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省察，也 是 对 方 兴 未 艾 的 文 学 人 类 学 潮 流 的

一种回应，在 今 后 的 中 国 文 学 史 写 作 中 无 疑 具

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导师叶舒宪教授点评］
苏永前同学 《人 类 学 眼 光 与 中 国 文 学 史 的

书写》一文，从 新 兴 交 叉 学 科 的 立 场，对 杨 义

的 “重绘 中 国 文 学 地 图”说 与 国 内 文 学 人 类 学

研究潮流的 理 论 对 应，提 出 整 合 性 的 解 释，揭

示现代西 方 文 学 观 移 植 中 国 后 的 种 种 张 冠 李 戴

式的负面 作 用，尤 其 是 对 本 土 文 化 和 文 学 的 切

割与遮蔽，呼 唤 人 类 学 意 义 上 的 文 化 自 觉 与 观

念更新，重建 包 含 口 传 与 书 写、汉 族 与 少 数 民

族等多元 内 涵 的 大 文 学 观，引 导 文 学 研 究 回 归

本土文化范 式。文 章 视 野 开 阔，理 论 观 点 具 有

探索性和前沿性，特此推荐。

本文作 者：漳 州 师 范 学 院 中 文 系 讲 师，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２０１０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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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鲁迅的图画文化观浅析

雷世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雷世文认为：

图画是文化符号，不同的图画形式都包含 有 一 定 的 文 化 意 蕴。进 入 鲁 迅 眼 界 的 图 画 品 种 多 不 胜 数，其 对 图 画 的

文化元素分析精湛而独到，这对于身处读图时代的今天的我们而言，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图画文化观是鲁迅文化思想中一个极为独 特 的 组 成 部 分，我 们 可 以 看 到，鲁 迅 对 图 画 的 文 化 审 视 不 仅 触 及 到 中

国人丑陋的心理意识、心理特征，而且在历 史 的 关 联 中，揭 示 了 图 画 叙 事 中 积 淀 的 封 建 传 统 文 化，并 对 图 画 的 文 化

类型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图画作为文化的 载 体，其 隐 喻 性 更 为 强 烈，鲁 迅 的 杰 出 之 处 在 于 能 够 穿 透 图 画 的 表 象

层面，而深入到图画的文化象征层面，把图画隐 藏 的 文 化 问 题 揭 示 出 来，从 而 在 广 泛 的 文 化 对 话 关 系 中 展 开 理 性 的

批判。可以肯定地说，鲁迅的图画文化观是其文化批判思想在艺术领域的生动实践。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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