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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概況與背景

2021年6月25日至6月26日，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臺灣文化光點

計畫、文圖學會主辦，臺灣文學學會、中央研究院、韓國國立全北

大學中文系、日本大阪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香港公開大學協辦的

「2021臺灣與東亞的文本‧圖像‧視聽文化國際學術論壇」
1 於新加

* 
作者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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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的詳細日程，可參見文圖學會微信公眾平臺：《會議預告 | 2021臺
灣與東亞的文本‧圖像‧視聽文化國際學術論壇》，網址：https://mp.weixin.
qq.com/s/Z2MaT4T1CXBMglZ2DwYmiQ，檢索日期：202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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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南洋理工大學順利舉辦。南洋理工大學藝術、設計與媒體學院王怡

璇教授和人文學院衣若芬教授等聯合主持的新加坡教育部大型研究計

畫「中國筆墨精神：探索中國藝術哲學與美學在平面設計的實踐與教

育」也參與本論壇的執行工作。

論壇為期兩天，吸引了來自新加坡、日本、韓國、臺灣、香港、

中國大陸，乃至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和地區的60餘位學者和百餘

位聽眾。會議期間，韓國國立全北大學金炳基（Kim Byeong-gi）教

授、臺灣大學黃美娥教授、日本大阪大學淺見洋二（Asami Yoji）教

授、臺灣中央研究院廖肇亨教授進行了四場主題演講。與會學者們在

Zoom線上平臺，圍繞20個「文圖學」與東亞文化交流相關的研究主

題，進行了一場場跨越時間、地域、媒介和學科的創造性探討。

其中，「文」與「圖」的關係是貫穿論壇始終的核心議題。事實

上，羅蘭‧巴特（Roland Gérard Barthes，1915-1980）在研究時尚修

辭時，早已對「文」、「圖」關係提出過一種經典論斷。在他看來，

圖像凝結著無數的可能性，其意義是模糊難辨的；而文字信息則將圖

像的可能性「約束為獨一的確定性」。因此相對於圖像信息，文字信

息才是建構神話（myth）的關鍵─「語言為圖像帶來了知識」。
2 

換言之，對巴特來說，寫定（written）的語言文字在修辭層面是要優

先於圖像（image）的。需要指出的是，巴特的論斷是建立在以時尚

雜誌為代表的印刷文化之上的。隨著信息革命和「讀圖時代」的來

臨，圖像在知識和信息的傳播方面逐漸獲得了與語言文字匹敵的地

位，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巴特的論斷，也為人文學術研究帶來新變。一

方面，傳統文字文本之外的諸多圖像材料被納入研究視野，「以圖證

史」、「對圖言說」、「以詩證圖」等圖像和藝術研究方法成為了文

學和思想史研究的新取徑，相關研究呈現出跨學科的特徵；另一方

面，由於圖像本身可以超越一時一地的語言文字之限制，其意義的模

2 
參見Roland Barthes, The Fashion Syste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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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性和潛藏的可能性既是信息和知識跨區域流動的基礎，也要求研究

者突破朝代、國族的限制，在更廣闊的、更具連貫性的時空尺度上思

索文化現象。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本次論壇的召集人衣若芬教授創發

了「文圖學」（Text and Image Studies）的概念方法，試圖「融匯整

合文學、美學、藝術史、文化史、圖像學、文獻學、符號學、視覺心

理學等，分析文本（text）和圖像（image）」。
3 衣教授指出，以往

的人文學術研究多聚焦於文學或文字文本，因此「文圖學」意欲引入

「圖」的視覺維度，將「文」放入文圖共生的實際語境之中。不僅如

此，「文圖學」所謂的「文本」也並不單指文學或文字文本，它包括

了肢體、聲音和圖繪三個層面，強調的是文本形態的多樣性以及文本

自身「因時、因地、因人變異」的可能性。
4

由此，本文將從文圖學的視角出發，在回顧本次論壇四場主題演

講的基礎上，以各分論壇有關文圖學與東亞文化研究的諸議題為例，

揭示文圖學視野下東亞文化研究所呈現出來的鮮明特徵。

二、文圖學與東亞文化研究諸議題

（一）主題演講

本次論壇共有四場主題演講。第一日的首場主題演講嘉賓為韓國

國立全北大學的金炳基教授。他在題為〈韓中文人畫和西洋印象派繪

畫的「和而不同」：以文本精神有無之論為中心〉的演講中指出，西

方印象主義繪畫並非忠實地再現事物外形，而是反映事物在主觀心靈

世界中的印象。在他看來，這種「非常形」（informal）的藝術追求

3 
衣若芬：《春光秋波：看見文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頁1。
4 

參見衣若芬：〈文圖學：學術升級新視界〉，《當代文壇》2018年第4期
（2018年7月），頁119-120；也可參見衣若芬：《春光秋波：看見文圖

學》，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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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西方藝術逐漸脫離了事物的常理和常態，並最終演化為抽象主

義。然而與西方印象主義以降的發展路徑不同，儘管中韓文人畫同樣

追求「神似」而非「形似」，但卻仍然以常理、常形為依歸，並未走

上抽象化的道路。金教授認為，產生這一差異的關鍵在於漢字文化圈

所獨有的「文本精神」。一方面，不同於西方表音文字，漢字的象形

書寫和書法藝術同時兼重「文」和「圖」兩個面向；另一方面，中韓

文人畫並非單一的圖像創作，而是伴隨著題畫詩文創作的文圖作品，

二者互為文本、彼此限定。因此，在金教授看來，「文圖學」拈出了

「文」、「圖」互動的基本面向，切中了東亞文人畫的精神要義。

在此基礎上，臺灣大學的黃美娥教授作為第一日第二場主題演講

的嘉賓，則將金炳基教授對「文」、「圖」互動的考察由東亞文人畫

這一特定的藝術體裁擴展到普遍的歷史記憶問題上。在題為〈追憶

「鄧麗君」的兩種方式：電影《甜蜜蜜》與小說《何日君再來》〉的

演講中，黃教授從中國文學中的「追憶」母題出發，審視電影視聽和

小說文本對鄧麗君（1953-1995）生平的記憶再現。在她看來，鄧麗

君的明星形象從來不只是「圖像」，而是一個由聲音、圖像、文字等

諸多文圖元素交織的複雜文本，牽涉歷史、思想、政治和藝術之間的

多重角力。歌手鄧麗君的歌聲雖然具有「聲動言情」的普遍情感力

量，但與《甜蜜蜜》的影像結合時卻化為了中國人在20世紀80、90年

代跨境離散的政治表達，而在《何日君再來》的間諜文類敘述中則構

成了冷戰期間臺灣現代史的矛盾縮影。因此黃教授指出，人們對鄧麗

君的「記憶」本身就是「文」、「圖」互動的結果，一個「整全」的

鄧麗君形象不只寄身於其跨越國族、流傳整個東亞的歌聲之中，也離

不開其歌聲背後那個視覺化的、民族國家的圖像身體。

第二日的首場主題演講，是由日本大阪大學的淺見洋二教授發

表專文〈陸游的鄉村世界與《耕織圖詩》〉。淺見教授在考察陸游

（1125-1210）田園詩時注意到其行文中常出現「可入畫」、「可成

圖」一類的表達，且這些詩句所描繪的內容不僅關涉鄉村田園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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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有置身其間的農耕者的自我形象。淺見教授指出，這些「可入

畫」的詩句可能與南宋樓璹（1090-1162）所作的《耕織圖詩》之間

存在關聯。《耕織圖詩》是樓璹在紹興年間於臨安附近所作的農書，

由稻種和蠶絲這兩種農業生產過程的圖像和詩文說明構成。其圖像內

容往往是農人於鄉村勞作的景象，呼應了陸游「可入畫」的詩句內

容。在畫作主題上，陸游有詩《謝君寄一犁春雨圖，求詩為絕句》，

而樓璹所作《耕織圖詩》也有「東皋一犁雨，布谷初催耕」
5 一句。

不僅如此，陸游赴臨安應舉也正好在紹興年間，詩人有可能接觸過

《耕織圖詩》。在淺見教授看來，即便不考慮陸游是否真的接觸過

《耕織圖詩》，陸游田園詩與《耕織圖詩》的內容之間也存在著廣泛

的關聯，分享了共同的文化環境與思想背景。二者均以《詩經‧豳

風》和《尚書‧無逸》為源流，強調「以農為本」，信奉耕織與王道

的儒家思想傳統，且以勸農論俗為己任。由此，淺見教授認為，在考

察陸游田園詩的過程中有必要將《耕織圖詩》的文圖內容一同納入考

察的視野，以擺脫純文學探討的窠臼，進而形成對南宋鄉村生活和陸

游晚年田園形象的完整把握。

與前者類似，臺灣中央研究院的廖肇亨教授作為第二日第二場的

主題演講嘉賓，也嘗試藉由文圖學的視野，開拓傳統書法史研究的新

材料和新角度。廖教授的主題演講〈禪林墨蹟：佛教文圖的融會〉梳

理了包括玉林通琇（1614-1675）、雪嶠圓信（1571-1647）、破山海

明（1597-1666）、雪浪洪恩（1545-1608）等人在內的明清佛教高僧

之墨蹟。廖教授指出，以「文圖學」的視角看來，這些禪林墨蹟並不

只是具有藝術價值的審美圖像，墨蹟本身的文字常常關涉佛法教義、

藝術理論等內容，在佛教思想和傳統文藝理論方面同樣具有很高的史

料價值。因此廖教授認為，以文圖學的方法對禪林墨蹟的藝術和文字

5 
［宋］樓璹：〈耕圖二十一首‧耕〉，收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

《全宋詩》第3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1760，頁

1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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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進行綜合考察，可以在兩個方面突破傳統書法史和佛教研究的局

限。一方面，在書法史研究中，傳統的文人視野總是忽視佛教書法作

品，即便是重視佛教書法的日本也多以中世禪宗作品為研究對象，缺

乏對近世的關注；另一方面，通過對禪林墨蹟文字內容的研究，廖教

授發現，不同教派的高僧之間可能在藝術思想上存在相通之處，因此

在佛教研究層面上必須突破教派和義理的限制，將高僧的思想軌跡和

書法創作放在更大的文化史中進行考察。

綜上所述，四場主題演講均從文圖學的角度對東亞地區的文化現

象進行了考察，並且在三個方面呈現出鮮明的特徵：其一是對媒介的

關注。無論是東亞文人畫、鄧麗君的歌聲、陸游的田園詩，還是明清

高僧的墨蹟，許多看似單一媒介的作品，實際上都是多種媒介互動的

產物─文人畫與題畫詩彼此限定、跨區域的流行歌聲必須寄身於國

族的視覺形象之中、陸游田園詩的敘述與《耕織圖詩》的文圖互相印

證、高僧墨蹟兼具藝術圖像與文字史料的雙重特徵。

因此，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是一種跨媒介的研究，關注

文字、書畫等傳統體裁內部被壓抑的多重媒介可能。不寧唯是，對不

同媒介的關注實際上也意味著研究對象的拓展，這也是文圖學視野下

的東亞文化研究的第二個特徵。一方面，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

究不再侷限於對經典文本和思想史的探討，而是以一種日常的姿態探

究不同時代的大眾文化─流行歌曲、衣著服飾、電視電影、網絡遊

戲、商業廣告，都可以是文化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對經典文本和

思想史的研究也得以從全新的角度、將不同形式的新材料納入研究視

野之中。以陸游田園詩為例，經典文學作品的研究只關注文字內容，

但對《耕織圖詩》文圖內容的考察不僅能夠以圖像的形式對陸游詩作

加以印證，還能由此勾勒出南宋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的總體圖景；又

以禪林墨蹟為例，傳統書法史研究僅從圖像的角度探討作品的結體、

筆法、風格，卻忽視文字內容本身傳達的思想史信息。由此便引出了

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的第三個特徵，即跨學科的文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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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許多看似一元的媒介作品其實總是處在多元的媒介環

境，或者說是文圖關係之中的，正如紛繁複雜的「文化」本身永遠無

法被簡單地化約為「文學」、「藝術」、「哲學」等專門學科。從這

個角度看，無論是文圖學的概念方法還是「東亞文化」這一研究對象

本身，都在呼喚著一種跨學科的思考和研究方式。

在此基礎上，本文將以各分論壇有關文圖學與東亞文化研究的諸

議題為例，具體探討文圖學視野下東亞文化研究所呈現出的以上三大

特徵。

（二）「文」與「圖」：跨媒介的研究方法

如上文所述，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並不是對單一媒介的

考察，一切作品實際上都生成於「文」、「圖」互動的跨媒介語境

之中。

一方面，文圖學試圖在經典文本中發掘其內部多媒互動的可能。

事實上，許多經典作品在形式上原本就是多媒互動的產物。以分論壇

「古代中日文圖交流」為例，香港樹仁大學的許建業老師發表了〈詩

歌畫譜的圖像信息：《唐詩畫譜》對江戶文化的影響〉一文。他以晚

明黃鳳池（?-?）編纂的《唐詩畫譜》為研究對象，從詩、畫、書、

刻四個角度呈現《唐詩畫譜》在翻刻流傳的過程中對江戶文化的影

響。許建業認為，《唐詩畫譜》詩畫相配的多媒組織方式成為日本人

習賞唐詩的基本模式，畫譜中的基本圖像也在輾轉相承的過程中被不

斷臨摹和拼貼，以詮釋不同詩歌的文字內容。北京大學的劉雪瑽博士

生則在其論文〈從「諸夷門」到「世界民族圖譜」：論《唐物語》中

江戶時代日本人的思想意識〉中，融匯了文化傳播和文獻學的視角，

以文圖學的方法考察奈良繪本《唐物語》所反映的江戶時代日本人的

思想意識和早期民族主義的歷史建構。此外，許多在形式上看似單一

媒介構成的作品實際上也同樣也是多媒介互動的產物。在分論壇「古

典文圖學」中，浙江理工大學的李碧老師以〈屈原形象的圖像轉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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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文化的傳播〉為題，探究屈原（約343 -約278BC）圖像的歷史形

成。李碧指出，在屈原形象的歷史生成中，詩文、史籍、戲曲的文字

記述與屈原畫像的圖像描繪始終彼此交織、相互影響。在這個意義

上，屈原的畫像並非是由「圖」這一元媒介構成的，其內部預設了詩

文、史籍、戲曲等文字媒介的限定。此外，臺灣師範大學的陳明緻老

師在其論文〈敘述與評論：明代文言小說合集插圖的「豔」視角〉中

也強調，繪制插圖是明代小說出版的常態。因此，「小說」本身也並

非單純的文字文本，書籍所附的插圖對故事情節的提取、對小說敘述

的評論，都構成了整個小說意義生成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和閱讀小

說本身也變成了一種跨媒介的實踐。

另一方面，文圖學的「文」並不僅指文學或文字文本，也包括肢

體文本和聲音文本。因此從媒介的角度看，文圖學不僅強調文字和圖

像之間的互動，更關注包括視聽在內的各種感官媒介和感知經驗的互

動。在這個意義上，文圖學的跨媒介研究方法本質上是從媒介文化的

角度出發，突破古今時間的限制，將各不相同的媒介形式放在人類感

官經驗的視野下加以考察。因此，本次論壇不僅對東亞地區的傳統文

圖作品加以探討，也囊括了「香港電影」、「當代電影」、「東亞

的紀錄影像」、「多媒體探討」等當代視聽文化和新媒體研究。例

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朱翹瑋老師發表〈瘟疫電影中的文與圖：

《昨天今天明天》（1970）和《76天》（2020）中的共同體建構〉一

文，通過細讀和對比香港導演龍剛（1934-2014）1970年的瘟疫電影

《昨天今天明天》和美籍華人導演吳皓、陳瑋曦2020年的紀錄片《76

天》，以兩部影片的「文」、「圖」互動和視聽語言為基礎，揭示瘟

疫電影當中的後國界和後人類共同體想像。臺灣國立中興大學陳國偉

老師則將電子遊戲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發表了〈情感（不）教育：

《返校》的跨媒介改編與視覺性再生產〉一文，試圖從跨媒介改編的

角度出發，探討遊戲《返校Detention》、小說《返校：惡夢再續》，

以及同名電視劇之間的視覺轉譯和生產，並追問遊戲跨媒介改編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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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政治與現代美學張力。

綜上，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採取一種跨媒介的研究方

法，不僅嘗試在經典文本中發掘其內部多媒互動的可能，獲得對於經

典文本和既定歷史的新見；還主張從媒介文化的角度出發，強調視

覺、聽覺等人類共通的感知經驗，並由此突破古今時間的限制，在傳

統的經典文本之外，將電視電影、電子遊戲等諸多當代媒介文化作為

東亞文化研究的全新生長點。

（三）「雅」與「俗」：日常化的研究視野

羅伯特‧芮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曾在《農

民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對文明的一種詮釋》（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一書中指出，

文明內部總是結構性地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傳統，即所謂「大傳統」

（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其中，「大傳

統」指的是「由為數很少的一些善於思考的人們創造出來的」、「在

學堂或廟堂之內培育出來的」菁英文化傳統；而「小傳統」則是「由

基數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會思考的人們創造出的」、「自然萌發

的」民間文化傳統。
6 李亦園（1931-2017）將這一組概念運用於中國

文化的語境之中，進一步指出「大傳統」對應於上層士大夫或士紳階

層所創造的精緻書面文化，或者說是「雅」文化；而「小傳統」則是

下層民間所創造的、偏重口語的「俗」文化。
7

長期以來，由於研究材料和研究視野的限制，對東亞文化的考察

常常偏重經典文本為代表的「雅」文化，缺乏日常的、民間的「俗」

6 
〔美〕羅伯特‧芮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著，王瑩譯：《農民社會

與文化：人類學對文明的一種詮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94-96。

7 
參見李亦園：〈民間文學的人類學研究〉，《民族藝術》1998年第3期
（1998年9月），頁164-166；李亦園：〈從民間文化看文化中國〉，《中

國文化》1994年第2期（1994年12月），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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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視野；在媒介層面上則偏重書面文化，而輕視包括口語在內的其

他媒介文化形式。可正如葉舒憲所說：「判斷傳統的大與小，不應看

是否掌握文字書寫權力，而需要用歷史時間的尺度來重新權衡」。
8 

換言之，詩文、書畫這類書面媒介的菁英「雅」文化只是文明中的一

個「小」側面，而真正大眾的、寓於書面媒介之外的「俗」文化或許

才是文明真正的主流。在這個意義上，運用文圖學進行東亞文化研究

的重要意義在於擺脫「雅」文化的菁英立場，以日常化的研究視野，

將書面媒介之外的、被忽略的「俗」文化視為與「雅」文化同樣重要

的研究對象。

一方面，本次論壇延續了傳統東亞文化研究對經典書面文本與

「雅」文化的重視，以分論壇的形式探討了「藝術交流與傳播」、

「華文文學新動向」等議題。例如，在「藝術交流與傳播」分論壇

中，日本大阪大學的林曉光老師發表了〈米芾書法真偽與傳世米集的

文本問題〉一文，取現存米芾（1051-1107）文集《寶晉英光集》、

《寶晉山林集拾遺》二書與《英光堂帖》、《群玉堂帖》等米芾書法

帖進行對勘，探究米芾文集的文本變異軌跡。林曉光認為，米芾的書

法帖是後世補綴米芾文集的主要文本來源，但由於所補書法帖的真偽

存在差異，導致米芾文集在編纂的過程中形成了兩類不同的文本。一

是依據真跡補綴，雖然在文本具體內容上做了改動，但其文本層級

高，內容精確；二是依據偽託的贗品，這類文集補綴則在書法圖像與

文本的交織作用中，以假亂真，造成文本的劣化。而在「華文文學新

動向」分論壇中，香港公開大學的熊志琴老師發表了題為〈冷戰中的

文學現場：重讀趙滋蕃《半上流社會》〉的論文，通過細讀「反共作

家」趙滋蕃（1924-1986）的小說《半上流社會》，揭示了冷戰背景

下臺港文學與政治的交纏互動。香港公開大學的鄺文峯老師也同樣關

注當代小說文本，發表了〈雨林「能動性」的轉移：論張貴興《野豬

8 
葉舒憲、陽玉平：〈重新劃分大、小傳統的學術創意與學術倫理〉，《社

會科學家》2012年第7期（2012年7月），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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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中的動物書寫〉一文。該文聚焦小說《野豬渡河》中的動物書

寫，揭示了西方殖民者、華人、日本人、原住民在婆羅洲土地上的多

重角力。

另一方面，除了對書面文本與「雅」文化的討論，繪本、服飾、

商業廣告、流行歌曲等日常的大眾文化形式也在文圖學的視野下，成

為本次論壇討論的重要議題。舉例而言，在分論壇「廣告文圖學」

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衣若芬老師發表了〈幸福青春夢：1880年

代至1960年代新加坡華文報紙廣告中的愛與性〉一文，梳理了1880年

代到1960年代之間的新加坡華文報紙的性用品廣告。通過對這些廣告

的文案話術和文圖關係的探究，衣教授指出，性用品的商業廣告憑藉

其文圖運作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文化意象，將商業宣傳的重點從商品的

使用價值轉移到關於「幸福」、「青春」和「夢想」的文化概念上

去。此外，在分論壇「東亞服飾與儀式圖像」中，臺灣成功大學的廖

伯豪老師以17世紀至20世紀日本、朝鮮、琉球、越南等地區傳世的清

代中國龍蟒紋織物為研究對象，發表了〈論中國龍蟒紋服飾文化的海

外變異：以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傳世17-20世紀中國龍紋織物為核心〉

一文。在考察各地使臣文獻日記和中國龍蟒織物變異模式的基礎上，

廖伯豪指出，中國龍蟒袍料和成衣以清代官員吉服的名義，通過朝貢

或商貿途徑傳入安南、琉球、日本等地，並在各國傳統服裝形式、宗

教、政治等因素的影響下而經歷改制，跳脫出其原本的清制框架，呈

現出各不相同的在地性面貌。不寧唯是，本論壇還設立了「臺灣視

聽文化」的議題，不僅將研究對象由「雅」文化擴展到日常大眾的

「俗」文化範疇，還將當代流行歌曲這一特殊的聲音媒介形式納入了

研究視野。其中，臺灣大學的劉建志老師發表論文〈臺灣流行歌曲在

演唱會中的概念流動：以五月天、蘇打綠樂團的演唱會為例〉，討論

了臺灣流行歌曲在聲音表演、感知體驗，乃至商業形態方面的變異脈

絡。劉建志認為，臺灣當代流行歌曲的商業形態發生了由「專輯」到

「演唱會」的轉變，不僅以「演唱會」的即時性打破並重組了「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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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生產所內含的固定敘述脈絡，還以現場視聽的方式在號召政治、

文化、世代認同的過程中，實現了「想像的共同體」之建構。除此之

外，在分論壇「臺灣文圖交織」中，韓國釜山國立大學的翁智琦老師

發表了〈戰後臺灣農村與反共現代性：論《豐年》圖像小說〉一文，

以戰後臺灣《豐年》雜志的文圖內容為研究對象；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學的林詩叢博士生則在分論壇「文學與圖像理論」中發表了〈莫

里斯‧桑達克的圖畫書敘事藝術：自傳書寫、心理再現、經典文學

之互文〉一文，以插畫家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Bernard Sendak，

1928-2012）的繪本作品為研究對象。

綜上，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意在擺脫「雅」文化的菁英

立場，以日常化的研究視野，一方面延續對經典書面「雅」文化的探

討，另一方面則試圖將「俗」文化視為與「雅」文化同樣重要的研究

對象，拯救書面媒介之外的、被忽略的大眾文化。

（四）「學」與「道」：跨學科的研究趨勢

石守謙院士曾經總結了「東亞文化」研究的三重路徑：其一聚焦

於抽象的思想層面，包括東亞儒學、文學，乃至政治學的研究；其二

則重視具體的民生物質層面，以東亞朝貢體制的研究為代表，關注

東亞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其三則是居於思想與貿易之間的「文化意

象」研究。在他看來，「東亞文化」研究的第三重路徑既包括了理念

層次的思想和想像，也訴諸物質性的存在形式，因此「研究者勢必得

尋求另一種超越單一由學術、政治、宗教、經濟角度切入之既有模

式，以一種不能受其限制，而又足以適時將之統合在內的關照格局，

來重新反省『東亞』之作為整體的可能性」。
9

在這個意義上，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正是對石守謙院士

9 
參見石守謙：〈由文化意象談「東亞」之形塑〉，收於石守謙、廖肇亨

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第十一至十八世紀間中日韓三地的藝文互

動》（臺北：允晨文化，2011年），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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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第三種路徑之拓展。根據衣若芬老師的看法，文圖學研究總

體上有兩大關注點，「一是探討文本自身，提出闡述。依序為視其外

觀、察其類型、解其形構、論其意涵……另一是文本周邊脈絡，例如

生產機制、使用情形、社會網絡、流通過程等現象」。
10 前者對應的

是圖像、符號、文獻，乃至文學、藝術等抽象的思想研究；後者則關

涉生產、消費、分配、傳播等物質層面的研究。因此，文圖學視野下

的東亞文化研究不僅意在探究文本符號、思想之外的物質生產與相關

行動，也反映了東亞文化研究中的跨學科研究趨勢。

一方面，本次論壇不僅有對東亞文化作品文本層面的探討，也關

注與作品周邊脈絡相關的物質文化和行為儀式。例如，在「藝術交

流與傳播」分論壇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蔡佳敏博士生發表了

〈韓國古代赤壁船遊的從眾效應與逆勢行為〉一文。蔡佳敏指出，蘇

軾（1037-1101）《赤壁賦》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文本層面，它深刻塑

造了韓國古代文人的行為活動，開啟了韓國文壇數百年間的赤壁船

遊。在考察韓國古代文獻的基礎上，蔡佳敏跨學科地從心理學的角

度，運用「從眾效應」（herd mentality）與「逆勢行為」（contrarian 

behaviour）的概念，嘗試分析韓國古代文人參與赤壁船遊活動的內在

心理動機。與此同時，日本關西大學的邱吉博士生也將研究重點從作

品文本轉向了與之相關的展覽活動，發表了〈展示與傳播：1931年宋

元明清名畫展覽會探析〉一文。該文以1931年中日在東京府美術館合

辦的宋元明清名畫展覽會為研究對象，由展覽會的籌劃過程、相關評

論、參展群體等作品周邊脈絡出發，探究參展作品的藝術特徵及其對

日本美術界的影響。邱吉指出，該展覽會既是對「藝術大眾化」思潮

的延續，也使得石濤（1642-1707）和八大山人（1626-1705）等頗具個

性的藝術家在日本被奉為文人畫的新典範，成為「現代性」的偶像。

另一方面，在本論壇的諸多議題下，文學、藝術、哲學、經濟、

10 
衣若芬：〈文圖學：學術升級新視界〉，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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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單一學科研究被整合進了視覺文化的跨學科探索之中。「日本

的媒介與新版畫」分論壇聚焦於近代以來日本的印刷文化，探究印刷

媒介的視覺經驗對近代日本乃至東亞的影響。其中，美國俄克拉荷馬

州立大學的梅西‧詹寧斯（Macy Jennings）老師發表了〈日本新版畫

中的女性身體表現〉一文，通過對日本新版畫圖像內容和印刷過程的

研究，從形式風格和物質技術兩個層面，探討了日本新版畫中的女性

身體表現，並進一步揭示日本女性的家庭和社會角色在江戶至明治時

代的複雜轉變。日本大阪大學的董兆恆（Thom Van Dam）老師則以

甲午戰爭前後日本的報載漢詩為研究對象，發表了〈甲午戰爭時期日

本文人眼中的臺灣：以報載漢詩文為中心〉。該文從印刷文化的角度

出發，分析了以乙未戰爭為主題的日本漢詩，揭示日本與臺灣在特殊

歷史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國族運作。

此外，在「二十世紀東亞的視覺文本」分論壇中，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學的李逸博士生發表了〈銀海生光：清末民初的眼鏡廣告與視覺

現代性〉一文，以清末民初的報刊眼鏡廣告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從文

圖互動的角度出發，探究清末民初的視覺話語建構；另一方面則在媒

介技術的維度上，探究眼鏡作為一種視覺矯正技術，對清末民初國民

身體的塑造。同樣是在視覺現代性的語境下，香港公開大學的邵棟老

師的〈大世界遊樂場與《大世界報》：1910年代世界主義的上海異托

邦〉一文則立足於上海大世界遊樂場的空間文化與《大世界報》的視

覺經驗，揭示了遊樂場的刊物文本與現實空間之間的視覺轉換。在該

議題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孔令俐博士發表了〈記憶的外化、重

塑與折疊：中國早期攝影中的西湖風景〉，以民國時期的西湖風景影

集為研究對象，探究西湖風景的圖像出版與傳統風景繪畫在視覺表達

和視覺生產上的互動和轉譯。

由此可知，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不僅關注文本內部的結

構、形式和思想意涵，還強調文本外部的物質生產、消費、分配、傳

播，試圖將文學、藝術、哲學、經濟、社會的單一學科研究整合進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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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文化的跨學科探索之中，突破既有之「學」，求問貫通之「道」。

三、結語：跨越時空、媒介與學科的藩籬

正如文圖學本身的命名所示，它並不滿足於在「文」或「圖」的

固定範疇中實現自我的存在，其生命力始終在於介乎「文」、「圖」

之間的、自我生成的狀態之中。而自我生成、不斷更新的衝動也正是

「東亞」這個跨越民族國家界限之區域性概念的文化價值所在。

事實上，在本論壇中，「跨越」成為了文圖學視野下東亞文化研

究的核心關鍵詞。在時空層面上，文圖學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不僅

跨越了古今界限，將古代經典文本與當代流行文化冶於一爐；還在空

間上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話題既涉及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臺

灣等東北亞地區，也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納入了「東

亞」的研究視野。此外，在媒介的層面上，本論壇不僅嘗試以跨媒介

的研究方法，在經典文本中發掘其內部多媒互動的可能；還主張在經

典書面文本之外，發現更多元的媒介文化傳統。在此基礎上，文圖學

視野下的東亞文化研究最終跨越了單一的學科界限，試圖將文本內外

的諸種因素整合進視覺文化的跨學科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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