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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关系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艺术一直延续着“诗如话”的传

统，即：语言如绘画般生动反映外部现实世界，从而体现了语

言艺术与以绘画、雕塑、摄影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之间的紧密关

系，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说过一句名言：“画

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转引自王安 7 9 ）无独有偶，

中国诗画传统中也有类似的描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书写与视觉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即为语象叙事。古希腊时

期，语象叙事是演讲术中一种重要的修辞技巧，强调运用生动

形象的语言描述绘画、雕刻、器物上的战场图景，打动听众，

以使听者如在场般身临其境，产生心灵的共鸣。近代以来，伴

随着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不少学者如弗兰克、克里格、赫弗

南、米切尔等纷纷对语象叙事进行界定。其中，赫弗南将语象

叙事定义为“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Heffernan 299）。也

就是说，文学再现中的视觉艺术不是真实静止的实物，而是作

为再现的视觉艺术，更确切地说，是文字表述出来的视觉艺术

效果。而这一定义的核心是“再现的再现”（王安 8 1 ），这

业已成为空间叙事研究学界的共识。语象叙事描述的图景、物

品并不存在，而是作者用语言的艺术符号诱发读者的想象，打

破了叙事的时间序列，以画面的空间形式呈现在读者的想象中，

强化了文本的视觉属性。按照这一定义，文学不仅可以描述艺术

作品，展示其视觉效果，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借鉴视觉艺术（如

绘画、摄影、电影等）创作技法，实现文学的技巧创新。

2 　作为“摄影大师”的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

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在群芳争妍的南方文坛上占有

重要的地位。一生获奖众多，成就斐然。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绿

帘》、《宽网和其他故事》，长篇小说《金苹果》、《乐观者的女儿》

等。她曾两度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并于一九五五与一九七

二年先后荣获威廉·迪·豪威尔斯小说奖与普利策小说奖。韦尔

蒂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极有建树，她在绘画与摄影方面也很有成就。

她共出版了五部摄影集，其中以密西西比故乡的特写集《一时一

地》（one time,one place）与《摄影作品》（Photographs，1989）

最出名。韦尔蒂在摄影、绘画和小说上的艺术成就是相辅相成的。

她曾在其自传《一个作家的渊源》中所言，“摄影教会了我在关键

时刻摁下快门捕捉瞬间，这对我而言是最需要的。”(Welty 84)摄

影技术塑造了韦尔蒂善于捕捉画面的能力，熟悉造型艺术语言的

她具有极强的感官意识，赋予了她的小说鲜明的视觉元素。

3　尤多拉短篇小说的中的视觉书写

《绿帘》是尤多拉·韦尔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奠定了

作者的文学地位。在这本小说集中，尤多拉以特有的女性视角观

察周围的世界，凭借女性细腻的笔触书写南方小镇平凡人物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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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和情感。这部小说中，韦尔蒂充分应用了她的摄影技

法，利用文字艺术烘托“可视化”的场景、惟妙惟肖地勾画

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达到“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人类幻象的无

声生命几乎相遇、融合。”（尤多拉 2 4 3 ）而尤多拉借鉴摄影

艺术的文学创作手法正是以言及象的创新手法，本文以《绿

帘》中的部分短篇小说为例子，探讨尤多拉如何在文学创作中

使用摄影艺术手法以及所达到的叙事效果。

3.1《爱心探望》中的语象叙事与反讽主题

反讽通常被视为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作家建立了一

种展现了现实的幻象，只是为了通过披露作者作为艺术家是在创

造与任意操纵笔下人物角色和他们的行为，从而打破这种幻象。”

（M.H.艾布拉姆斯，哈珀姆187）反讽的重要特征就是两极因素的

相互对比，在不着痕迹中冷静地呈现故事表面与深层之间的反差

性，从而既凸显作品的主题又形成蕴涵丰富的艺术张力。小说以

《爱心探访》为标题，一开始就以一种意蕴相悖的反讽手法暗示了

作品的主题。事实上，在该作品中，《爱心探访》的真实意义与其

字面意义是对立的，整个故事的场景及故事中人物的所作所为都

是对“爱心”一词的“明显的歪曲”，而作品中的语象叙事无疑在

烘托小说意境、凸显小说主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心探望》讲述了一个叫玛丽安的女孩为完成露营少女团规

定的作业，对某养老院的两个老人进行任务性的爱心探访，并给

养老院送花的经历。小说看起来平淡索味，其实小说家刻意淡化

了情节，以场景并置的手法展开叙事，小说故事的推进和主题的

烘托依靠一幅幅镜头感十足的图像和画面来呈现。小说一开始，

尤多拉的镜头眼就勾勒出事件发生的场景和人物特写：寒冷而晴

朗的日子，一个穿着红外套，戴着尖顶白帽的女孩，直溜溜的黄

头发从帽下松松散散地垂落，女孩子捧着盆栽植物来到小镇郊区

的“老妇之家”。整副画面透着温暖色调，俨然一幅洋溢着生命活

力的摄影作品。然而，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向读者展示另一

幅反差鲜明的以黑白冷色调为主色的画面——养老院前是一片

“多刺的深色灌木丛”(尤多拉177)，养老院的“转墙砖刷得煞白，

像块冰似地反射着冬日的阳光”（Ibid）。镜头画面的色彩对比在

读者的心理空间引起强烈反差，引发作者的想象空间：映衬着明

丽阳光下的养老院显得异常萧瑟冷清，不免令人费解和突兀。第

二个人物特写和场景描绘出现在玛丽安走进养老院两个老人的病

房后：“地上铺着软软的、蓬松的油毡地毯”，让人感觉“像是走

在波浪上”（178）。大厅里弥漫着年代久远的陈旧味道，老人住的

地方充满局促狭小的空间感：塞满家具的房间。所有东西透着股

湿气，光秃秃、湿漉漉的地板，椅背不牢固，摸上去软塌塌，湿

漉漉的。光线暗淡，遮阳棚拉下来了，唯一的门也关着。同绘画、

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 摄影艺术有着属于自己的造型语言。



22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摄影艺术的造型语言是以光线、影调、线条和色调等构成自

己的造型语言”。（陈彦彤 5 6 ）韦尔蒂深谙摄影艺术的语言，

通过“选择和组织视觉元素，使一种无形的东西成为可见

的”。（许亮，王莉莉 12 0） 因此，作者有意识选择融合了

摄影艺术中物品的线条、光线、色彩、室内空间的布局呈现出

物体和空间的轮廓、质感和空间感，渲染出福利院中老人居住

房间阴暗、封闭、破败的背景基调。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

尔曾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转引自陈彦彤 5 6 ）“

‘意味’可以称为 ‘韵味’，包含着创作者对周围世界的一

种主观态度和评价，即为意境。”（5 6 ）韦尔蒂借用摄影作品

的意境表现手法创造出图像中景与情的高度契合，借着图像般的

语言传达小说主题，使得读者成为一个摄影作品欣赏者，在观

看作品之余触景生情，从心里唤起对老人孤独、凄凉的处境的

同情。

而在人物刻画上，韦尔蒂同样成功地借鉴了摄影技巧，同

时调动了感官意识，刻画老人像绵羊似地哀叫声、扭曲可怕的

脸、抽搐的手，如人物肖像一般刻画出老人的动作、表情和语

言的特征，展现出福利院老人幽闭、畸形、令人窒息的生活状

态，渲染和烘托出作品中的反讽主题：福利院在慈善与爱心的

伪善面纱下触目惊心的老人生存现实，揭示了工业化社会中人情

疏离的生存处境。

3.2 《一则新闻》中的语象叙事与文学意象

意象是文艺评论中最常见而意义又最广泛的术语。意象是

“文字组成的画面”，具体而言，是文学作品中通过直叙、暗

示、或者明喻以及隐喻的喻矢，使得读者感受到物体或特性

（M . H .艾布拉姆斯，哈珀姆 1 6 9）。韦克勒所编《文学理论》

中将意象、隐喻和象征联系成一个整体，指出：“一个意象可

以被转换成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或再现不断重复，那

么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

（韦勒克200）韦尔蒂的短篇小说中不乏出现生动的文学意象，

而这些意象往往是作者施以象征的魔法，恰如其分地将小说人物

的内心想象空间与外部空间建立连接，打破小说叙事时序，达

到现实与幻境并置的艺术效果。而这些具有象征性的元素无不和

作者呈现的高度视觉书写有关联。

 小说《一则新闻》主要描述了一个叫鲁比·费希尔的女

人看到了一则报纸新闻里和自己名字相同女人被枪杀的消息后，

涌现出各种幻境般的心理活动，投射出自身镜像。而丈夫克莱

德看到这则新闻后，却对妻子嘲弄和挖苦，两个人反差极大的

反应表现出家庭中爱与情感的缺少和女性闭塞的生存空间。小说

中，“雨”和“火”两个意象交错出现，成为贯穿整篇文章

的脉络。作者对“雨”的不同状态的生动描述成为鲁比内心的

起伏变化的观照。小说一开始，鲁比从外面淋了雨回来，摆动

着湿漉漉的头发。“她哼唱着雨的小调，她惊奇的叫声，只不

过是个开场白，只不过是闹着玩的把戏，独处时她以此自娱自

乐，她现在心满意足了”。(尤多拉 18) 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

出，这时的雨平缓，正如鲁比轻松舒缓的心情一样。然而当鲁

比看到一则新闻里被丈夫枪杀的女人和自己同名同姓时，她打了

一个寒战，“室外滂沱大雨砸在屋顶上，电闪雷鸣中，雨帘垂

落；屋内感觉已是震耳欲聋。”（1 9 ）伴随着倾盆大雨，鲁

比的身体变得消沉起来，幻想出自己就是死者，而自己被丈夫

枪杀的命运。内心充满激烈挣扎，想象出自己死亡的形象。而

在小说结尾，雨声渐小，“窗外一片黑暗，朦朦胧胧的。隆

隆暴雨声滚滚而去，犹如马车过桥，渐行渐远。”（2 5 ）伴

随着大雨的远去，好似鲁比激荡的内心恢复到之前空虚孤寂的状

态，鲁比和丈夫经历了激烈的争吵后，内心渐渐平复，重新回

到那个被丈夫漠视的，孤独的自我，家里恢复了死灰般的寂

静。相比之“雨”的意象，小说中“火”的意象象征着鲁

比对自我身份的发现和建构过程。文中提到“此时火苗暗了一

下，突然间又旺了起来。”（1 9 ）鲁比的内心激荡起来，她

发现了“她身上有种东西从来就没有停歇过。”（1 8 ）火光的

挑旺预示了鲁比封闭、孤寂的内心被打开，自我意识的复苏。

她在新闻里幻想到另外一个自我身份的可能。小说中提到“鲁

比盯着火光久久发怔”,（Ibid）火光类似于镜子的功能，鲁比

想象着自己处于死亡的边缘，垂死挣扎的样子，火光透视出女

主人公的自我镜像，是她灰暗生活中的一丝惊喜和憧憬。然

而，最终“克莱德----- 把报纸放到快要熄灭的火苗上。报纸

在那里飘浮了一会儿便化为烈焰。”（2 4 ）丈夫看到新闻后，

对鲁比一阵讥讽，燃烧的火焰也象征着鲁比的幻想和憧憬最终被

熄灭。整部小说中，“雨”的意象频频出现，贯穿小说始终，

奠定了小说“灰蒙蒙”的主色调，而“火”的意象零星出现，

给小说平添了一点亮光，是鲁比孤独生活里仅有的一丝幻想。

两个意象明暗对比，互相照应，暗示了女主人公长久暗淡死寂

般的生命。正如摄影作品的寓意是摄影艺术美的高度凝结，韦

尔蒂将“可视化”的文学意象作为媒介，让读者可以“看见”

小说人物的内在情感和人物心灵变化，正是艺术美的浓缩。

3.3 《献给玛乔丽的花》中的语象叙事与空间并置

“韦尔蒂偏爱的一种故事创作手法是将现实与幻境共生相克

式，--------这类故事里的外部世界和内心想象在现实与幻境的

边界既水乳交融又互相排斥，这种神奇的组合强化了文本的力

度----”。（李维屏，张群等587）语象叙事在小说中的作用

是可以打破小说的时空界限，让时间停滞，凝聚为有意义的一

刻，尤其在对人物内心空间的描述中，以可视性的图像让读者

窥视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献给玛乔丽的花》叙述了一

个在经济危机中失业已久的男子，不堪生活重负杀死妻子的故

事。故事的高潮部分在于男人在看到自己青春活力的妻子的那一

刻，心理强烈不满，积蓄了杀妻的冲动。韦尔蒂采用了外聚焦

视角，以特写镜头刻画了丈夫眼中“看见”的妻子形象：

“玛乔丽坐在那临窗的小箱子上，一只滚圆的胳膊搭在窗台

上，另一只手蜷着托住腮，柔顺的短发不时轻轻扬起，宛若缎

带结戴在了手上。”（尤多拉157）丈夫霍华德从妻子日渐丰满

的体型轮廓中看到了新生命的孕育。韦尔蒂精准描写了妻子的线

条、轮廓、动作，融合了妻子外套上插着的艳丽明黄的三色

堇，天蓝色外套这些色彩元素，在读者心理展现出洋溢着青春

朝气的妻子图像。然而，妻子的美好画面却在霍华德心理带来

极大的精神冲击：“三色堇在霍华德焦灼的眼神中开始失却花

形，幻化为沙漠里地平线上一座平缓绵延的大山，花瓣的纹路

变成了裂谷，纤细的花瓣边缘则是巨大而古老的休眠火山口，

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Ibid）。

灿烂的三色堇在霍华德的视野下幻化为让人跌入死亡深渊的

裂谷、时刻爆发毁灭能量的火山，这些具有死亡意味的图像与

妻子极具生命力的图像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不仅激发了读者的

想象空间,让读者透过人物心理空间具象化，可感化窥见霍华德

的双重自我。在他人看来，现实中的霍华德“谦恭平和”、

“腼腆羞涩”，(155) 他走着路也垂着头看自己的脚尖，被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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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话，也含糊不清地回答，一看就是懦弱胆怯的性格。而当霍

华德压抑已久的潜在自我被激发释放出来后，表现出自我、暴

躁、绝望的一面，为后文霍华德谋杀妻子奠定了心理基调。可

以说，小说从视觉书面层面，将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并置，虚

实结合，展示出霍华德的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冲突与博弈，

再现了工业化社会语境中小人物压抑、恐惧、失衡的内心现

实，指向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个体存在危机问题。

4　结语

尤多拉·韦尔蒂拥有摄影师般的视角，高度的感官意识，

将造型与文字两种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赋予她的文学创作丰富

的视觉艺术元素，不仅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艺术之美，同时也

极大丰富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在她精心选择的一幕幕现实图景背

后，隐藏着她要揭示的生活秘密，而这正是韦尔蒂的创作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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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具像化不足，教学大多停留在理论教

育，忽视了培育工作的实践熏陶和实践生活性塑造，使得生动

性和具像化欠缺，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不强。最
后，没有充分发挥新教育平台和载体的作用，在新媒体时代，

大学生们普遍是新媒体达人，但在开展培育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过程中没有充分与新媒体融合，使得培育宣传力不畅，没
有形成培育学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的合力，学生接

受仅是碎片式教育，其培育效果的提升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3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径
3.1厘清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糊认知

厘清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模糊认知，是铸牢其意识的
根基，这就需要我们在培育过程中始终坚持铸牢大学生对中华民

族命运、利益、价值共同体的方向性。引导学生把小我放入国

家、民族、文化之中，个人系中华民族一员，确立与祖国，
与中华民族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正确认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涵盖内容，明晰时代赋予的振兴发展使命，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在心中生根发芽。同时，还要坚持
精细化分解培育。要想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抓住培育核心有针对性的制定培育内容，聚焦当前“五大认

同”，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学科专业因地制宜地开展培育工作，
引导各族大学生不断增强基于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认同下的共

同体意识[3]。

3.2具像化纠正错位视角坚定政治立场
对于近年大学生受多元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思想的影响，在

培育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我们更应该做好培育方面

的讲清楚和具像化工作。针对视觉错位引发的认同弱化现象，
要引导学生正视由于历史原因即资本主义的二百多年和扩张掠夺

道路与新中国不足百年独立自主的发展对比形成的差距，正确引

导学生正视这一差距，明确这是不可跨越的过程，也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回避的内容。同时也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有力回击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对培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冲击，不断强化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向心

力，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3.3坚持教育联动资源整合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坚持系统性和循序渐

进性设立培育目标。正确理解和领会“五个认同”是铸牢记培
育工作的关键，因此，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认同可设为初

级目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级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高层次目标，培养方向的确定和细
化，有利于培育工作的开展和检验。其次，充分发挥教育资源

和平台的优势作用，充分融合新媒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层级目标，课程只想更加生活化、具体化，进而形成系统性
全方位全过程培育，增强大学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利益共

同体、价值观共同体意识，坚定的成为社会主义可靠建设者和

接班人[4 ]。
4　总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青年一代要担起维

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使命自然离不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一坚实基础，不断完善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和方式方法，有利于铸牢和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勇担祖国繁

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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