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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久以來，視覺文化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一直不是簡

單的包含關係。雖然文化研究也是視覺文化研究形成

過程中的一整群重要的理論和問題線索來源，但由藝

術史、設計史、建築史及電影╱媒體╱傳播研究而來的各種領域擴

張和跨越動力，也是視覺文化研究興起中的重大的推動力量。Jessica 

Evans和Stuart Hall曾在〈何謂視覺文化？〉(1999)一文中表示，雖然

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論成份中充滿了視覺比喻及與觀看相關的語彙，但

視覺的問題卻在一般的文化研究中受到忽略。除了提出視覺在傳遞意

義過程的特定作用方式之外，這兩位作者更引用了W. J. T Mitchell於

1994年發表的一個重要篇章〈圖像轉向〉(The pictorial turn)，說明視

覺文化中的主要基本元素包括「視覺性」 (v i sua l i ty )、「觀看機制」

(appara tus )、「社會建制」(institutions)、「身體」(bodies)、「形像

性」(figurality)。

在視覺文化這個正在興起，並且充滿變動性的研究領域裡 ──另

一位視覺文化研究選文的編輯者Nicholas Mirzoeff在2002年將視覺文

化研究的主要構成元素界定為「視覺事件」(visual event)──我們會

發現，即使John Berger給予後繼者許多靈感的《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發表至今已超過三十年，「觀看」這個主題所涉及到的各種

複雜問題，仍然是視覺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甚至是標誌這個

領域特性的研究主題。觀看既涉及主體面（慾望和認同對於視象的作

用），也涉及客體面（比如使個人客體化的監控），甚至和主體間的

關係建立有關（比如異文化間的相互觀看）。因此，針對視覺文化研

究這個在華文世界尚屬方興未艾狀態的研究領域，《文化研究》這一

期設計了「觀看」專題，藉以構成在各相關學科間的一個對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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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種文本、論述、文化、社會理論中的一個穿越性的問題線索。

本期五篇「觀看」專題論文，無論是許綺玲與曾少千所討論的攝

影機制，趙庭輝與李政亮處理的電影文化場域，或是廖新田所回顧

的台灣視覺藝術史，都是在檢討「觀看」所引發的文化機制與社會詮

釋之問題。視覺再現與觀看模式牽涉了文化內在論述網絡所構聯的

主體自我呈現與他者詮釋，這是值得文化研究探討的領域。許綺玲的

〈變化中的家庭形象(19�0-1990)：快拍照風格與攝影論述中的家庭題

材〉以快拍照此類具有即興、偶然的形式，對照形式自主的攝影科技

與自由新家庭神話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曾少千的〈維克多‧柏根的

攝影─文本：城市漫遊與地方靈性〉分析街頭攝影的紀實類型所反省

的城市生活與社會關係；趙庭輝的〈《西域威龍》：成龍的華人男性

形象〉檢討成龍以丑角化的華人男性形象在好萊塢所製造的文化消費

效應；李政亮的〈視覺變奏曲：日據時期台灣人的電影實踐〉分析日

據時期台灣人如何利用電影以及辯士文化來建構本土化的觀看與「大

眾」的出現；廖新田的〈近鄉情怯：台灣近現代視覺藝術發展中本土

意識的三種面貌〉耙梳台灣近百年來視覺藝術中本土意識與地方色彩

所呈現的文化自我意識之轉變。這五篇論文都深刻地展現出觀看科技

所提出的問題：觀看是技術性的操作，是意識型態的框取，是社會關

係的揭露，更是符號秩序的斡旋。

扣連此「觀看」主題，我們也特別推出活躍於國際的台灣攝影家

張乾琦的人物專訪，以及一篇有關印度攝影的展評，期待它們能將觀

看的問題意識和當今的影像實踐相互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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