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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读图现象的现代性批判：图像给世界带

来的危机

读图时代之“读图”特指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技术

进行传播，通过现代视像技术处理后的视图行为。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类移动互联网软件的出现和广

泛使用标志着读图时代（或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

意识形态本质上为有关人的世界的认知，因社会形

态多样而有所区别，但伴随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图像成为人对世界的把握，意

识形态同质化趋势日渐明显。在此语境，掌握图像

就等同掌握意识、进而掌控人的世界、指导（或支配）

人的行为。

1. 认知路径单一化、思维能力浅层化。在市场

驱动和新媒体技术支撑下，商业主体不惜以人的低级

本能需要为切入点，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图像因其直

观、逼真、可编辑便成为最佳选择，以致读图者、拍照

者无处不有，图像似乎就成为人的主要认知路径。当

读图成为认知路径依赖，读文的时空便被严重压缩，

必然会导致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浅层化。图像具备直

观、形象、精美等特征，但其表现力受摄影师和读者

认知能力限制。如缺乏深邃的思想和严谨的逻辑思

维能力，既不能拍摄富有表现力的图像，也不能对图

像进行准确而深刻的认知。充斥在社交类软件中的

图像基本是“随意拍”，并非专业摄影师的优秀作品，

专业摄影师的优秀作品也基本不随意出现在网络中

（受著作权限制），在此语境下的网络图像质量基本

是表现力低下的，而读图行为动机可基本视为追求

感官新奇。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文化载

体，更是思想存在的家园。人获取思想、进行思维训

练主要是通过读文来实现的，当人们对读图趋之如

骛时，书籍就被束之高阁，读文便会边缘化，思想和

逻辑思维能力也会远离人们。

2. 世界语言图像化、文化结构趋同化。当图像

构成人的世界，人的世界成为图像时，图像即成为世

界通用语言。在此语境下，掌握图像就能掌握世界，

掌握世界就能掌控人类。尽管各国语言（或文化）不

同，但对图像的认知基本相同。伴随移动互联网及

传媒技术的发展，图像经过编辑能呈现给人们世界

各地的形态，在地球任何角落足不出户即可通过图像

理解世界。但被编辑处理后的世界图像是多姿多彩

的，既可是美的（受人欢迎的）也可是丑的（不受人欢

迎的），在此语境，有关世界的把握（世界图像化）不仅

受技术限制，更受人的影响。对此，谁的技术发展，谁

对图像的掌握就得心应手，谁就能影响、掌握人的世

界。对各国而言，都会想向世界推销的是思想和文

化，且思想和文化的消费能带动母国相应产业链的发

展。对各国而言，谁具备先进的图像技术，谁就能在

思想、文化传播上捷足先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图像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其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

广受欢迎，以致世界范围内文化结构逐渐趋同化。

3. 信息传递碎片化、文明冲突隐性化。碎片化

信息向人展现的是来自不同主体的、有关不同主题

的、纷杂凌乱的“只言片语”。网友为筛选有关信息

不得不历尽艰辛、翻山越岭；当精力、时间耗尽，却发

现所收集的相关信息往往“货非所值”，甚至得不偿

失。我们暂不去细校信息质量的优劣，当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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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罗万象的信息同时出现并充斥在网络中时，选择

困惑顿生，于是人在选择中欣赏，在欣赏中选择，即

时更新的网络信息特性使这种困惑无穷无尽、无休

无止，消耗着人们的注意力。互联网、社交类软件等

都是资本驱动下的技术革新，是资本实现增值目的

的途径或附带物。资本不是“公务员”（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其推动技术创新的直接目的是

控制人——使人依赖技术（使人成为“技术控”），根

本目的实现自身增值。当人欣喜异常地主动拥抱

（使用）技术时，资本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地笑，因为

这是人受控、成为“奴隶”的开始。事实也确实如此：

技术异化的结果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支配

人。当受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与执政党倡导的

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时，人基本会从社会实际出发，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二、读图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的选择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中国，我们可用中国话语表

达赢得文明话语权。既为中国话语表达，就不能仅

停留于形式，更应富含中国内涵和特色的话语方

式。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富含中国话语，因而使

用中国话语表达就应传承、创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笔者认为，应该从制度建设、资源投入、图像媒

体三个角度助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

发展，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1. 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保障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加强文化建设，宏观层面应以立法形式

上升为国家意志，保证文化建设的常态化及国家重

视文化（尤其是民族精神等）建设的力度、广度和深

度。文化建设非朝夕之功，需积累、沉淀，故需常态

化；如何保持常态化，唯有以法律形式授予职权或义

务。如何保证国家重视文化建设的力度、广度和深

度，唯有保证文化发展（变革）的彻底性；如何保证文

化变革的彻底性，唯有把重视文化建设写入宪法

——以根本法形式确认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唯此，

文化建设方可权责明确，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成

为每位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基因。地方各

级政府等亦应据实制定配套措施，以切实可行的举

措保证文化建设贯彻落实。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

唯有贯彻执行才有实效。为此，国家层面亦应出台

相应举措督促地方厉行文化建设。如对各级政府官

员而言，把文化建设亦列为各级官员晋升考核指标；

对公民而言，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掌握作为录用、升

学考核指标。从功利主义视角透视，此方案是为可

行。

2. 扩大资源投入：以投入激励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资源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保障，弘扬、

传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亦需资源保障。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本质上为文化创新强国。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发展于既往历史土壤，当今要弘扬和传承民

族文化必须创新地发挥其当代价值。文化创新需要

资金和人才。因而，国家不仅需加大人文社科领域

的财政投入，以培育和吸引文化创新人才；更需培育

重德尚贤的社会基本风貌，以存留、激励文化创新人

才。纵览历史，国兴以尚贤、尚贤以隆礼，国家如此，

文化创新亦如此。

3. 重视图像媒介：以科技增强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影响。图像技术表征科技进步，科技本身即文

明，但非文明的全部；应辩证地考察、审视科技文明，

使其成为我国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载体。科技无意

识形态之分，但不能陷入为发展科技而发展的“病态

逻辑”。我国科技发展起点低、时间晚，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大力发展科技本身无可厚非，但过分注重科技发

展疏忽人文社科发展就似乎变得“被别人牵着鼻子

走”。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路是无数先贤抛头颅、撒

热血之路，艰苦卓绝、来之不易；好战必亡、忘战必

危，我辈不可不时刻保持警惕之心、深察之。视图技

术能增强文化的活力、促进文化的创新、加速文明的

传播，我们应重视其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价

值。视图技术能改变文化的表现形态使其由静态、

单一的变为动态、形象的；创新才能赚取更多人的眼

球，视图技术逼迫文化必需不断创新，不创新即无受

众，影响力当然不高；科技能突破国界等物理空间限

制，加速文明的传播和交流。因而，我们应高度重视

以视图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充分发挥其在增强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作用。

高校具有丰富的师资资源和实践教育平台，我

们应结合当代大学生实际，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获取中国话语表达、创新中国文化，以中国话语、创

新的中国文化来解读、指引今天的世界和世界的明

天，从而增强中国话语表达的魅力和价值，感召、引领

更多大学生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大学生

阅读由图转为文，进而以“文”化“人”，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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