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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图文互文思想的特质及意义刍议

龙其林，聂淑芬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陈平原是我国图文互文领域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其在长期的图文互文实践过程中出版了一

系列特色鲜明的图文互文著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图文互文思想。陈平原主张编撰者根据严肃学术著

作和普及性著作的差异，分别采用有限度的图像史料和图文并茂的图像史料两个不同的编撰策略对之

进行编撰，并在图像史料的选择中贯注充分的人文关怀意识。陈平原认为在图文互文著作的编撰过程中，

编撰者应尽可能选择契合历史时代、贴近历史现场的图像史料；他还注重从大文化视野审视图像史料，

力求在涸泽而渔占有图像史料的基础上透视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陈平原的图文互文思想推动了

晚清报刊研究的多元化，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审美观念和史料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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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hen Pingyuan’s 
Intertextuality Thought of Pictures and Texts

LONG Qilin, NIE Shuf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Chen Pingyuan is a representative scholar who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ictures and texts in our country.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ictures and texts, he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distinctive works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ictures and texts, 
forming a unique thought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ictures and tex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rious academic works and popular works, Chen Pingyuan advocates that compilers should adopt two different 
compilation strategies of limited im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llustrated im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ay 
attention to full humanistic care consciousness in the selection of im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Chen Pingyuan 
believ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intertextual works of pictures and texts, compilers should choose as much 
im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possible that fit the historical era and are close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He also paid 
attention to examining the im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great culture perspective, and tried to see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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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a specific period on the basis of the im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taken to the 
utmost extent. Chen Pingyuan’s intertextuality thought between pictures and texts promot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newspaper research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nriched the aesthetic and historical concep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had important academic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Chen Pingyuan;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ictures and texts;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images; humanistic 
care;  great cultural perspective; research on pictorial in late Qing Dynasty;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图像与文字、图像与文学之间本就具有某种天

然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成为了图文互文理

论的出发点。“互文性”这一术语由法国理论家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小说》（1966
年）一文中提出，随后克里斯蒂娃在《封闭的文

本》（1967 年）与《文学创作的革命》（1974 年）

中对“互文性”的语义作了更明确的探讨，她认

为互文性是指词与词、文本与文本之间可以互相

吸收与转换。经过罗兰·巴特、麦克·里法特尔、

吉拉尔·热奈特、安东尼·孔帕尼翁等人的研究，

“互文性”的定义涵盖范围越来越广。程锡麟在《互

文性理论概述》中提出，可以从广义与狭义的概

念来界定“互文性”，他认为广义的互文性是指

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

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狭义的互文性是指

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

之间的关系。在读图时代的文化语境下，运用图

文互文法研究中国文学逐渐成为时尚，一批图文

并置、意义共生的文学研究著述涌现，学界不少

研究者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关注与探究。研究者

借助于图像元素，不仅可以通过细节和画面使自

己的观念得以形象化、立体化，有利于还原历史

的斑驳面貌和立体形象，而且图文互文的插图与

配文亦可互补互证，促进新的意义空间的生成，

从而增强文学研究的现场性、趣味性与多维性。

这种新兴的研究思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有了新

的视角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图文互文实践中的

思想和经验的探究、总结，则成为了值得关注的

焦点。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图文互

文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作品及封面、文学文化研

究著作的图像与文字的关系进行，而在图文实践

者的图文互文思想研究这一方面则只有为数极少

的文章。笔者曾撰写过《杨义图文互文文学研究

思想综论》《论杨义的图文文学史著实践与互文

理论》《从“插图”到“图志”——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著中的图文互文类型、时空建构及问题》《从

空间图像到文学地图——中国文学图文研究著作

中的地理史料、地图观念及互文经验》《美术图

像史料与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的意义建构》

等系列文章，对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图文互文现象

及代表性学者杨义进行了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内

笔耕不辍，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地位的知名学者，

而且他也是长期在图文互文实践领域内成果卓著

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陈平原从 1998 年开始出版图

文书籍，在 20 年的时间内出版了多达 26 部图文

著作。他既创造性地提出了图文互动既在版面状

态又在生产过程的观点，又富于前瞻性地强调了

学术类图文书籍限制插图活动的必要性，这些观

点在如今的读图时代显得振聋发聩。陈平原的图

文互文思想发展历程体现出其“求变”的治学思想，

也是他学人角色自觉性的体现。陈平原的图文互

文思想拥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其图文

互文实践有效地避免了图像史料的雷同以及图像

与文字脱节的问题，同时他所倡导的学术类图文

书籍需要限制插图活动的观点也在后来陆续得到

了验证。他认为应预防图像对文字的霸权，以便

保持学术文字的魅力，提出图文互动的关键在于

图文之间的对话与协调。鉴于目前尚无针对陈平

原图文互文思想研究的文章，笔者拟在系统梳理

陈平原图文互文实践基础上，对其图文互文思想

进行初步归纳，总结其图文实践的特质，以期推

动国内文学图文互文实践研究的发展。

一 图像史料与人文关怀

进入图像化时代后，“文学危机”说盛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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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担心图像转向会影响原本的文学研究与

文化书写，对图像史料进入学术著作持漠视或抗

拒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文学研究的图像转向

抱有极大的热情，积极地将图像史料引入学术研

究。陈平原敏锐地察觉到了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地

位变迁，他采取了辩证看待及处理的方式，主张

在严肃的学术类图文著作中限制配图，以保持著

作的学术性与图像的独立价值，同时在普及类的

图文著作中秉持人文关怀的立场，在书籍编排时

尽量采取图文并茂的策略，努力兼顾专业读者与

普通读者的兴趣。

陈平原在编撰严肃的学术著作时，认为应对图

像史料进行有限度的使用，提出在学术类图文互

文著作中应限制图像史料的策略，包括限制图像

的数量、色彩、出现的频率等。在他看来，生动、

直观、形象的图像，若以同样的篇幅与文字并置

会影响文字的叙述及受众对文字内容的关注，若

配图与文字联系不紧密，必将影响学术著作的品

味及学术含量，因此适当限制学术类图文著作的

图像活动显得非常有必要。限制图像史料在严肃

学术著作中出现的比例和频率，可以使学术著作

既保持文字的魅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凸显重要图

像的史料价值与审美趣味。陈平原的学术专著《从

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即鲜明地体现了其有限度

的图像史料思想。该书选取李贽、陈继儒、袁宏道、

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等为研究对象，

一方面探究其“为人”的人格与趣味，一方面探

究其“为文”的创作特色与风格路数，渗透着陈

平原对明清散文的体味与判断。在《从文人之文

到学者之文》中，陈平原仅在每一讲的标题下插

入一幅相关的人物图像以呼应正文，除此之外并

不大量点缀插图于文字叙述之间。第一讲《别出

手眼与放胆为文——李贽的为人与为文》的主标

题下，放置了一幅李贽身着明代朝服头戴四品梁

冠的肖像。肖像上的李贽五官鲜明，脸部轮廓偏

坚硬，表情严肃，呼应了文中所叙李贽刚肠直胆、

直气劲节的个性，也印证了李贽曾经为官的史实。

陈平原不仅在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学进行研

究时极简约地使用着图像史料，而且在对现代大

学教育史的研究中也秉持着有限度地使用图像的

原则。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陈平原

贯彻了其限制配图的主张。他仅在每一章节后单

独放置几张或几十张的图像史料，努力限制图像

史料在著作正文中出现的频率，但又尝试保持图

像史料的独立价值。在该书第一章，他于文末连

续放置了 37 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学内迁的老照

片，这些老照片包含了战时书影、校舍风貌、内

迁路上情景、学生复课场景、校运会颁奖、校庆

留影、学校旧址、毕业留影等等。在著作一章中

使用近 40 张图像史料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少，但由

于图像史料被并置于章节文字叙述之后，与正文

内容间隔了一定的距离，其并未对文字叙述造成

干扰，尽可能保持了学术著作自身的完整性。

如果说陈平原在严肃学术研究著作中主张有

限度地使用图像史料的话，那么他在编撰普及型的

著作中则尽可能地追求图文并茂的效果，表现出

对于人文关怀的鲜明追求。陈平原在普及型图文

互文著作编撰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编辑策

略与旨趣，他努力在研究内容、书写策略、互动

方式等方面努力兼顾学术品味与大众趣味，使图

文著作不仅保留着鲜明的学术氛围和探索的精神，

而且雅俗共赏，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图像晚

清：< 点石斋画报 >》与《图像晚清：< 点石斋画

报>之外》皆是陈平原秉持着人文关怀的精神而著，

他坦言“编一册好看的图文书，兼及大众与专家，

这是当年与夏晓虹合编《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

时就定下来的‘宗旨’”[1]2。《图像晚清：< 点石

斋画报 >》一书从《点石斋画报》4000 幅图像中，

选取了 160 幅关于晚清生活状况的图像放在书籍

版面的右侧，在书籍版面左侧则放上诗文、笔记、

报道、日记、档案、竹枝词、教科书等各种文字史料，

用来佐证、旁证或反证书籍右侧的晚清图像资料。

作者不在书籍中作多余的阐释，仅仅把 160 幅图

像资料分成“中外纪闻”“官场现形”“格致汇编”“海

上繁华”四大主题，让读者自己结合书籍的文字

与图像史料进行体会。这种让读者自由解读的方

式使这本书不仅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也获

得了普通读者的关注，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

读者都可以通过著作中的图像史料一览晚清社会

风貌。《图像晚清：< 点石斋画报 > 之外》一书更

是介绍了多达 28 种晚清画报，每种画报配 10 到

20 幅图像，著作所选图像史料与文字研究内容，

专业学者与普通读者皆可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史料。

在《飞影阁画报》与《飞影阁画册》这一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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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介绍了晚清画报中的著名画家吴友如，说

明了吴友如为何退出《点石斋画报》而另起炉灶

创办《飞影阁画报》，而后又如何将《飞影阁画报》

改成《飞影阁画册》；接着讲述了吴友如在仕女

画方面的绘画才华，并从文化史与新闻史的角度

评价了吴友如改画报为画册的行为；最后则指出

《飞影阁画报》（含《飞影阁画册》）的作品不

全出于吴友如，亦出于与其绘画风格类似的周慕

桥手笔，并引用为《吴友如画宝》作序的范曾所言，

认为吴友如最大成就在于精微地刻画了晚清社会

众生相。论及吴友如的绘画之特色时，陈平原在

文中写道：“以描慕吃西餐这一场景为例，吴之《别

饶风味》与后来的海上游戏主《海上游戏图说》

之‘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1989）、梦花馆主

江阴香《九尾狐》初集第九回‘番菜馆赴约会伶人’

图（1918）相比，明显高出一筹。这就难怪渴望

‘独运精思’的吴友如会不满足于充当配角，而

倾向于自办画报——甚至改众人合作的画报为‘皆

余一手所绘’的画册。”[1]9 陈平原在普及型的图

文著作中喜欢使用简洁生动的文字，并在文中标

出了可以对照参看的图像标注，使图像与文字的

版面编排错落有致，普通读者亦可玩味图文互文

的隐含意义。

二 大文化视野与图像之历史语境

在长期的图文互文实践中，陈平原不满足于使

用现有的图像史料，而致力于发掘更多未知的图

像来源，在搜集、梳理、归类、阐释中不断拓展

图像史料的多元渠道，使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

呈现出新颖性、知识性、审美性特点。陈平原在

图像史料选择时具有大文化视野，而在解读图像

史料时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得以呈现，这使其晚清

画报研究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为了尽可能地还原

历史，他注重搜寻、使用与历史事件同一时期的

图像史料，以使图文互文语境保持一致。

陈平原将图像史料置于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在对事物进行立体考查中呈现出宏大的观察视野

与深厚的史学功底。他在图文研究著作图像史料

的选择上不受载体的限制，突破了许多学者只关

注期刊、书籍中图像的局限，尽可能在更为广阔

的范围内进行图像史料的搜集，并尽量使用贴近

历史现场的、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图像史料。在《左

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的“前言”中，

他这样阐述自己使用图像史料的思考：“同样关

注《点石斋画报》在传播时事与新知方面的意义，

我的论述，兼及新闻史、绘画史与文化史，尤其

关注图文之间的缝隙，坚信正是这些缝隙，让我

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

复杂性，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与其他学者不

同，我关注的是整个晚清画报，不仅仅局限于《点

石斋画报》一家”[2]7。基于大文化的视野，他努

力在大量的图像史料基础上进行宏观把握，通过

各种图像史料的相互验证、对质来追寻历史真相，

并尝试捕捉晚清社会中各种易为人忽略的文化细

节和社会心理。

国内学者对于晚清画报的研究多以《点石斋画

报》为主要材料，但若要更好地呈现晚清最后 30
年的历史巨变与社会风貌，则需要将研究视野扩

展到整个晚清画报。唯有尽可能地搜集晚清画报，

对图像史料进行辛勤辨析，才能更客观、完整地

呈现晚清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民众心理。陈平原在

研究晚清画报时不仅关注《点石斋画报》中的图

像史料，而且还对同一时期的画报图像史料进行

了涸泽而渔的收集，以便从中透视出晚清社会的

众生相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丰富文化信息。在《图

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中，陈平原搜集了《启

蒙画报》《时事画报》《北京画报》《星期画报》

《人镜画报》《醒俗画报》《益森画报》《浅说

日日新闻画报》等在内的 28 种晚清画报，每种画

报配 10 到 20 幅图像，图像史料极为丰富。在《左

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中，陈平原

从文化史、新闻史、绘画史等视角入手，通过对

照解读《点石斋画报》与其它晚清画报，探究了

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新闻与石印的关系、

晚清作家可能的知识来源、晚清女学兴起的历程、

晚清画报中帝都北京的想象等问题。陈平原广泛

地搜集与解读晚清报刊图像史料，使著作呈现出

恢弘的历史气势与深刻的理性判断。

除了大范围地关注、搜集晚清报刊图像史料

外，陈平原在图文互文的实践中还特别注重寻找

契合历史发生现场、与历史事件产生于同一历史

阶段的图像史料。其《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

代中国》《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抗

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等著作通常选择具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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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感及与历史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图像史料，

竭力揭示出历史的斑驳面影和复杂形态。《触摸

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在讲到“五月四日

那一天”时，使用的图像史料包括“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5 月 4 日天安门前的

集会游行”“受气东交民巷”“冲向赵家楼的游

行队伍”“被捣毁的曹汝霖家中器具”“军警逮

捕学生”等，为读者理解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逼

真的图像环境。这些图像史料皆为五四运动爆发

当日或前后所拍摄，具有贴近历史现场的载体价

值，通过这些照片从而将五四运动的发展进程、

矛盾爆发点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谈到“五四”人

物李大钊时，陈平原选择了“1914 年李大钊摄于

东京的和服像”“1919 年《新青年》5 卷 5 号上

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

什维主义）的胜利》”“1922 年李大钊（后排右三）

与北京女高师毕业班合影”“李大钊在 1927 年就

义前的留影”等图像史料，它们多在五四运动的

前后 10 年之间形成，贴近历史事件，具有很高的

可信度。正是借助于这些贴近历史语境的珍贵图

像史料，《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努

力引导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触摸五四这段历史时，

陈平原借助丰富的图像史料不仅探讨了五四运动

的发生过程，生动地再现了五月四日那一天的历

史场景，而且将五四人物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下

进行分析，使读者对这些历史人物、五四运动的

复杂性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陈平原擅于从图像史料的历史语境出发，考察

它们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他在《看图说书：小

说绣像阅读札记》中曾说：“过去我做小说研究时，

不曾考虑图像的因素，也很少将小说流通与读者

接受考虑在内。与小说文本同行的绣像，其功能

并非只是便于民众接受，选取什么场面、突出哪

些重点、怎样构图、如何刻画等，其实隐含着制

作者的道德及审美判断。把这些东西考虑进来，

很可能会改变已有的小说史论述。” [3]135-136 在《看

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中，陈平原选取了

《红楼梦》《金瓶梅》《剑侠传》《聊斋志异》《淞

隐漫录》5 部明清小说的插图“略加解题”，或引

申发挥，使读者能够较好地理解文学生产的途径

以及图文配合的方式。通过图像史料来考察小说

史这一理念，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

报研究》一书里得到发展。他在该书《从科普读

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一

章中指出，学界对晚清科学小说创作进行考察时

出现了漏洞，即中国科学小说虽受到域外小说启

示，但其借鉴的途径并非一味依赖西方的科学小

说。他认为中国作家开始借“飞车”驰骋想象时，

以写科学小说而闻名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才刚

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作家创作科学小说不可

能只受域外科学小说的影响。他力图考察晚清作

家们如何获得写作科学小说所必备的兴趣与能力，

为此他勾勒出晚清科学小说中的“飞车”系列形象，

考察了晚清画报刊行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

时事与科学杂志、突出平民趣味的画报、古来传

说之被激活和重新诠释等，以此为线索追溯彼时

作家们可能的知识来源，认为这种获取知识的途

径既成全又限制了晚清科学小说的发展。他在著

作中运用了大量晚清图像史料，尽可能复原历史

现场，拓展晚清研究视野，在对图像史料的知识

谱系考察中为晚清科学小说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观

点。

三 晚清画报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

晚清画报是了解晚清社会现状、市民生活、

风土习俗、西学东渐的绝佳窗口。陈平原意识到

晚清画报图像史料蕴藏的巨大价值，积极地辑录、

校读和阐释图像史料，以图文互文的方法对晚清

画报进行了大量研究。2000 年 10 月贵州教育出版

社出版了陈平原编选的《点石斋画报选》，此后

他又陆续出版了《晚清图像：< 点石斋画报 >》《左

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图像晚

清：< 点石斋画报 > 之外》等晚清画报研究著作，

正如其所言：“作为作者，我则更关心在图文书中，

如何保持文字的魅力。”[4] 与一般的图像史料编

选著作不同，《图像晚清：< 点石斋画报 >》摘取

了 160 幅关于晚清生活状况的图像，按“中外纪

闻”“官场现形”“格致汇编”“海上繁华”分

成四大主题，以左文右图的形式排版，形成图像

与文字的对峙或互补，借此引发出更大的阐释空

间。陈平原在此书的“导论”里，对于《点石斋画报》

的诞生、刊行宗旨、传播手段、素材来源及其重

要地位进行了详细论述，使读者对《点石斋画报》

有了直观而全面的了解。在《图像晚清：< 点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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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报 > 之外》中，陈平原进一步搜集整理了 28 种

晚清画报的图像，为读者了解晚清社会生活、教

育文化、民俗仪式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左图

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更是选取了

200 多幅精彩纷呈的晚清画报图像史料，按 5 个研

究主题分类进行阐释，通过晚清画报了解传媒在

晚清时期传播时事新知的方式与意义，探究以图

像为主题的叙事与以文字为媒介的叙事异同。随

着其图文互文思想的日趋成熟，陈平原对晚清画

报的研究也从简单地整理、编选图像史料，发展

到积极运用图文互文方法探讨画报图像史料与文

字叙述的互补、对峙关系，其对晚清画报图像史

料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学研究图文

互文著作重新出现，不少学者意识到图像史料在

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对图文互文著作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冰心主编的《（彩色插图）

中国文学史》、杨义主笔的《中国新文学图志》、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贺绍俊

和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吴福辉的《中

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曹卫东的《彩

图版中国文学》、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

史（插图本）》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国

文学研究著作中使用图像史料，图文互文法在中

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使用误区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些研究者在选择图像史料时，出现了图像史料

配置方式单一，或过度使用图像资料的问题；另

一些研究者则不太注意搜集稀见图像史料，相同

图像史料重复使用、相似度较高等问题比较突出；

还有一些研究者忽略了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图文

著作中存在着图文关系松散、图文语境破碎现象；

等等。在长期的图文互文著作编撰实践中，陈平

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图文互文思想，其对解决当

前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首先，他认为图文研究著

作中的图像史料必须来源可靠，且应具备一定的

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人物的照片应尽量贴近历

史叙述，以不超出事件后 10 年的拍摄时间为宜。

其次，图像史料的采集应突破仅仅使用照片、宣

传画册这一局限，而应扩大图像史料的采集范围，

以此来避免图文互文著作中图像史料雷同的问题。

第三，针对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图文

著作的图像与文字必须相呼应，达成良性的互动，

以此引发出更大的思维与阐释空间。第四，他认

为需要保持学术类图文书籍的文字魅力、突出图

像史料的独立价值，将图像与文字放在平等的地

位进行对话、交流，改变视图像史料为文字附庸

的观念。第五，他认为图文互文著作的最佳状态

是图像与文字形成互为因果、互相阐释、彼此论

证的关系，其对图像史料的解读应构成全书的重

要支柱。

在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实践中，陈平

原出版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触摸历史与进入

五四》《图像晚清：< 点石斋画报 >》《图像晚清：

< 点石斋画报 > 之外》《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

清画报研究》《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等一批

善于运用图像史料、新见迭出的著作。他对自身

的图文互文实践进行认真总结，提炼出许多具有

普范意义的理论与概念，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图

文互文的经验，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图像视野

与互文方法，这些经验、理论与方法值得学术界

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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