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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浅析影像技术对人类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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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现代影像技术将人类辅助记忆的工具提升到了构架与还原的高度。文章分析了影像技术与人类记忆形式的

关系, 指出记忆本质并未因此改变, 只有实践才能使人类记忆真正具备个体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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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用吟咏、文字与水墨

的点染作为辅助工具, 给其赋予了太多 /写意 0的气质。不

论是诗人在古迹前的咏怀与凭吊 ,还是亲友多年失散后重逢

中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0的惊喜 ,乃至死生契阔约定成

空, 情人 /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入梦来0的饮泣, 都是

由想象作为其基石, 情景再现与还原盖难奢求。

影像技术的出现, 将人类辅助记忆的工具提升到了构架

与还原的高度。所谓构架, 指影像技术是解读主体对事物、

场景等的理解力的一种技术科学 , 故影像技术的产物, 是意

义的承载体, 其本身的体现方式是 /不同于文化维度相关的

科学的技术体现0 [ 1]。所谓还原, 是指通过影像技术, 对 /无

语0事物 (如痕迹、遗迹、线索等 )进行分析,做出符合探索者

理解力的解读 (用唐.伊德教授的话进行解释, 就是 /让事物

-说话 . 0 ¹ ) )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构架。

/记忆0的精确定义在5辞海6中是这样的: /对经验的事

物能够记住, 并且在以后再现 (或回忆 ), 或在它重新呈现时

能够再认识的过程 0。按照现代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观点, 我

们也可以将记忆理解为 :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储存和提取的

过程。日趋成熟的现代影像技术, 有着与 /记忆0非常相似

的本质特征: 个体性的理解 (也就是选择 ), 信息的存取 (也

就是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 )。所以, 可以将其视为人类记

忆的外延: 影像技术之于人类的记忆, 如同刀斧之于人类的

双手。那么,悄然融合了影像技术这一技术实践的人类记

忆, 是怎样通过其雕塑自己的特质,并对人之为人本身发生

影响与作用的呢?

一  历史背景回顾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影像技术的发展一直起

着重要的作用。从最开始人类对环境以及简单图画出自动

物本能的简单记忆, 到语言、文字、乃至图像、影视资料的技

术性记忆,人类记忆的客体与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

在记忆的是什么? 我们的记忆是否已经成为影像资料的索

引? 现代文化中的 /记忆0与传统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本能

/记忆0还有多少共性,又有多少差异?

追溯记忆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记忆并不只是人类所

特有,简单的记忆在动物界中也普遍存在。在非洲肯尼亚进

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非洲大象能辨认其他 100多头大象发出

的叫声,哪怕是在分开几年之后。由于候鸟年年定时地沿固

定的线路迁徙, 于是有了古人构建的 /鸿雁传书0的美丽意

象;当然, 真正对人类来说功不可没的信使, 也是包括鸟类

的 ) ) ) 经过训练能认识路途的信鸽。能识途的动物不仅有

信鸽,在5韩非子6中可以找到 /老马识途0的典故, 管仲所说

的 /老马之智可用也0中的 /智0指的便是马对旧路的记忆。

(一 )记忆发展的跨越之一 ) ) ) /音0与语言的诞生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在于, 工具的使用拉开了人

之所以为人的序幕;技术作为人的自我构造方式而存在。当

然,如今在技术哲学中所提及的技术, 已不再是简单地指原

始人使用木棍、石器等的方式了, 而是包括所有促进智人向

人进化的行为方式。语言是一种针对头脑的 /身体技术 0。

芒福德指出 /对于人的进一步发展来说, 语言的出现无疑要

比用石头磨制手斧更为重要 0 [ 2] 499, 这是因为 /语言作为一

种集体的产物 0 [2] 500, 将许多单独个体的记忆空间进行串

联,大大开辟了人类整体的记忆空间, 对信息的传递和种群

记忆的传递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语言出现后, 一方面, 使

人类的记忆全然异于了其他动物那种近乎条件反射式的简

单记忆,而是具备条理性与可操作性,驯养、播种与游牧成为

可能;另一方面, 也使得声音具备了信息含量, 成为一种有意

义的载体。



当然, 如今成熟的影像技术中所记录的 /有意义0的声

音, 已经不再特指语义学与逻辑学的意义了, 其丰富性有了

很大程度的拓展。

(二 )记忆发展的跨越之二 ) ) ) /影0的两支

5周易6中有 /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0的

语句, 作为文字书写前奏的 /结绳记事0、/契刻记事0已经表

明了语言在传播与保存方面有着诸多的先天不足与不便。

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逐渐进步与社会构成的日益复杂, 促使

人们对一种新的、可以辅助人类记忆的行为方式的需求愈来

愈迫切, 于是,书写应运而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

文字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原始人

在长期生产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记忆

品质又一次阶段性跨越的历史标志。另外,从扩展人类记忆

空间的角度而言, 文字的出现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

字符号成为了人类记忆储存的另一重要外延。 /上下五千

年, 纵横八万里0的铭记与传承成为可能; 记忆的丰富改变了

人类的思维方式, 哲学思辩与系统了的理论开始出现,轴心

时代的古老文明有了文字的托举。于是可以断言,利用文字

进行的意境描摹、归纳演绎等思维旅行, 是一种对抽象的

/影0的把握,一种关于 /影0的意义的阐述。

另一支具象的 /影0, 毫无疑问是指绘画与雕塑了。这

支的脉络, 有着与象形文字同样、甚至可以说更为悠远的历

史: 端始于对古老的无法追寻确切年代的史前图腾与壁画的

认知; 可以说,人类能探寻到关于人类种群最古老的记忆, 很

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最初的绘画 ) ) ) 因此,今天的我们回

顾史前的生产与生活, 是具体而生动的。

二  现代影像技术的发展对传统记忆形式的影响

影像技术产生出动态的作品,应归功于胶片的发明。感

光材料将事物的影像记录在底板上,我们看到并通过这样的

相片, 回忆相比画像而言更具客观性与细节性。随之诞生的

无声电影 (即默片 ), 拉开了人类用光影记录事件的序

幕 ) ) ) 里程碑似的序幕, 使人类对事件的记忆可以得到二维

平面上具有动态感的还原。之后, 有声电影的出现, 使许多

/身临其境0的梦想成为可能。时至今日, 伴随数字影像的

产生, 影像技术向着综合多元感知的方向发展, 并日趋完善。

另一方面, 数码产品的应人类扩展辅助记忆工具的热切

需求而快速发展, 使得 M P3、数码相机、手持 DV成为寻常百

姓的生活常备品; 哪怕是普通的移动手持电话, 也往往具备

了摄、录等功能,表明了便捷信息的突破口不仅在于便捷通

信, 也在于便捷信息存取的理念。种种迹象表明, 视频、音频

等影像文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及,这将对我们的记忆形

式产生许多改变。

(一 )多元记忆编码方式

在以纸媒为主要信息传播媒介的社会里,对记忆力优越

的表现往往是 /一目十行0、/过目成诵 0, 主要指的是对语

言、文字的复述与复诵, 而此时的信息也是以语言文字作为

编码的主要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例, 传统的教学方法, 主要

是指课堂上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讲授 (语言 ), 课下学生通

过课文对所学内容进行温习 (文字 )。当影像技术步入课

堂,多媒体教学欢愉了学生的视听。原音播放、多媒体课件

以及许多场景的视频动画模拟等,使得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

同时被调动,记忆所选择的输入信息, 将有视、听、味、触、嗅

等多种途径进行多元编码。

另外,数码产品的广泛使用, 使得人们需要的信息不一

定要成为存储于大脑中的编码形式, 而是可以计算机编码方

式,储存于各种便携的电子产品中 ) ) ) 这种存储方式, 类似

于以文字为编码的书本语言; 不同之处有三: 一是编码方式

与编码不尽相同;二是存储量有天壤之别; 三是携带变得异

常方便 ) ) ) /学富五车0的信息的转运,不再是 /汗牛充栋0

的体力活了。

(二 )记忆的场景化与连贯性

在胶片诞生以前,人类记忆对由混沌初开直至当下存在

的宏大时空叙事,多停留在轴的某个点上, 用单纯文字的形

式进行阐述与串联。这样的记忆, 在我们的头脑中所形成

的,大多只是一副或一组画面 ,缺少时间上的连贯性与空间

上的立体感,可视为偏重于平面化的记忆方式。

如果说,文字的使用为情境的描摹创造了条件,那么影

像技术则为场景的再现提供了可能。唐. 伊德教授曾在讲座

中提及了奥茨冰人的案例 [ 3] , 并在书中附了其相片与复原

图。同样,在我国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展中, 也

通过影像技术对辛追夫人的遗体进行了扫描与构建 (即人

像复原技术 ), 最终复原出了栩栩如生的辛追夫人像及其生

活场景。以上的案例, 表明了追溯与复原人类的历史记忆,

影像技术功不可没;其实, 在传递人类的异域记忆中, 影像技

术同样居功至伟。就 2009年 7月 22日发生在北半球许多

地区的日全食而言, 全球瞩目 ,纵使那些生活在当地并不发

生日食或者发生日偏食地区的人们, 借助影像技术,也可几

乎实时一睹贝利珠和钻石环的璀璨, 对日全食有了场景化的

记忆。

影像技术使用的意义, 不仅着眼于一时一地的场景再

现,更在于使历史叙事具有连贯的时空性。纪录片的拍摄,

对人类记忆是整理,是保存, 也是传承。不同于语言的传递、

史书的书写或画卷的描绘,纪录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场

景的还原与对事件流动性的把握。同样是一桩历史事件,纪

录片可通过立体化的拍摄视角流畅地还原一段连贯的历史

时期,使得本已沉寂的历史事件作为一种可交流的存在融入

观众的记忆之中,而不再由第三方进行讲述;于是, 此时的记

忆便有了连贯性与立体感的呈现。

三  影像技术会不会改变人类记忆的本质?

随着计算机、电视与通信网络的发展, 影像技术应用领

域日趋宽阔, 几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无微不至的 /关

照0; 同时,各类数码产品, 既作为影像工具 ,又作为存储工

具,的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捷。

(一 )便捷度的提升

由此所带来的直观表现是, 似乎距离与时间产生了收

缩,含有同类信息的影像文件被反复接收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此类信息被记住的概率也大大增加。这是影像技术在改

变人类记忆形式之外另一处为人类记忆扩容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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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当视听结合为影像, 用 /事实0

说话很多时候等同于用影像工具实时摄录的文件举证。不

知不觉中, 影像技术对人类的记忆有了甚为重要的担当, 在

信息的编码、储存与提取中, 都可以扮演 /主力军0的角色。

正如敖德嘉 º所言,技术就是用来 /省劲0的, 影像技术释放

了人脑的记忆空间。于是, /记忆0不再完全侧重于信息的

存取, 选择变得更为重要, 对信息的统筹与规划成为人类记

忆的另一核心问题。

换而言之, 当信息的记录具有了客观性与一致性时, 如

何选择角度与观点成为了人与人相区别的标志 ) ) ) 因为, 当

人类记忆停留在语言、文字与绘画之时, 这些媒介所表达的

信息, 其实更多地来自于少数个体的回忆,已然具备了他们

的特定标示, 信息从被大众选择的端始,便是非公平的。毕

竟, 人之于记忆的回溯,不同于搜索引擎的使用,小至个体的

情绪与思考, 大至人生观与价值观, 皆体现在 /记忆 0调遣的

过程中。当人类将信息存储的环节交付影像工具,所视听的

客观性有了一定的提升。另一方面, 影像技术的功用,好似

工具的使用解放了人类的双手, 影像技术对人类记忆空间所

进行的释放, 从一定意义上也给个体的意见与观点的客观表

达留出了更充分的余裕。

(二 )未改变的本质

然而, 对于 /影像技术究竟会不会改变人类记忆本质0

这一问题, 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的。虽然,确有明显的转变。

其精妙的转向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进行观察。

实验内容是, 对同一个人的两天日常生活分别进行影像

记录与文字记录, 然后将信息分析汇总。通过这个实验, 我

们会发现: 用影像工具记录的一天, 实验对象的举手投足、

言谈喜怒等日常活动细节几乎没有遗漏,信息量远大于文字

记录。但是, 影像工具的记录缺陷在于,其侧重点是现象 (或

者说是日常活动的表象 )本身, 而实验对象的一回首一蹙眉

中所包含的心理活动却令观者不解,乃至实验对象自己也极

有可能回忆不起其中缘故。文字记录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

不足。文字记录对日常活动的表象记录并不能算到位, 比

如, 半小时的具体活动用 /吃饭 0、/打羽毛球0、/看书 0等便

可完全概括; 但是此间另附的文字更具有个体性与主观性,

对回忆实验对象当时的心理活动很有帮助, 比如, /肚子不

饿, 菜的味道很特别0、/心情不错, 运动场上的阳光令人惬

意0等。

由此可见,影像技术的出现及普及,在给我们的记忆得

到便捷与欢愉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取代或改变传统的记忆方

式,其与传统记忆方式的相辅相成,恰好印证了黑格尔对 /前

进 -回溯0辩证运动的解释: /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 回溯到

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 0 [ 4]。

四  小结

古人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0,当 /万里路0的场景通

过影像技术的构建,随时可供我们观赏时, 并不意味着 /行0

已不再重要。 /驱山走海置眼前0, 影像技术作为一种 /准实

在0, 所记录与调节的更多是 /表象0, 经历与体验才是实践

的内核;也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的记忆才会有不同于

他人的个体性标记。/物有常形最耐看0, 影像技术给我们提

供了一种便捷方式, 使我们在回忆时不再侧重于记忆中

/形0的浮华,进而认真审视 /形而上 0的个体反思。影像技

术对记忆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中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性。

注释:

¹ 唐.伊德 ( Don Ihde, 1934- ),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哲学系教授,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和现象学家, 5让事物 /说

话06是其 2004年访问北京大学时发表的有关后现象学和

技术科学的系列讲座的演讲稿集。

º 敖德嘉.加塞特 ( Jo se O rtegay Gasset, 1883- 1955), 20

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哲学家和散文作家, 也是著名的学术活动

家和政治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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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s of Image Technology on OurM emory

CHEN T ing

(Changsha Colleg 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 t:  The im age techno logy promo tes the too ls wh ich assist our memo ry to the leve l o f structur ing and reproduc ing the

scene. Th is pape 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im age techno logy and our memo ry, then po ints out, the essence of m emo ry is

still not changed and practice is the onlyw ay wh ich cou ld gu ide our m em ory to get persona lity.

K ey words:  im age techno logy;  m em ory;  the scene reproduced;  person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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