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L   RSS 2.0   留言本  学者博客  加入收藏  

 本站概况 | 美学动态 | 美学原理 | 美学史 | 审美文化 | 审美教育 | 学人介绍 | 美学硕博 |  关于我们 留言本|主页 

 美学研究 → 美学原理 → 审美理论

版权声明：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本站文章，必须得到原作者及美学研究网的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 评论 】 【 推荐 】 【 打印 】 【 字体：大 中 小 】       

张永清：从虚拟技术的角度看视觉文化的美学意味 

    众所周知，视觉文化在二十世纪经历着一个巨大的转型，即由印刷文化向图像文化的整体嬗变，诚如海

德格尔所言，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它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而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视觉

文化的“图像化”则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于把技术看作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与方法，其实还应从人类生存方式的高度

来审视技术对人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因为技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造就不同形态的文明与文化：“照相术和上述

古登堡技术几乎起到同样的决定性作用，它造成了纯机械性的工业主义和电子人的图像世界的决裂。从印刷人时

代走向图像人时代这一步，是由于照相术的发明而迈出的。”（[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周宪 许钧 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第240页。） 

  如果说照相术的问世还只是现代文化图像化、视觉化的肇端，那么“虚拟技术”的出现则为图像文化成

为时代艺术的主流提供了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的可能性。正如水车与磨坊是农耕时代的象征，蒸汽机与烟囱是机

械时代的象征，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是二十一世纪的象征。法国一些学者甚至把虚拟技术与字母表和印刷术的发

明相提并论，把它看作孕育、催生新文化的酵母：“数字图像不只是图像制作史上的又一项新技术，它还是一种

新的书写方法，可以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字母表的诞生相提并论。”（[法] R·舍普等《技术帝国》，刘莉译，北

京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第98页。）这一新的技术所产生的图像文化与此前的语言文化、机械复制时代的图像文

化在美学艺术上体现了哪些新的特征，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理论探索：“不能低估图像文化，尤其是动态图象

文化，由于它们通过图像作用于情感，从而已经并将继续对表述与价值系统施加的深远影响。”（ [法]让·拉特

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版第124页。） 

  我们在此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虚拟技术与虚拟图像的界定；虚拟图像的特点；虚拟图像的美学

意味。 

  “虚拟”与我们以往所说的虚构不同，虚拟首先属于技术范畴，它作为一种技术行为尤其是一种成像技

术目前被广泛运用到经济学、工程学领域。人们一般将虚拟理解为数字化，它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模拟功能，就

是把业已存在的对象模拟出来，一是把非现实的东西创造出来，把它现实化和直观化，如虚拟图书馆、虚拟电视

节目主持人等。“虚构”在传统的美学艺术范畴主要是指发生在人的意识层面的创造性的想象行为，其典型特征

主要体现为非现实的与间接的。虚拟图像主要是指合成图像，也就是计算机制作的数字图像。存在的与非存在的

对象都可以通过比特技术即数字化来呈现，比如，读书一个小时可以阅读300万比特文字内容；看电视，每秒的画

面内容就有300万比特。从图像制作角度来看，数字合成逐渐在取代机械时代的感光制作：“在图像制作的发展史

上人们第一次不是借助于光线来制作图像——比如录像机、照相机、摄影机都是靠真实的光线与感光底片的相互

作用来工作——，而是用数字……来制作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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