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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摸 历 史 诠 释 历 史 
— — 影像史学在历史记录中的“意义阐述" 

王镇富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f摘 要】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影像史学”在史学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应用。“影像史 

学”的出现，意味着变革传统的研究方法，这对拓宽传统史学的史料视野，延伸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普及历史 

学的大众应用，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史学工作者如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对影像史学、书写史学、口 

述史学等治史方式进行整合，将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一门传统的老学科 ，历史学在新 

的历史时期面临许多新挑战，“影像史学”可能是应对这类挑战的一条新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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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美 国历 史 学 家 海 登 ·怀 特 (Hayden 

White)提 出 “Historiophoty”一 词 ，笔者将 其 译 为 “影 

像史 学 ”。在他 看来 ，影 像史 学是 “以视觉 影像 和 电 

影话 语来 表 现历 史 和我 们对 历史 的见解 ”。『】】当现 

代视 听媒 体 大量 呈 现在 大众 面前 ，影 像 实 际上 提 

供 了另一 种 表述 历史 的方式 。尤 其 对近 现代 史 而 

言 ，影 像 资料 是传 统 文字 史料 的有力 补充 。 

国内最早 接 触这 一 领域 的是 台湾 中兴 大学历 

史 系 周 梁 楷 教 授 ，他 首 次 将 “Historiophoty”译 为 

“影 视史 学 ”，【1 并 着 手从 事相 关 的学 术研 究 。复旦 

大学 历 史 系 张 广 智 教授 于 1996年 发 表 《影 视史 

学 ：历 史 学 的 新 领 域 》，I21向 内地 学 术 界 首 次 介 绍 

这 一 概 念 。200O年元 旦 ，在 中央 电视 台举 行 的大 

型纪 录 片 《百 年 中国》开 播 座谈 会 上 ，中国 近 现代 

史 专 家杨 天石 呼 吁建 立 中 国的“影 像历 史 学 ”。“影 

像 史 学”这 一 概念 逐渐 进入 影 像创 作人 员 的视 野 。 

部 分 纪录 片导 演 开始 将历 史 学 的观念 与方 法 注入 

影 像 (主要 是 纪 录 片 )的 制 作 ，用 影 像 叙 事 的方 法 

构 建 历史 文本 。 

作 为历 史学 的一 门新兴 分 支学 科 ，史 学界 对 

这 一领 域 的研究 相 当薄弱 。无 论对 于 影像 史学 自 

身 的发 展需 要来 说 ，还 是相 对 于其 他 相近 学科 如 

口述史 学来 说 ，都远 远没 有达 到人 们所 期待 的状 

况 。 目前 ，国 内 出版 的不 少 冠 以 “影 像 史学 ”或 影 

视 史学 方 面 的 出版 物 ，其 实 大 多 是关 于 电影 发展 

史 或 电影评 论 的著作 ，并 非严 格意 义上 的史 学 成 

果 。同 历史 学研 究一样 ，影像 史学 的发 展也 需要 

讨论 和 争 鸣。在 这种 情况 下 ，史学 工作 者 和影像 

工作 者 有责 任参 与到这 一 领域 ，积 极进 行有 关 的 

学术 研讨 和 影像 制作 ，这 对影 像史 学 的健康 发展 

必定 是 大有裨 益 的 。本 文 主要 对影 像史 学在 历史 

纪 录 中的作 用进 行探 讨 。 
一

、 影像 史 学改 变 了传统 的文 宇书 写历 史 的 

方式 ，丰富 了历史 表 述的方 法 ，使传 统史 学 的史料 

视野得 到拓 宽 

长期 以来 ，文 字史 料一 直是 历史 学家 进行 研 

究 的权 威 文献 ，影 像资 料很 少 引起史 学界 的重 视 。 

20世 纪前后 ，随着 摄影 、电影 、电视 等影 像 技术 的 

问世 ，历史 文献 的 传播媒 介 已经 不仅 限 于文字 、平 

面的 记载 方式 ，影 像也 提供 了一个重 要 的史料 来 

源 。“尤其 在 近现代 史领 域 ，丰 富的影 像 资料直 接 

为书写 史学 提供 了一个 鲜活 的 ‘影 像 注脚 ’。 ”13]通 

过 影像 这 种新 的语 言形 式对 历史 进行 书写 ，能 够 

有 效弥 补文 献史 料不 足 的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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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 实社会 ，有 些档案 文献 被刻 意遮 掩 ，影像 

资 料就显 得价 值连城 。如 ，在 日本 某 些人还 在歪 曲 

侵 略历史 的今 天 ，影像 在讲述 历史 的过程 中发 挥 

着 特有 的作用 。 日前 ，《南 京暴行 —— 被遗 忘 的大 

屠 杀》的作者 、美籍 华裔 女作 家张 纯如 十几 年前 拍 

摄 的 600分钟 珍 贵影像 资料在 南京 展 出。这些 影 

像 资料 记 录了 9位 南京 大屠 杀幸存 者 的证 言。江 

苏 省社 科 院历史研 究所 副所 长王 卫星表 示 ，这些 

录像带 具有 重要 的史料 价值 ，是 日军侵 略 中国 的 

铁证 。侵华 日军 南京大 屠杀 遇难 同胞 纪念馆 馆长 

朱 成 山认 为 ，张 纯如 录制 的影音 资料对 还原 历史 

非常 重要 ，是 当年历 史 的 “活证 据 ”。 的确 ，不少 

影 像 资料是 当时 特定 历史 时期记 录下来 的 ，可 以 

说是历 史 的“第 一现场 ”。影像 的存 在 ，使 人们 有可 

能重新 发现 被遮 蔽 的历 史 。史学 家如果 仅仅 依靠 

文献史 料 ，鲜活 、生 动 的历 史 将 变得 沉 闷无 味 ，这 

可能是 传统 史学 由过 去的 “显学 ”在今 天渐 渐趋冷 

的 重 要 原 因 。 

历 史上 有很 多事件 ，无 法 留下 文字 记载 ，影像 

史学 往 往可 以弥 补这 方 面的 不足 。1908年 11月 

14日，光绪 皇帝 驾崩 。然 而 ，他死 因却 不 清楚 ，成 

为 困扰史 学界 近百 年的悬 案 。2008年 11月 1日， 

在光 绪百 年忌 日到来 之际 ，这一 悬案 终于 有 了结 

果 ，而揭 开谜 团 的竟 是 中央 电视 台 的一位 纪录 片 

编导 。据《新 民晚报》报 道说 ，2003年 ，央视 纪 录片 

编导 钟里 满偶然 得知 ，清西 陵文 物管理 处 1980年 

曾对 光绪 及隆裕 皇后 的棺 椁进行 清理 ，两 人 的头 

发被 移 至清西 陵库房 保管 。于是 钟 里满开 始 了长 

达 5年 的 边 测 试研 究 、 边拍 纪 录 片 的 过 程 。从 

2o03年 开始 ，中央 电视 台 、北 京市 公 安 局 法 医 鉴 

定 中心 、清西 陵文物 管理处 等单 位联 合组成 “光绪 

帝 死 因”课 题研 究 组 ，运 用先 进 的技术 手 段 ，对 光 

绪帝 的头 发 、遗 骨等样 品 ，进行 了反 复检验 和缜 密 

研究 ，得 出 了令 人信 服 的科学结 论—— 光 绪死 于 

砒 霜 中毒 。由非清史 学者 完成 的这 一课题 受到 了 

国家 清史 编纂工 程 的高度 重视 ，已被 纳入 该工程 

“重 大学 术 问题 研究 专项 课题 ”。而 翔实记 录 侦破 

这 桩 百 年 疑 案 过 程 的 大 型 电视 纪 录 片 《光 绪 死 

因》，也许 将被 收入 中国正 史 《清史 》。这无 疑 填补 

了史学 界 的空 白 ，是影像 史 学能够 证史 的有力 佐 

证。再比如 ，央视摄制的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中， 

有 一 段 对 毛 泽 东 当年 的 护 士 吴 旭 君 的 同期 声 采 

访 ，讲 述毛泽 东邀 请美 国乒 乓球 队访华 的前 后过 

程 。这一 历史 细节 在 当时的文 献资 料 中均无 记载 ， 

因而具 有独 特的史 料价值 。后 来 ，中央文 献研 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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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编撰 《毛 泽 东传 》(1949-- 1976)时 ，专 门 引 用 了 

这段史 料 。如果 不是这 种影像 叙述 ，而仅 仅通过 

文 字来 表现 ，观 众很 难 获得 一 种具 有 历史 现 场感 

的全 面的历 史认 知 。所 以 ，影 像史 学不是~,-j-历史 

简 单 的影像 化 和通 俗化 ，影像 史 学可 以服 务 于历 

史研究 。 

作为 最直观 的历史 文献 ，影像 资料 可以填补 、 

见证 甚至改 变 文字记 载的合 理性 与真实 性 。当然 ， 

谁也 不能保 证影 像资 料的准 确无误 ，但 至少提 供 

了与文 献 资料 相互 印 证 的可 能 。在 这一 过 程 中 ， 

必须 保持 历史事 件 的影 像原 始形态 ，观众 只有 看 

到这 种原 始 的声 画资 料 ，才 能感受 到过 去的真 实 。 

二 、影像史 学 生动 形象地 “描述 ”历 史 。拓 宽了 

史 学传播 方式 ，有利 于传播 普及历 史知 识 

过去 一段 时间 ，人们更 多 的是 从 影视 (包 括 

“戏 说 ”类 影视节 目)中接受 有关过 去 的知识 ，史 学 

界 似~x,-j历史 的普及 不大感 兴趣 。这就 造成 了双 

重 尴尬 ：一方 面 ，史学 家 的研究成 果无法 传递 给大 

众 ；另一 方面 ，大众无 法知 道他们感 兴趣 的历史 真 

实 。如何 让史 学走 出书斋 ，让观众 从 历史影像 中 

得 到启示 呢 ? 

作 为史学 工作者 ，在潜 心于历 史研究 的同时 ， 

还 要担 负起普 及历史 知识 的责任 。这 或许就 是黄 

朴 民所说 的“历史 的第三种 读法 ”，即“用现代 意识 

对 历史 进行 生动鲜 活 的解 读 ，让 历史 从历史 学家 

营造 的象 牙之 塔 中走 出来 ，走人 千家万 户 ，走 入每 

个人 的心 里 。”[51影像 史 学可 以通过 生 动形 象 、丰 

富有趣 的动态 “描述 ”，使枯 燥 生硬 的历史知 识 、晦 

涩难懂 的史学 研究 成果走 出学术 高墙 ，进入 寻常 

百姓 的娱 乐 、生活 ，也可 以使史 学研究 变得鲜 活直 

观 、富有 生气 。 

作 为一种 新 的历史表 述方 法 ，影 像史学 为历 

史 的大 众化 提供 了很好 的方 向。借 助于现代 影像 

与音 响技术 ，影像史 学 比书写史 学具 有更强 烈 的 

视觉 冲击 。怀特也认 为 ，“电影 (或 电视 )的确 比书 

写的论 述更 能呈现 某些历 史现 象 ，例 如 ：风 光景 

致 、周 遭气 氛 以及 繁杂多 变 的冲突 、战争 、群 众 、情 

绪等 等 。 ”【1 影像 史 学 以其 独 特 的 难 以忘 怀 的 魅 

力 ，使 大众 从 日常 生活 、娱 乐 活动 中不 自觉地接 受 

历史 知识 ，拓展 自己 的历 史智 慧 。 

在 影视 领域 ，影像史 学成 功地 激发 了社会 大 

众对 于历史 的兴 趣 ，促 进 了历史知 识 的传播 。 比 

如 ，影 像史 学与古 代 的讲 史传 统相结 合 ，形 成具有 

特色 的《百 家讲坛 》电视 栏 目，在全 国兴起 了“读 史 

热 ”。《百 家讲坛 》选 取 的历 史题 材往往 具有一 定 



的故 事性 ，能 够充 分 吸引 观众 的 眼球 ，再配 以电视 

这 种广 泛 普及 的 传播媒 4／"以及 专 家新 颖 的讲述 手 

法 ，节 目一下 子 拉近 了观 众 与历史 的距 离 。影 像 

“独 特 的叙 述 能 力 刺激 了 大家 想 要 和 过 去对 话 的 

企 图”，闻(P153)显示 出影 像史 学 的魅 力 。虽然 以《百 

家 讲 坛 》为 代 表 的 “电 视 讲坛 ”对 于史 学 研 究 的 最 

新 成果 并 没有 充分 的吸收 ，不 可能 得 到多 数专 家 

学 者 的认 可 ，但 在 娱乐 成 为时 尚的今 天 ，“电视 讲 

坛 ”能 深受 观众 欢迎 ，反 映 出人们 内心对 了解 历 史 

的 渴 望 。 

“百 家讲 坛 ”这 种 影像 史 学 的新 形 式 ，为 史 学 

的通俗 化 开辟 了方 向。作 为专业 的历史 工作 者 ，当 

然应 该 坚 持历史 的专业 读 法 。然 而 ，也应 该 抽 出部 

分 精力 与 时间 ，尝试 用 生动 活泼 的方 式普 及 历史 ， 

扩 大历 史学 的社 会基 础 。 当然 ，在 普及 历史 的同 

时 ，不 能 无 中生 有 、虚构 事 实 ，求 真始 终 应 该 是 史 

家 坚持 的原 则 。 

三 、影像 史 学是 一种 跨 学科 的研 究 手段 。为 历 

史 学提供 了一种 崭 新的研 究方法 

史 学若要 跟 上 时代 ，与 时俱进 ，除 了对 史 料 的 

不 断发 掘和 整理 之外 ，还 需 要其 他相 ~q=N-的 知 

识 滋 养 。英 国史 学家 巴勒 克拉 夫认 为 ：如果 历 史学 

不 借 鉴其 他学 科 的理 论和 方法 ，“便要 冒一 场 有失 

去 自己地 位 的风 险 ，既不 成 为一 门科 学 ，也 不 成为 
一 种 艺 术 ，只能成 为一 门 ‘业 余 爱好 ’而 苟延 残 喘 

下 去 。这样 的历 史 学 ⋯⋯ 被剥夺 了真正 的意义 ，失 

去 了在 人类 事 务 中 发挥 作 用 的 能力 ”。rno,69)近年 

来 ，历 史学 与社 会 学 、人 类 学 、心理 学 、数学 等 学科 

的交叉 ，使 历史 学 的发 展呈 现 多样 化 的趋 势 ，在 历 

史 学 内部 产生 了一 系列 分 支学科 ：历史 社会 学 、历 

史 人类 学 、心理 史 学 、计 量 史学 、口述史 学 等等 。 

影 像史 学 涉及 到 的学科 更 广泛 ：影 像 的拍 摄 

和 编辑 需要 影 视学 、新 闻传 播学 知 识 ，同期 声访 谈 

需要 新 闻学 、语 言 学等方 面的技 巧 ，影像 资 料 的整 

理 和保 存需 要 档案 学方 法 ，等等 。作 为 一 门跨学 科 

的学 术研 究 ，影像 史学 需要 广泛 采 用其 他人 文 和 

社会 科 学 的研究 方 法 ，自然离不 开 其他 人文 社 会 

科 学理 论 的交 叉 和融合 。作 为史 学 工作 者 ，应 当 以 

宽 广 的胸怀 站在 其 他学 科 的肩膀 上 ，从 历 史 的角 

度探 讨 和分 析 问题 。影 像史 学 的跨 学科 性正 好顺 

应 了这 一趋 势 ，极 大地 推 动 了历 史 学研 究方 法 的 

更新 。张广 智指 出 ，影像 史 学在史 学 观念 、研 究 范 

围 和研 究 方 法上 都 促 进 了书 写 史学 的重 新 定 位 。 

l"81吴紫 阳也认 为 ，作 为一 种 新 的 历 史研 究 方 法 ，影 

像史 学 “将成 为刺激 人 心 、充满 活 力 的 ‘促 动 因 

素 ’，促 进 历史 学 的发展 。”【卅在 这样 的挑 战下 ，史 

学 界 与影像 工 作者应 该 拓展合 作 深度 ，互 相介 入 

到双 方的212作 中 。对 史 学工 作者 而 言 ，首 要工 作 

就 是 补 上 “影像 史 学 ”这 一 课 ，加 强 自身 的影 视 学 

知识 的素养 。史 学 工作 者要尽 可 能地 掌握 影视 传 

播 等方 面 的知 识 ，与影 视从业 人 员进 行直 接 “对 

话 ”； 以崭 新 的史学 理念 指 导影像 史 学 的创 作 ，为 

其 提供 一种 理论 上 的支 持 ；同时 利用 现代 传媒 技 

术 将 自己 的研究 转 化 为 现 实 的作 品 ，积极 帮 助 影 

视 界 去寻求 历史 的真 实 。 

四 、影 像 历史教 学 改变 了 以往 的静态 历史 教 

学 模 式 。促 进 了 历 史 教 学 形 式 的 多 样 化 

传 统 的 历史 教育 采 取 的是 单 向传 授 的 方式 ， 

单 调而 枯燥 ，很 难调 动 学生 的兴 趣 。而影 像史 学 

这种 崭 新 的历史 教学 方式 ，对 学 生视 听觉 容易 产 

生 强烈 的冲击 ，可 以激发 他 们 强烈 的学 习兴 趣 和 

求知 欲 ，提高 教 学效 益 。 

其 实 ，“影 像 史学 ”不 只是 一 种教学 手段 和方 

法 ，教师 可 以通过 影像 资 料 的使 用 ，挖掘 影像 资料 

中隐含 的 历史 内涵 。学生 在观 看 影 片 的过 程 中 ， 

可 以 自己去发 现 、体验 、感 受作 品 中反 映 出的史 观 

和人 文精 神 。这 种 自己观 看 、自己体会 的方 式 ，突 

破 了传统教 育 灌输 式教 学 方式 的局 限 ，可 以提高 

对 历 史知 识 的理性 认识 。培养 学生 的历史 眼光和 

意 识 。如 ，经 过 艺术 加 工 的历 史 题 材 “戏 说 ”影 视 

剧 ，确 实有 消 极影 响 ，但是 也 可 以把 坏事 变成 好 

事 ，即教会 学 生如何 运 用正 确 的史实 来辨 别正 误 ， 

锻 炼 和培养 学 生 的分辨 能力 。 同时 ，教 师也 可 以 

引 导学 生解 读 这些作 品制作 时 的一些 社会 和政 治 

背 景 ，了解 特定 的历 史 、社会 和人 群 变化 的心态 。 

在 影像 历史 教 学过 程 中 ，还 可 以充分 发挥 学 

生 的 动手 能力 ，利 用 DV、相 机 等 工 具 ，让 他 们 亲 

手 记 录身边 即将 逝去 的历史 。传 统 的历史 教学 模 

式 使学 生感 到 历史距 离 他们很 遥 远 ，自己记 录历 

史 ，使 学生 成 为“历史 本 身 的创 造 者 ”。 因此 ，影 像 

资 源 引入 教 学 引发 了新 的 变 化 ：学 生 的 主体 性得 

到 充 分 的发 挥 ，对 作 品的 理解 和感 受 得 以深 化 。 

在 这里 ，教 师 已经改 变 了传统 教 学 中知识 的传 授 

者 形象 ，变成 了引导者 。这种 师生 角色 的转 变 ，符 

合 现代 教育 对师 生关 系 的定位 和要 求 。 

国 内的史 学 工作 者 长 期偏 重 于 文 字 资料 ，在 

利 用影像 资 源教 学方 面 没有形 成 系统 的认识 。在 

一 些发达 国家 ，影 像资 源作 为视 昕辅 助教 具 ，早 已 

进 入课 堂并 发挥 着重 要作 用 。如美 国历 史影 片 已 

成 为大 、中学 历史 教育 的一 个重 要组 成部 分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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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专 门 的研究 电影 与历史 教育 的刊物 。在法 国 ， 

中小学 历史课 也 配有不 少历史 教学 电影 。 即使 在 

国 内，台湾 的影像史 学 教学也 走在 大陆 前面 。影像 

史 学课 程不但 是 台湾实 行历 史通 俗教 育的必 开课 

程 ，而且 硕士 班还 开设 相关研 讨课 。他 山之石 ，可 

以攻 玉 。我们 完 全可 以打破 传统 的思 维模式 ，借鉴 

西方 的一些 史学 理论 和方 法 ，指 导我 们 的历史 教 

学 。 

五 、关 注 对 象 上 至 领 袖 、下 至 平 民 。拓 宽 了 传 

统 历 史 学 的 研 究 视 野  

上世 纪八 十年代末 九 十年代 初 ，在社 会史 研 

究兴 起 的大氛 围下 ，影像 也开始 摆脱 “政 治史 ”、 

“精英 历 史 ”模式 ，摸索 “自下 而 上看 历 史 ”的史 学 

新范 式 。影 像不 仅关注 社会 变革 和重 大事 件 ，而 且 

把更 多 的 目光 投 向了 民间 。以普 通 人和 当下社 会 

现 实为记 录对 象 的人文社 会纪 录 片成为这 种影 像 

的代 表 。以 电视为例 ，这 一时期 ，荧屏 上 出现 了不 

少反 映普 通百 姓生 活的 纪录 片 ，如 央视科 教频 道 

的《见 证 ·影像 志 》、香 港 凤 凰卫 视 的 《口述 历史 》、 

上海 东方 卫视 的《往 事》等 栏 目。 央视《东 方时 空》 

里 的《生 活空 间》栏 目更是 家喻 户 晓 ，“讲述 老百 姓 

自己的故 事 ”成 为一 种时 代观 念扎根 于观 众心 中 ， 

试 图“为未来 留下 一部 由小人 物构 成 的历史 ”。从 

这 时起 ，“纪 录片从宏 观 上讲 ，开始 关注 人类 自身 ； 

从 微观上 讲 ，纪 录片开始 关注 个性 化 的具 体人 。” 
fl0】 

在 传 统史 学 仍 沉 迷 于文 字 文献 的考 据时 ，影 

像史 学 “却借 助 于历史 现场 、亲历 者 的记忆 和 口 

述 ，以及更多 的具 有 民间色彩 的视 觉史 料 ，力 图挣 

脱 文 字 思 维 的枷 锁 ，撰 写 一 部 非 官 方 的 另类 历 

9-．”。 在《见证 ·亲历》栏 目播 出的七集 系列 片《西 

南联大 八年 记》中 ，那些 耄 耋之年 的老 者对 当年历 

史细节 的追 忆 ，对 当时历史 氛 围的描摹 ，为 西南联 

大在抗 战期 间艰 苦办 学 的历史增 加 了若干 感性元 

素 ，很 多历史 文 献上 没有记 载 的细节 ，让 历 史有 了 

前 因后 果 ，使今 天 的人 们 对西南 联大 抗战 八年 的 

历史 有 了更 加清 晰 的认 识 ，为解 开一 些复 杂 的历 

史悬 疑提 供 了可 能 。因为 口述者 讲 述的 内容往 往 

是一些 独 家 的话 题 ，配 以影 像生 动地表 现 、极具震 

撼 力的现 场感 ，往 往能够 最大 限度 地还原 历史 氛 

围 ，给观众 真 切的历 史现 场感 ，这是 影像史 学 与 口 

述 史学相 结合 的魅 力所在 。 

影像 史学关 注 视野 的拓宽 ，将 历史恢 复 成普 

通 人 的历史 ，这 扩 充 了历 史叙 述 的视线 ，令历史 研 

究 变得更 多元 化 、民主化 。影 像史 学 的人文性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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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了官方 史学 、传统史 学 之外 的新 空 间 ，所 以更 是 

一 种 民主 精神 的体 现 。 “历史 学 家需 要 通过 社会 

调 查等 手 段 ，从 民间社 会 的点 点 碎影 中补充 这历 

史 的残 缺 ，从 社会下 层发 掘足 以反映历史 变动 的 

轨 迹 ，以最大 限度地接 近历 史 的真 相 。”[11 1o4—1o5) 

这 对史 学工作 者是 一个有 益 的启 示 。 

可 以说 ，传统 书写史 学与影 像史 学呈现 出完 

全不 同的形 态 。有 些历史 现象 ，如 自然场景 、冲突 

等 ，采用 影像 比依靠 书 写 的效 果更 为形象 生 动 。 

但影像 往往 一 闪而过 ，难 以仔 细品味 ，还需要 一种 

能够反 复切 磋琢磨 的文 字载体作 为辅 助 。若 将二 

者互相 补充 ，或许 更能接 近真 实的历史 。从 根本 

上说 ，影 像史 学 的兴起 ，不 是要走 向传 统史学 的终 

结 ，而 是对传 统史 学 的全 面提 升。传统 书写史 学 

与 影像史 学 在合 作 中互 相 滋养 ，成 为 彼此 新 的翅 

膀 与能量 ，可 以结 出更 多富有 营养 的果实 ，这是 一 

种双赢 的合 作 。 

“影 像史 学 ”作 为历 史 学 的一 个新 成 员 ，对 改 

进传 统史 学的研 究方法 、丰 富研究 视野 、普 及历史 

知识 等有重 要 的意义 。如果 能有更 多 的史 学工作 

者来关 注这 个 问题 ，“影像 史学 ” 的研究 必将会 提 

高 到一个 新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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