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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视觉的人称变化对观看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合适的视角既是合理观看的前提 ,

也是艺术理念得以传播的先决条件。 作品中事件行为主体的观看视角 (第一人称视角 )强调观者体

验感知并沉浸其中 ,在心理上产生审美移情 ;事件旁观者视角 (第三人称视角 )与无行为主体假想视

角强调叙述 ,更注重对事件本质的掌控。通过对视角的人称定位与变化的研究 ,将有利于更好的理

解作品创作目的并协助创作 ,同时实现全方位、多维度视觉上的审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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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 ,对人称的视角要求都体现于文学作

品的叙述环节 ,典型案例如 Maugham (英国小说家、

戏剧家 ,擅长以第一人称方式写作 )的第一人称小说

以及稍后的意识流小说。实际上 ,视角的人称定位与

转变更直接的体现于视觉本身 ,它不但影响了人们

的感知习惯 ,也决定着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认知与理

解程度的变换 ,进而左右了人们在审美乃至世界观

上的差异。换句话说 ,也就是视觉感知的人称变化要

比在话语叙述中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 ,通过不同的

视觉记录形式 ,我们可以在绘画与影像艺术作品中

觅得这种感知的差异性 ,而对不同视点的采集以及

数据分析 ,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作品创作目的并协

助创作 ,同时实现全方位、多角度视觉维度上的审美

共识。

　　一、观看意识决定了直面程度

日常生活中 ,视觉感知多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进行的 ,也即是直面对象。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

面 ,却受到了观看行为的人为意识以及观看对象的

接纳与反馈情形限制 ,这两种限制不仅决定着观看

的直面程度 ,也决定了视觉人称的双向特质。

首先 ,就人为意识而言 ,并非所有的视觉感知都

有记录与叙述的可能 ,也就更不具备视觉人称方面

的意指。从睁眼醒来到闭眼休息 ,期间除了眨眼以外

视觉感知与视神经工作都持续进行着 ,而有意识观

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有意识观看 ,也就

是脑思考与观看行为一致 ,如注视。日常观看在时间

上往往呈现为注视→思考延展→打断或是关注转移

→再注视→思考延展……的往复状态 ,这是观看行

为的常态 ,同时表明 ,有意识观看时间是点状而非线

形。 有时候 ,思考延展时间过长 ,会出现心不在焉或

是发呆的行为表征 ,这是由于意识后置而导致的意

识与觉知行为不一致的结果。 对无意识观看的另一

有效证据可在对眨眼频率的分析中找到 ,正常情况

下 ,人类眨眼频率为每分钟 15次左右 ,用时 0. 3到

0. 4秒 ,眨眼间隔约为 2. 8到 4秒 ,当精神高度集中

的注视状态下 ,如开车、上网或是观影等等情况下 ,

眨眼频率会大幅减少 ,有些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反

之 ,当精神高度亢奋状态 (即精神力无法集中 ) ,如舞

蹈、雀跃时眨眼频率会明显上升 ,此时视觉感知甚至

无法聚焦 ,亦属无意识观看环节。

此外 ,即使是有意识观看 ,人为意识在某些方面

还决定着感知视角的人称属性 ,即是以第一人称的

身份去观看还是以旁观者的眼光去审视。在此 ,视觉

人称不仅仅停留于“我”在看 ,而更多的体现为意识

上是看“你”还是看“它” ,也即是观看意识首先体现

为对观看对象的人称定位。对象的第二人称身份将

有助于观看的直面程度 ,虽然对第三人称事件的感

知仍源于“我”的观看 ,但是旁观者的视角决定着感

知主体缺席于事件之外 ,这点和文学叙述的理解相



仿 ,它使感知者获得了凌驾于事件之上、全方位认知

的局外人称视角。

只有观看的行为能够得到充分的反馈 ,观者的

直面程度才能得到提升 ,进而获得最大程度的融入

感。这点在造型艺术作品中有较好的体现: 东方佛教

题材绘画作品中常有逆向注视的作品 ,典型的诸如

中国杭州灵隐寺中道济禅师 (济公 )的画像 ,游客从

各个角度来观看这幅作品 ,都有被注视的效果 ,从而

实现了“佛法无边”、“普渡众生”的创作意图。通过对

注视对象的研究表明 ,绝大多数人在对视的同时会

因为刻意隐藏而无法真正实现有意识注视。很显然 ,

观看对象的注视反馈情况将极大的影响着观看者的

存在感 ,“得道高僧”由于心境平和 ,观物平等 ,所以

能够不加掩饰的将意识与观看行为相统一 ,也就最

容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逆向注视 ,其视觉感知的威

慑与震撼力自然就更容易被画家捕捉并得以流传。

　　二、人称视角的区别与行为主体的

缺席

在观众观看影像与绘画作品过程中 ,作者有意

识的人称视角处理将对观看产生引导作用。大体上

来说 ,第一人称视角比较强调视觉感受 ,能轻松的在

作者与观众间产生审美移情。成功的第一人称视角

作品能够使观者体验到作者的视觉感知并沉浸其

中 ,进而产生心理共鸣 ,这种沉浸感在绘画写生以及

静态摄影作品中最为明显 ,观看核心围绕着“有什

么”展开 ;而第三人称视角比较强调叙述 ,能够很好

的反映创作意图 ,观众在观看行为的同时能时刻保

持自醒 ,旁观的视角有利于理解事件的本质 ,观看核

心围绕着“是什么”展开 ,这种视角多体现于叙事性

创作。

在影视作品中辨析人称视角的主要手段可以通

过分析画面是否来源于剧中人物的观看还是剧中无

时不在的“摄影机 (导演抑或观众 )之眼” ,相比较而

言 ,前者更直接的反映出该人物的视觉感知 ,而后者

则更有利于对事件的状况描述。然而 ,受到拍摄技术

的限制 ,许多第一人称镜头都存在视角偏差 ,比如剧

中人物对话场景 ,尽管要以人物 A的视角去关注 B,

但摄影视角必须绕过 A才能到达 B,这种偏差在近

景镜头的拍摄中尤为明显 ,并间接削弱了欣赏的沉

浸感 ,视角偏差的避免由于对拍摄的要求过高 (要完

全对着镜头表演 )而没能得到重视。现代的影视作品

不太注重画面的人称变化 第一人称视觉画面不多

并且大多具有视角偏差 ,其内容主要包括:人物对话

(有视角偏差 )、细节观察 (如看表 )、剧中剧 (如看屏

幕 )、无意识视觉 (如眩晕 )以及场景特写等。 完全的

第一人称视角作品多见于绘画与游戏界面 ,撇开叙

述方式 ,目前很少完全以第一人称视角拍摄的影像

作品 ,因为那意味着: 除了在镜子之类的反射条件

下 ,人称行为主角将缺席整部影片。

第三人称在文学叙述中被称为 “可靠的叙述

者”
[ 1]

,纯粹第三人称视角的影像资料一般出现于记

录形式的节目中 ,主要如体育比赛、舞台剧或是演唱

会的视频资料。以一场足球比赛为例 ,影像视角多源

于现场观众 ,尽管有少量特写镜头 ,也均为场外视角

以及裁判视角。要感受最具参与感的球员视野 ,或许

只能求助于再现性题材的影视或是游戏界面作品了。

观众视角往往受到了观看模式的影响 ,不同的

主题、场地、观众数量甚至是气候环境等诸多因素都

会影响观看视角。最为重要的是 ,针对视频观众的观

看需要 ,无行为主体的假想视角对事件的叙述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 ,任何一个现场观看的位

置都无法产生真正完美的观众视角 ,现场往往需要

解说与大屏幕的介入才能确保观看正常进行。严格

来说 ,叙述性编辑与创作中的大多数第三人称视角

均为无行为主体的假想观众视角 ,它的存在是以揭

示事件真相为目的的 ,由于不同的机位呈现着不同

的观看感受 ,因此单一事件往往需要多个机位的拍

摄 ,有时在视频输出过程中甚至需要调整速率 (快、

慢镜头 )以及机械视角 (如美国著名科幻影片“ The

Ma trix”中的曲线旋转画面、体育比赛中的“鹰眼”画

面 )等视觉特效的辅助。 而在绘画作品中 ,无行为主

体人称视角的使用为作者创作意图的阐述提供了绝

对自由的叙述途径 ,典型案例如超现实题材绘画 ,抑

或是非再现性质的抽象、表现题材作品。

　　三、人称换位与东方文化视角

与直面对象相比 ,第三人称视角显得更为客观 ,

但却超然于物外 ,这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观察方式比

较接近。 但是 ,由于始终不是“亲身体验” ,因此观看

者的身份给定以及与观看对象间的关系 (空间、心理

以及环境等 )将决定了极具差别的观看结果。 在种

族、文化或是利益团体方面 ,此类视角差异显得尤为

强烈。同理 ,观众视角的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 ,这也

给视觉艺术创作意图的加载提供了充分的腾挪空

间 一则对流行事物认知的简单案例:青少年因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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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上的成功经验对流行事物 (如时尚明星 )往往会

抱以仰视的态度 ,而家长若是通过子女才了解该事

物 ,如不出意外 ,对子女的俯视姿态会转嫁并延展 ,

于是同一事件很自然的就具备了两种不同的观看视

角并由此引发了认知上的差异。 为了尽可能的实现

理解上的良好沟通 ,适当的进行视角换位就成了必

要并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手段。首先 ,换位的感知方式

(不仅仅是思考 )能够胜任任何一种类型的比较研

究 ;其次 ,换位感知将以设想的方式引领我们开启对

所有未知领域的理解——这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

换位感知既可发生于相同人称 ,如立体派绘画

在空间上多角度变换位置的视觉感知 ,也可产生人

称上的变更 (目前主要经典案例均为由旁观视角变

更为行为主体人称视角 ,由第一向第三人称的视觉

换位因缺少了沁入感反倒是消弱了视觉冲击力度 )。

20世纪德语小说家 Franz Kafka 在小说《 The

Metamorpho sis》中曾描绘出一个昆虫视角 ,而导演

James Francis Cameron 更 是 在 美 国 科 幻 片

“ Avata r”中创造出全新的外星生命体视角并实现了

视觉与心理换位 ,观众在观看行为发生的同时视角

已发生了转化 ,进而在理解与情感上都不可思议地

认同了非人类的外星立场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视觉

人称换位在运用过程中创造的奇迹。

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 ,对视觉人称的理解也适

用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由于“意境”具有第一

人称本体论性质 ,无法通过第三人称本体来客观观

察和认识
[2 ]

,而中国传统文艺创作更注重意境。故

此 ,学者大都认为中国人多自第一人称本体出发 ,而

西方人则多基于第三人称本体 [ 3]。对此 ,本文有不同

看法。

不可否认 ,意境视角更接近第一人称 ,然而 ,恰

恰是意境视角的主观多变性使之远离于感知上的第

一人称特征 ,并由此转换为视域宽广、灵活多变的第

三人称视角。习惯上 ,西式思维 (尤其是欧洲文明 )善

于将未知事物作人性化处理 ,而处理的主要手段就

是将第三人称的旁观视角变更为第一人称行为主体

视角 ,也就是以人为本 ,站在“我”的视角去观察所有

问题。 这样观看的必然结果就是: “神”更像人 (其它

未知事物也是如此 )。

其实 ,以华夏文明为主的东方思维模式更愿意

将视点放置于第三人称 ,其原因有三: A.与欧洲文

明不同 中国历史上文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皆为大

一统时期 ,这就要求主导思维模式在视野上倾向于

更全面、整体的第三人称视角 ; B. 记录性需要是东

方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特征 ,如国有国史、县有县

志、家族有族谱……这些记载由于要载入历史而多

采取了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 ; C.中国古代文人

多以“安邦济民 ,报效朝廷”为奋斗目标 ,甚至宗教理

念也均建立在“普渡众生”的基础上 ,这就确定了文

艺理论与作品都不自觉的采取了极具“他”性的旁观

视角。影响着整个华夏文化的儒家学说便是如此: 孔

子善于变换身份与视角 ,常用视角包括: 君主 (君使

臣以礼
[4 ]

)、人臣 (所谓大臣者 ,以道事君 ,不可则

止
[5 ]

)、君子 (君子之仕也 ,行其义也
[6 ]

)……等等 ,进

而开创了东方文化视角多变、为了整体而宁愿弃

“我”的宏观特征。后世学者基本沿袭了这种观看与

思考模式 ,并在观看视角上又增加了重要的一项

—— 圣人 ,其结果是: 凡行文必用典 ,理论依据多靠

“典出”。典:前人的文献 ,自然是第三人称视角 ,这与

西方研究用典更具有实证与批判态度、更重视数据、

更关注第一手材料的“我在”思路有着较大的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 ,视觉人称对文化的影响是全面

而深刻的。例如 ,东方绘画往往采用多角度第三人称

的散点透视 ,追求的是具备了普适意味的总体观感 ,

强调多样化抒情的意境把握 ,而非“此时此刻”的切

身观感 ,这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绘画最终没能产生严

格意义上的投射式透视科学。

　　四、影响视觉人称变量的若干因素

辨析

毫无疑问 ,视觉的人称变化对观看的结果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 ,确立合适的视角既是合理观看的前

提 ,也是艺术理念在作品中得以传播的先决条件。本

文中给出视角的人称区分大体上如表 1所示 ,表中

每一项内容的不同都会诱发视觉感知的差异。有时

候 ,视角的些许变化并不会直接带来人称的改变 ,而

更多的体现在人称的倾向性 ,也就是以人称变量的

形式对视觉感知产生作用。

具体而言 ,视觉的人称变化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是

由众多因素综合而成 ,同时也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变

换。正如空间、心理、环境因素一样适用于第一人称视

角 ,由于其强调的是“身临其境”的在场观看 ,是作为

行为主体的切身感知 ,而并不担负意义或是真相的加

载 ,所以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远没有以叙述理念、描绘

事实为观看目的的第三人称视角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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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响人称视角的因素分析

第一人称视角

(行为主体视角 )
有意识观看

观看行为的

人为意识

看“你” (第二人称事件 )

看“它” (第三人称事件 )

观看对象的

接纳与反馈

接纳 (“你” )

漠视
事件 (“你们” )

物 (观看心理 )

无意识观看 盲视或视而不见

第三人称视角

(观众视角 )

给定视角

空间
仰视、俯视、斜视 (左右 )、前、后、由内而外、由外向

内等

心理 (内因 )
观看心情、知识结构、经验与阅历、观看动机、目的 、

审美倾向等等

环境 (外因 )
时间、场合、身份 (性别、种族、国别、利益团体等 )、

社会地位等等

其它
机械视角 (医学、天文物理学、监视仪器等 )、动物视

角等

无行为主体的假想视角 以创作及叙述为目的的旁观视角

　　视角的人称变量大多是可操作的 ,有些能够演

化为创作经验及技法 ,有些可作为观赏技巧加以实

施 ,只要留心 ,不难发现观看人称上的细微变化与视

觉感知的明显区别。以上辨析仅仅是视觉人称在应

用上的些许案例 ,其作用均可感知 (抑或可测得 )。并

且 ,在影响视角人称的众多因素中 ,以上案例基本都

可归纳为空间因素 ,所以 ,更多的运用还有待开发。

如果具备实验条件 ,能设计出相关实验并给出数据

支持 ,那将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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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of Vision: Visual Angle of Perception in Painting

& Video Artistic Works

SHAO Jie, ZHU Feng

(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 Nanchang Universi ty of Aeronautics , Nanchang , Jiangx i 330063, China)

Abstract: Change of the person of vision pla 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result of view ing . Establishment of a

sui table v isual angle is no t only the premise of rational view ing, but also the precondition fo r arti stic ideas

to g et dissemina ted in a rtistic wo rks. The visual angle of participants in events of painting and video

a rtistic wo rks ( the fi rst person) lays particular empha sis on feeling of vision and may realize aesthetic

t ransfer betw een the autho r and the audience wi th relax ation. The visual ang le o f specta to rs as the visual

angle o f audience ( the thi rd person ) highlights na rration, w hich can bet ter ref lect the intention of

creation. Study on po sitio ning and change of person o f the visual angle will help to bet ter understand the

purpo se of crea tion of wo rks and faci li ta te creation, and, simultaneously , reali ze omni-directional and

mul ti-ang le aesthetic consensus in v isual dimensional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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