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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观照下“区域文化形象”的影像传播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 

李晓彩，马婧贤，李冰燕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当前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自实施五年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

今后向纵深领域迈进的过程中，区域文化形象的建构、传播与认同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发展引擎。

影像作为直观的艺术形式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以现象学为理论视角来探索区域文化形象的影

像塑型、传播与群体认同的建构途径，以期在影像的本质直观中打造一个活泼泼的生活世界，在

生活世界中营构一个脉脉温情的影像空间，在诗意空间中享受一个开放而自在的文化氛围。由此

让我们获得京津冀区域文化形象影像传播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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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

整体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提出既是基于历史根脉的考量，

也是对现实条件作出的调整部署。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构区域文化形象的认

同是带动思想自觉和行动统一，消弭区本位思想的

前提基础。区域文化形象内在地规训着人们的思维

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外在地传播并拉动着

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常常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

区域发展制度设计和战略变革的成败。影像，作为

集视觉、听觉于一体，最能直观反映人类生存模式

与文化形态的媒介形式，对文化形象的传播效力往

往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像世界更容易生发本

质直观的审美方式，更能接近于生活世界的意义，

更有优势实现“主体性”的交互生成，因此更符合

“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核心理念。 

一、“本质直观”观照下区域文化形象的影像塑型 

麦克卢汉说：“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

结构的世界。电影媒介的讯息，是从线性连接过渡

到外形轮廓。……当电的速度进一步取代机械的电

影序列时，结构和媒介的力的线条变得鲜明和清晰。

我们又回到无所不包的整体形象”
[1]
。这无所不包的

整体形象就是影像世界中的审美对象，在现象学视域

中，这个审美对象既不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也不是主

观的或客观的，而是意向性、关系性、价值性的存在。 

（一）“意向性”的审美对象 

作为“意向性”的审美对象，区域文化形象在

影像塑型中依赖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

与“统握”。感觉材料是个别的、分散的，文化形

象是整体的、聚合的，而“意向”则是激活感觉材

料，使之进入审美统握的关键。故宫、鸟巢、白塔……

是北京形象的感觉材料，永乐桥摩天轮、世纪钟广

场、万国桥……是天津形象的感觉材料，山海关第

一关、赵州桥、狼牙山……是河北形象的感觉材料。

之所以人们能从个别的、分散的感觉材料感知到作

为整体性的文化形象，还在于“意向”所指。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域的界限，京津冀在文化

形象传播上各弹各的琴，各吹各的调。作为“意向对

象”的“意”明显指向各自的区域内部，“意向活动

的功能在于将感觉材料加工为我的意向对象”
[3]
。萨

伊德提醒我们：“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

成一体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

和‘差别’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
[4]
。京津

冀三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交往甚密。不同地

域文化因长期潜移默化的交流而产生的交融、变迁已

呈现出新的文化形象。文化是个开放、选择和可以建

构的体系。尤其是在国家战略部署下，京津冀作为协

同发展一体化的“意向对象”同样是需要建构和塑型

的。在影像空间中，电视新闻传播对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宣传报道，文化网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联播连

载，影视剧对京津冀区域形象的符号性呈现，势必会

逐渐消解三地之间的文化屏障和隔膜，用协同发展的

“意向”引领着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思维方向。 

（二）“关系性”的审美对象 

作为“关系性”的审美对象，区域文化形象的影

像塑型需要确立现实与主体之间的审美关系，使现实

成为内在于形式与感性并遵循现实逻辑的审美对象。 

约翰·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提到，“现实

主义的实质是，它再造的现实具有使它易于被理解

的形式。它的主要办法是：确保各组成元素之间的

联系及其相互关系不仅清楚而且合乎逻辑；确保叙

事遵循因果关系的基本法则；确保每一组成元素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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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使其具有意义；任何东西都不是枝节或偶然”
[5]
。

作为协同发展的“关系对象”，京津冀区域文化的

在影像塑型中就需要既具有内在文化的多元性，又

具有外在形象的统一性。表现在影像中，画面中的

场景、道具、人物以及声音中的语言、声乐等就要

与区域文化建立关涉，使得每一个符号都有“发源

地”，能让人们从感知符号中想象到肉眼看不到的

“地域全貌”。“雄安新区”是一个京津冀区域文化

形象的代表性符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自决定于河北

省保定市内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以来，区内

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意指“京津冀区域”的文化符号，

白洋淀全鱼宴、白洋淀小虾糊饼、白洋淀荷香莲子鸡

等特产美食，晾马台遗址、宋辽古战道等旅游名胜，

水上婚礼、圈头音乐会等民间习俗已经由保定延伸至

京津冀文化圈，成为一张张区域文化形象的名片。 

（三）“价值性”的审美对象 

作为“价值性”的审美对象，区域文化的影像塑

型是一种“解读意义”、“发现意义”、“赋予意义”

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本质直观的方法论。海德格尔

指出“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象的世界的征服

过程。这里，‘图象’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

构图。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他

能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

存在者”
[6]
。这都表明了“影像世界”的价值意义。 

区域文化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象征着一个区

域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与传统手段相比，以影像塑型为核心的非强制手段

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有效方式。燕赵大地的慷慨悲

歌在影像塑型中幻化成“京津冀区域文化形象”独

有的风貌和气质。《赵氏孤儿》、《老炮儿》、《大

宅门》等等，将慷慨悲壮的精神格调塑造成“京津

冀”独有的地域风貌。其价值意义在于打通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文化根脉，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形

象，传播价值取向一致的思想观念，从而实现“首

都经济文化圈”的现实效益。 

二、“生活世界”观照下区域文化形象的影像传播 

从哲学层面看，现象学之所以进行本质直观，目

的是“回到事情本身”，再具体地讲，就是回到生活

世界。本质直观从审美对象中直观的意义就是生活世

界。在影像空间中，建构区域文化认同，必须要基于

生活世界、复原生活世界，在影像空间的区域文化形

象中注入人的情感意识、想象超越和审美知觉，惟其

如此，才能激活人的本质直观，获得文化认同。 

（一）“情感意识”的注入 

生活世界是由人参与构建的世界，“情感意识”

是区域文化形象影像传播的重要策略之一。正如杜

夫海纳所说：“感情是存在于世界、同世界建立某种

关系、揭示世界一贯面貌和在世界上体验某些经验

的某种方式。正是在感情中建立起人类与世界的原初

熟悉，显示出‘自为’的那种不可捕捉的自发性”
[7]
。

这就不难理解，尽管有新闻联播等影像媒体传播报

道“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相关信息，仍很难激活

大众的审美感知和文化认同。原因就在于事实报道

缺失了情感的成分。与此相反，影视剧中，一旦涉

及到某个地域文化，很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和惦念，

因为影视剧中区域文化形象是有故事、有人物、有

情感的，它能指引人们进入一个有在场感的“生活

世界”。因此，“京津冀区域文化形象”必然需要以

影视剧的形式来打造与传播区域形象，才能有效地

建构区域文化认同。就像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必须有代表性的影视作品，代表区域形象的城市或

城市群，通过故事来复活一个直观的生活世界，用生

活世界本身的昭示性来传递区域文化的内涵与风貌。 

（二）“想象超越”的生成 

生活世界是本质直观生成的意义，想象是获得

本质直观的必要条件，是超越感觉材料，获取意义

的途径。影像空间中的区域文化形象的想象性主要

体现在通过感觉材料贯通在场与非在场，过去和未

来，将所有感知信息汇集成当下的文化形象。从某

种意义上说，区域文化形象的影像传播就是一个建

构想象、感知想象和校验想象的过程。然而，这种

想象并非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想象，而是有现实

依据和历史根基的。回溯历史，京津冀三地历来都

文化相通，尤其是元明清定都北京，以都城为中心，

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明显发挥，区域内各地

区、各城市互需、互补、互利，协同发展的局面已

然形成。展望未来，京派文化、津门文化和燕赵文

化虽然有各自的文化气象，但内在的文化交流所表

现的风貌气质具有相通相融的发展走向。在影像空

间中，区域文化形象的传播能够贯通历史与未来，

通过对眼前视像的直观获得生活世界的“事情本

真”，将“协同发展”这一面貌置放于历史发展的整

体时空中，从而获得自觉的形象认知和文化认同。

恩格斯说，老鹰的眼睛比人的眼睛看得远，但人的

眼睛看得更多，更丰富，其最终根源在于这些精神

化、意义化的感觉的形成都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

物。这就是想象的超越性赋予本质直观的特殊功能。 

（三）“审美知觉”的领悟 

生活世界是审美对象，审美对象世界的开启需

要审美知觉的参与，审美知觉是肉身主体的一种意

识行为，这个肉身主体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本身受

到世界的浸染与涵化，这为审美活动提供了一道照

亮影像世界的光，把审美对象意义的自主性，情感

世界的自足性照亮，使他们显现出来。正如杜夫海

纳说：“我不能说我构成审美对象，意识不能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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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配合对象，对象在意识中得到显示”
[7]（P268）

。 

就区域文化形象的影像传播来说，缺乏审美知觉

的区域文化形象塑型是没有意义的，文化认同首先是

建立在审美知觉基础上的。京津冀区域形象的影像传

播最明显的就是“雾霾一体化”。一则则治理雾霾的

公益广告在影像世界里交相辉映，成为生活世界的反

射，也在审美知觉上影响着人们的形象认同和治理行

动。如一则广告，画面里男女青年在雾霾笼罩的广场

戴着 3D 口罩纵情地跳舞，可因为严重雾霾使彼此看

不到对方，影像画面的广告词显示：“相爱，是美好

的。但如果我们连彼此都看不到，又怎能看得到未来，

你的行动决定你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把天空变蓝。”

对于有过和没有过雾霾经历的人，这种审美知觉调动

的是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本质直观，是渗透了审美主体

生活经验的艺术体验，同呼吸、共奋斗的深刻寓意比

以往任何时刻都给人以独特的感受。 

三、“交互主体性”观照下区域文化形象的影

像对话 

“交互主体性”首先出现在现象学的奠基者胡

塞尔的后期著作中，倡导用平等的意识使主体双方

享用彼此的世界，但不强权干涉彼此世界，彼此双

方形成交流、对话、互生互动的和谐关系。“在这个

世界里，……审美对象则把我们置于你和我的层次，

而不使我们彼此处于对立的地位。别人不但不窃取

我的世界，反而把他的世界向我开放，但不强制我

接受，而我也把自己向他开放
 [7]（P145）

。这为我们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文化形象的影像传播提供了绝佳

的注解。长期彼此隔绝，“自成一体”的三地形象要

想拧成一股绳，必然需要以主体间的相互开放为前

提，实现主体与主体、情感与情感之间的交流与对

话，使区域文化形象成为一个交互主体性的纽带。 

（一）此在有“话”要说 

“交互主体性”实现主体间对话需要此在有“话”

要说，彼在有“话”要听，说者对身居其中的生活世

界做到豁达的开放，听者带着身居其中的生活世界做

到无成见的对接，说者与听者达到一种“同感”、“共

融”的对象世界。影像空间里的区域文化形象最容易

生成审美对象，审美对象的“交互主体性”体现在京

津冀区域文化形象中便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作为

主体，承认彼此文化的存在性，共享彼此文化的丰富

性，融入彼此文化的敞开性。长期以来由于区位功能

不同，导致了三地间互动水平较低。以现象学的视角

来看，此在有“话”要说，而彼在不得不“听话”或

者甚至经常出现此在无“话”可说，彼在也不想听“话”

的情形，这种一方“失语”，一方“言语”的不对称

关系无法形成对等的“对话”。不能构成对话关系的

传播构不成“交互主体性”，也形不成协同发展的区

域文化形象。在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做到彼

此开放畅通，保持“可进入”的状态，使三地文化在

影像空间里实现对话交流，在媒介涵化中实现文化的

涵化，让不同群体在媒介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由于长期

连续的相互接触，而出现彼此交融的文化现象。 

(二)“诗意的”言说 

“交互主体性”在影像传播中的实现不仅要有

“话”说，而且还要“诗意的”言说。“诗意的”言

说意味着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现实或想象自我

感受。如海德格尔所说：“在‘诗意的’言说中，此

在心态的生存可能性的传达，可以成为自身的一个

目标，这就近于生存的揭示了”
[8]
。 

区域文化形象作为影像空间中的艺术存在，其形

式是多样的，如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广告、宣传

片、动漫游戏、综艺节目等等。作为京津冀区域形象

的“诗意”言说，首先需要整合文化符号，建构“文

化意象”，传播文化内涵。如对人物符号、景观符号、

饮食符号等进行影像转化，每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都

可以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呈现一个开放但不强制的生

活世界。其次，以视听语言为叙事手段，设置人文景

观植入影像画面，以方言、地方曲调植入影像声音，

以民俗文化情节植入影像故事等等都是“诗意言说”

的表达方式。再次，以影像多媒体平台为传播途径，

营构“京津冀区域文化形象”传播氛围。网络、电视、

电影、手机等协同形成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气氛，这种

气氛是区域文化形象的灵魂，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三）“共同体”的群体认同 

世界本身不是个人化的存在，而是体现着群体

化的“人类共同体”。一个区域中每一个主体都有其

自身的知觉关联物，而这些关联物也原则上都可能

为其他人所共同经验到。由此，“非区域内的社会群

体”因为对知觉关联物的感知，也会通过影像传播

（电影、电视、网络等）介入到区域文化中，参与

到区域文化形象的建构、传播与体认当中。 

京津冀区域作为“共同体”的群体认同既是区域

内“世代相传感、集体的共享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

也包括区域以外的其他群体的认可与期待。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实施 5年来，多方面取得重要了重要进展。

下一步，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多种领域，如文化

产业、经济产业等深入的时候，区域文化形象就成为

至关重要的引擎。因此，影像传播是实现区域内对话

的途径，也是实现跨区域群体认同的有效方式。 

概而言之，从现象学视角来观照京津冀区域文

化形象的影像传播，能帮助我们“回到事情本身”，

在本质直观中建构一个活泼泼的生活世界，在生活

世界中发现一个脉脉温情的影像空间，在诗意空间

中享受一个开放而自在文化氛围，从而获得京津冀

区域文化形象传播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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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体感的表现 

怎样进行整体表现呢？素描写生的整体表现过

程一般是这样的：首先是观察分析阶段，通过整体

的观察，明确自己的第一感受从而进行表现定位（包

括创意、构图、大轮廓等）。第二阶段是大体阶段，

这是一个感性阶段，这一阶段我们要牢牢地抓住第一

感受和大关系（整体关系，包括大比例、大色块等），

迅速完成各种基本关系。然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局部

深入阶段，这是一个理性阶段，这一阶段我们要在保

持大关系的前提下，对画面上的各种关系进行深入的

理性分析和比较，使各种关系更加具体，更加丰富，

并且加强第一印象，用第一印象时时提醒自己。 

当各种关系基本到位时，便进入最后的整体恢

复阶段，即最后的调整阶段。这也是一个感性阶段，

这时一要理性分析画面，更要去全面整体地感觉画

面，检查画面整体关系是否到位。我们可以用这么

几种办法：①退远看：把画放在远处或者向后退远

离画面，然后再审视整个画面。这样就可以减弱细

节和局部的干扰而较好地把握形体和色调的大关

系。②眯眼看：将双眼眯成细缝，这样就可削弱各

物体局部色调的干扰而较好地把握整体色调的大关

系。③扫着看：将眼睛快速地扫过景物，这种快速

的观察能摒弃各种繁杂的色彩而整体地把握各个大

色块关系。以上三种方法使画面的细节变得模糊，

而整体变得明朗了。另外，对镜子看可以造成画面

的新鲜感，从而容易看出形体和色调方面的问题。

把画作倒放看可以调整物象的形体。“猛回头看”可

恢复第一印象。类似的方法还有很多，不论是哪种

方法，其核心就是整体观察，整体表现。审视画面，

看看静物最精彩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否表现出来了；

第一印象是否抓住了；主次是否分明；有无视觉中

心（精彩部分）等等一些整体感方面的问题。 

三、结束语 

总之，整体观察，整体表现是贯穿写生全过程

的一条基本原则。只有运用正确的观察方法和正确

的思维方式才能充分理解物象复杂的形、比例结构、

透视、明暗等关系，也才能掌控素描造型的诸多元

素，提高我们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表达我们的

内心情感，培养我们高尚的审美情调，从而使我们

从基础训练顺利地进入专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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