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

龐弘，1984 年生，四川成都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

生導師，主要學術興趣集中於西方文論和視覺文化理論。現已在《外國文學》《國外文學》《文

藝理論研究》《江海學刊》《天津社會科學》《南京社會科學》等 CSSCI 來源刊物發表論文 24 篇，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四川省社科研究青年項目各一項，出

版專著《確定性的追問── E. D. 赫施的作者意圖理論研究》，出版譯著《導讀福柯〈規訓與懲

罰〉》《福柯：關鍵概念》。

提    要

近十餘年來，在中國社會全方位轉型的背景下，草根傳媒文化已異軍突起並帶來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視覺圖景，它植根於以互聯網為主導的新興媒介形態，伴隨現代化和都市化的演進而

不斷成熟，在當代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愈發重要的角色。基於此，本書試圖以「形象」「表徵」「視

覺性」「視覺建構」等視覺文化研究中的關鍵命題為樞紐，對草根傳媒文化及其視覺表意模式加

以深度追問。全書包括五個部分，第一章對草根傳媒文化在當代社會變遷中的總體面貌加以描

畫，廓清其概念內涵、生成動因和獨特問題；第二章緊扣「視覺形象」這一重要問題，探討情

感與形象在草根傳媒文化中複雜的交互作用；第三章聚焦於「視覺語言」這一關鍵概念，發掘

草根傳媒文化所衍生的視覺修辭策略和視覺話語體系；第四章著眼於公眾的「視覺參與」行為，

探討草根傳媒文化對主體之自主性和能動精神的激活與釋放；第五章審視草根傳媒文化所帶來

的道德悖謬與倫理困境，同時從主體視覺批判理性的建構入手，探究草根傳媒文化中可能的「倫

理復興」之道。本書的目標，在於通過對草根傳媒文化的深入解析，透視當代語境下斑斕駁雜

的媒介現象和視覺文化景觀，進而更有效地理解轉型期中國社會所特有的文化心態乃至「感覺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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