$一个独特的&不变的指称物的+曾经存在,%
'X->>.B*T@6$="-> '3(# 德里达在围绕复制
'56?@(&档案'*>5).P-(&签名'F.R+*=J>-(等问题重

新解读摄影的指称性时指出-$图像的生产意味
着对指称性本身的修改"引入了多样性"可分解
性"可替换性#% 'X->>.B*T!"?. $(在德里达看
来" $档 案 化 ' *>5).P.O*=.6+ ( 对 事 件 的 生 产
'?>6BJ5-(正如对事件的记录'>-56>B(一样多%
'X->>.B*T<-%6'2$&$("同样"$图像的+记录,无
法与图像的+生产,相分离"也就不再是对一个外
部的&独特的指称物的指示% '!"?. '(# 可以看
出"朗西埃对巴特摄影理论中的赋魅'恋物与道
成肉身的神学(的拒斥"关涉到德里达对超验所
指'=>*+F5-+B-+=*0F.R+.M.-B (&在场的形而上学
'7-=*?)@F.5F6M?>-F-+5-(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
'06R65-+=>.F7(的批判#

三" 审美体制! 朗西埃重构巴特摄影理论
过程中的根本旨归

!!以朗西埃本人的思想体系观之"他在重构巴
特摄影理论过程中的根本旨归是"建立以歧感
'B.FF-+FJF(和平等为特征的审美体制理论# 根据
朗西埃对艺术的三种体制的划分"与艺术的审美
体制相区别的是图像的伦理体制和艺术的再现体

制- 图像的伦理体制以柏拉图对拟像的贬斥为代
表"用等级森严的共同体生活来衡量艺术0艺术的
再现体制或者说诗学体制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

诗学为代表"并在古典诗学中有典型体现"该体制
使艺术受制于一系列等级化的&规范化的再现性
限制-$对行动的再现优于对性格的再现"或叙述
优于描写0由主题的高贵与否所决定的文类等级0
语言的优先性"具有现实效果的言语的优先性#%
'U*+5.v>-T@6$N"#'&'%5""(而艺术的审美体制则
创造了一种艺术特有的感性分配 ' B.F=>.AJ=.6+w
?*>=.=.6+ 6M=)-F-+F.A0-(方式"使现代艺术得以借
助歧感和平等来突破此前两种体制的等级化制约

和规范化限定#
在朗西埃看来"审美体制包含的歧感和平等

促成了语图关系的变化# 他在)语句"图像"历
史*一文中提出了$语句 图像% 'F-+=-+5-p.7*R-(
这一概念"并解释说-$我试图用语句 图像来联

结两种审美功能111这种联结解构了文本与图像
之间的再现性关系%'@6$V,&,-$%2("$在再现性
逻辑中"语句的功能或者说语句式功能主要见于
情节方面"以及作为动作之安排的故事# 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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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图像理论

着"在此种情况下图像功能是一种展示或补充"所
以图像的作用在于刻画角色& 渲染场景 %
'U*+5.v>-T1$a2'5'"(5"b((# 再现体制重视由动
作所构成的情节和故事"故而在再现体制中图像
是语言的附庸0在审美体制中"图像式沉默侵袭了
语言"呈现出言说与沉默之间的交织#

审美体制视野下的语图关系印证了朗西埃对

治安'?60.5-(和政治'?60.=.5F(的划分- 治安涉及
的是以等级性&排他性为特征的共识'56+F-+FJF(
共同体"而政治涉及的是以对$无分者之分% '*
?*>=6M=)6F-,)6)*P-+6?*>=(的引入为特征的歧
感共同体&平等共同体# 朗西埃试图肯定$沉默
的图像%这一原本被语言所贬抑之物"就此而言"
他并非不重视巴特的刺点理论的重要意义# 然
而"根据朗西埃的审美体制理论"我们既应该重视
刺点"又应该重视刺点与展面之间的互动# 为此"
朗西埃在重构巴特摄影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沉
思的图像% '=)-?-+F.P-.7*R-(这一概念"该概念
意味着同一平面'FJ>M*5-(上的不同图像功能之间
的间距'@6$V,&,-$&3&(# 对巴特而言"图像的
沉思性意味着$刺点的沉思性%"但在朗西埃看
来"$不同表达体制之间的交织带来了图像的沉
思性"这种沉思性拒绝刺点与展面之间的对立"艺
术的操作性和图像的直接性之间的对立# 因此"
图像的沉思性并不意味着摄影式沉默的优先性或

绘画式沉默的优先性"这种沉默自身是种图形性
'M.RJ>*=.P-+-FF(类型"是不同表达体制之间的张
力"亦是不同媒介力量之间的互动% 'U*+5.v>-T
@6$*70(%'?0&$: &"'(#

图像的沉思性意味着图像包含着非确定性#
朗西埃在这方面所举的例子涉及)明室*第二部
分之)时间作为刺点*中提到的一张照片# 该照
片拍摄的是年轻的刘易斯!佩恩'C-,.FH*@+-("
他在 &(2' 年因试图行刺一位政府要员而被捕"该
照片拍摄于他身陷囹圄&即将被处以绞刑之时#
巴特结合摄影的真谛对这张照片解读说-$照片
拍摄得很漂亮"男孩长得也漂亮- 这是展面# 而
刺点是- 他即将去世#%'!07$-0 b2(让巴特感到
战栗的是"他从该照片中同时读出了双重意涵-
这个男孩即将去世0这个男孩已经去世# 朗西埃
在)摄影笔记* '"##b 年(一文中指出"巴特在这
张照片中发现的刺点其实有赖于对被拍摄者身份

背景的认识"而这种社会文化方面的信息原本被

巴特排除到刺点之外'U*+5.v>-TW"&$5&#(# 进
一步来看"朗西埃在)沉思的图像*一文中指出-
$这张照片的沉思性或许是一种流通效果"诸种
流通位于被拍摄者&摄影师&观众之间"意图与非
意图之间"知与未知之间"表达与未表达之间"以
及现在与过去之间# 与巴特所言相反"这种沉思
性源于我们不可能使两种图像相协调- 一种是被
判刑之人的社会性的&确定性的图像"另一种是一
位年轻人的图像"这位年轻人的特点在于表现出
若无其事的好奇心"盯着我们看不到的某个地
方#%'@6$*70(%'?0&$: &&%(此外"朗西埃在阐发
图像的沉思性时还谈到了沃克!埃文斯'W*0/->
P̂*+F("# 世纪 3# 年代拍摄的一张美国亚拉巴马
州农家厨房的照片"该照片的拍摄原本用于调查
贫困农民的生活境况# 但朗西埃认为"在该照片
中"挂在厨房墙壁上的简陋用品呈现出一种独特
的艺术布置"该艺术布置侵入了社会功用之中#
进而言之"我们不清楚这家农户是否有意让厨房
布置带上审美特征"也不清楚拍摄者在拍摄时是
出于纯粹的记录目的还是加入了特殊的审美考虑

'&&21&&((#
朗西埃不仅将图像的沉思性联系于图像的非

确定 性" 还 联 系 于 审 美 体 制 具 有 的 漠 然
'.+B.MM->-+5-(特征# 这种与艺术的中立性或者说
艺术的非个人化有关的漠然性使人或物的社会确

证性特征发生动摇"使图像作品不再仅仅沦为对
某个 确 定 性 的 情 境 或 特 征 的 表 现 ' @6$
*70(%'?0&$: &&b(# 根据朗西埃的观点"黑格尔
在)美学讲演录*中对穆里罗所画的小乞丐的阐
释彰显出的恰恰是漠然性- 这些小乞丐自由自
在"不为外物所累"证实了一种几乎与奥林匹斯诸
神相似的美'&&b(# 另外"漠然性还体现出对再
现体制所强调的行动加以悬置# 此处需要指出的
是"朗西埃在提出$沉思的图像%这一概念时借鉴
了巴特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期间创作的

)Nwf*'&b$# 年(一书# 该书最后一小节题为$沉
思的文本%"阐发了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的最
后一句话"即$侯爵夫人陷入了沉思%'d*>=)-FT9h
R "&2(# 朗西埃对这句话重新解读说-$事实上"
沉思性的到来阻碍了行动的逻辑# 一方面"沉思性
使已经终止的行动被延长# 但另一方面"沉思性使
所有的结论都被悬置#%'@6$*70(%'?0&$: &"3(这
种悬置意味着故事凝固于画面之中"意味着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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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仅仅是对行动的补充# 与这种悬置有关的是
沉默"或者说$语言的石化%-$一种可见者的平等
性侵入了话语并使行动瘫痪%"$言语行为被这种
导致行动瘫痪和意义消解的被动性'?*FF.P.=@(所
侵袭" 被这种可见者的惰性所侵袭 % ' @6$
V,&,-$&"&(# 综合来看"图像的漠然性彰显了审
美体制对再现体制的突破"彰显了朗西埃所倡导
的$审美革命%"即$可见者与可说者之间&知识与
行动之间&主动与被动之间等具有的有序关系的
终结%'U*+5.v>-T@6$<$5&6$&'%"&(# 这种审美革
命涉及朗西埃对艺术自律的重新解读# 在这方
面"朗西埃以福楼拜的小说为例解释说-$+为艺
术而艺术,在福楼拜的小说中意味着"小说不再
是某类特殊读者的专属物"不再为社会价值而殚
精竭虑"不再建基于对高贵主题和低贱主题的区
分#%'U*+5.v>-T<V$3 &""(在朗西埃看来"艺术
自律并不意味着艺术品的自律"而是意味着'感
性(经验的自律'U*+5.v>-TO'55$(5,5&&$(# 以此
方式"朗西埃回到了$美学%'*-F=)-=.5F(一词的初
始含义"即$感性学%# 根据朗西埃对$政治%的独
特界定"$政治%意味着对感性的重新分配"而艺
术自律恰恰促成了感性的重新分配"故而具有
$政治%潜能# 朗西埃对审美具有的这种解放力
量的发掘既直接得益于席勒的)美育书简*"又潜
在地呼应了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

就更深广的层面而言"朗西埃从审美体制理
论出发对图像的沉思性'非确定性&漠然性(的揭
示体现出他对$图像转向%的独特理解# 在他看
来"巴特前后期对待图像的两种不同态度'从祛
魅转向赋魅(代表了人们对$图像转向%的两种解
读方式- 一种是像居伊!德波&波德里亚等人一
样采纳偶像破坏式的立场"另一种是像巴特在
)明室*中那样强调图像承载着$存在者具有的独
特的感知特征或感性特征"该特征不可被化约为
任何含义或意义% 'U*+5.v>-TO"N'%&,-$5&"'(#
针对第二种解读方式"朗西埃发表了)图像真的
想获得一种生命吗6*一文# 该文回应了$图像转
向%的提出者米歇尔'W4h4;4D.=5)-00("##' 年出
版的著作)图像想要什么6- 形象的生命与爱*
'=60&:"?'%&,-$530(&6- @6$#'2$50(: #"2$5")
'70;$5(# 米歇尔这部著作是其$图像三部曲%的
第三部"前两部是对语图问题多有关注的)图像
学- 形象&文本&意识形态* '&b(2 年(和)图像理

论*'&bb% 年(# 在第三部中"米歇尔主张像巴特
在)明室*中那样$不再坚信对图像的批判能够克
服图像的魔力% 'D.=5)-00b(# 为此"米歇尔认
为-$图像好像活的有机体一般0活的有机体最好
被描述为具有欲望'例如"嗜好&需要&要求&驱力
等等(之物0因此"+图像想要什么,这一问题就不
可避免了#%'&&(以朗西埃的观点视之"米歇尔将
图像看作有机的&有欲望的$活的图像% '0.P.+R
.7*R-("这种做法与巴特的刺点理论如出一辙"在
反对偶像破坏的过程中走向了一种道成肉身的神

学# 有鉴于此"朗西埃试图对$图像转向%予以重
释"探索$图像转向%在祛魅与赋魅'偶像破坏与
偶像崇拜(这两条道路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米歇尔针对图像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指出-
$图像想要的不是被观者阐释&解码&膜拜&捣毁&
揭露或祛魅"也不是被观者迷恋# 它们甚至不想
被善意的评论者赋予主体性或个体性111这些评
论者认为"人性是他们能给予图像的最高的赞美#
图像的欲望可能是非人的"最好被比之为动物&机
器&赛博格等形象"甚至被比之为更基础的形
象111伊拉斯谟!达尔文' >̂JF7JFX*>,.+(所说
的+植物具有的爱,'这里所说的+爱,侧重指两性
之间的爱111引者(# 因此"在与 +图像想要什
么,有关的最后一个例子中"答案可能是+什么也
不想要,#% 'D.=5)-00%((这里所说的$最后一个
例子%涉及芭芭拉!克鲁格'd*>A*>*:>JR->(的一
幅摄影蒙太奇作品# 该作品展示出一座人物雕像
的侧脸"眼神空洞&面无表情"甚至性别模糊# 米
歇尔认为"这张侧脸看起来超越于欲望"但拼贴在
这张照片上的文字111$你的凝视击中我的侧
脸%111却使这张照片流露出诸种不相容的欲
望- 它想被看0它不想被看0它不在乎是否被看
'%'(# 朗西埃格外重视米歇尔谈到的这个例子"
但与米歇尔不同"朗西埃认为这幅摄影作品在阐
释方面的非确定性涉及图像的漠然性"该漠然性
不仅呼应了黑格尔对穆里罗所画的小乞丐的阐

释"还与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对一座朱诺女神雕
像的阐释异曲同工- 朱诺女神具有的那种无欲无
求&无关目的&无所操心的神态彰显了席勒美学所
标举的$自由游戏% 'O"N'%&,-$5&"b(# 正因如
此"朗西埃比较赞同米歇尔的以下观点-$视觉在
联结社会纽带方面与语言一样重要"而且视觉不
可被化约为语言&+符号,或话语# 图像想要获得

!&&(!



$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图像理论

与语言同等的权利"不被转化为语言# 图像既不
想被贬降为一种+图像史,"也不想被抬高为一种
+艺术史,"而是想被视为一种具有多重主体位置
和身份的复杂个体#%'%$1%((不过"朗西埃补充
道"如果说该观点仍然赋予了图像太多$欲望%的
话"我们需要认识到$好像%'*F.M(这一短语在米
歇尔思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替米歇尔将该
观点修正为- 图像$好像% '而并非$真的%(具有
欲望和生命'&3&(#

结<语

朗西埃对巴特摄影理论的重构致力于消解刺

点理论所包含的赋魅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朗西
埃一味主张对图像予以祛魅# 事实上"朗西埃早
在)阿尔都塞的教谕*'&b$% 年(和)无知的教师*
'&b($ 年(等著作中就已倾向于质疑祛魅策略所
隐含的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及思想立场的等级化"
后来愈发重视将祛魅策略联系于 $批判理论%
'5>.=.5*0=)-6>@(所暴露出的局限# 因此"正如瓦
兹在)罗兰!巴特与电影*一书的结语)从巴特到
朗西埃6*中指出的"巴特和朗西埃都体现出对祛
魅的质疑'W*==Fb$(# 然而"朗西埃的图像理论
在克服祛魅策略所面临的困境方面所采取的独特

路径是"从审美体制理论出发探索如何在图像领
域实现感性的重新分配"实现歧感和平等# 根据
朗西埃的界定"歧感意味着$每一情境都可以从
内部裂开"在一种不同的感知领域和意义领域中
被重构% '@6$*70(%'?0&$: %b("就此而言"巴特
在其刺点理论中为感性&情感&偶然以及事件所作
的辩护能为朗西埃提供重要启示#

巴特摄影理论对感性&情感&偶然以及事件的
重视体现出后结构主义者的核心诉求"即- 用差
异思想取代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思想# 正如海
德格尔所表明的"西方形而上学由柏拉图所奠定
并且在笛卡尔以来的现代思想谱系中演变为主体

形而上学"造成了理性对感性的贬抑&本质对现象
的贬抑&主体对他者的贬抑# 在探求以差异思想
为要义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过程中"后结构主义
者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使图像成为语言的制衡因

素"故而在推动语言扩张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语言
的反思# 德里达在接受视觉文化方面的访谈时承
认自己对语言的偏爱"但同时强调他处理语言的

方式是$使语言发生爆炸"从而使非语言之物在
语言中出现%'!"?.*+' *+((# 在将图像
作为$非语言之物%方面"福柯&利奥塔以及巴特
等后结构主义者更加引人注目# 朗西埃在重构巴
特摄影理论的过程中致力于从审美体制理论出

发"将巴特摄影理论中的语图对立转换为语图互
动# 不过"朗西埃未能充分重视巴特摄影理论与
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联"未能充分关注后结构主
义对结构主义的借鉴与突破#

整体而言"朗西埃对巴特摄影理论的重构让
我们看到了朗西埃本人以语图关系为参照并以审

美体制为旨归的图像理论"也让我们看到了巴特
摄影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理论包含的限度与

潜能# 朗西埃本人强调其对巴特图像理论的质疑
与批判"并为我们呈现出一种似乎更$辩证%的图
像理论# 但笔者围绕图像问题对二人思想的比较
表明"朗西埃对巴特图像理论所展开的更多的并
非$颠覆%"而是$重构%# 以朗西埃图像理论为参
照"我们会发现巴特图像理论并非那么$极端%0
以巴特图像理论为参照"我们会发现朗西埃图像
理论并非那么$温和%# 从更大范围来看"如果我
们将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等深受后结
构主义影响的思想家视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
重要学者"那么这些学者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
在于- 真正超越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方式不是绕开
后结构主义并回到$后结构主义之前%"而是直面
由后结构主义衍生出的种种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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