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及其启示
∗

———以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为例

张国启

【内容提要】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建构了破译 “拿破仑观念” 的

唯物史观叙事ꎬ 通过社会历史事实的主体赋意、 形象展演与大众传播ꎬ 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路易波

拿巴模仿拿破仑雾月政变而完成 “侄子代替伯父” 的过程ꎮ 在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中ꎬ 马

克思借助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手段批判旧世界、 发现新世界ꎬ 彰显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 “理想的

意图”ꎮ 在当代中国ꎬ 开展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研究ꎬ 重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

“直抵人心”ꎬ 塑造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ꎬ 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方法论

借鉴ꎮ
【关键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唯物史观　 视觉形象　 价值引领

作者简介: 张国启 (１９７５－)ꎬ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广东

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４１)ꎮ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理论基石ꎬ 坚持唯物史观叙事是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视觉形象呈现的鲜明特色ꎮ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立足 １９ 世纪中叶法

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ꎬ 以其严密的思维逻辑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把握精准描摹与

刻画了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仑雾月政变而发动夺取政权的 “大型政治历史剧”ꎬ 生动形象地呈现

了路易波拿巴作为一个 “平庸而可笑的人物”① 完成 “侄子代替伯父” 的政变过程ꎮ 人们在阅读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的过程中ꎬ 刺刀与马靴、 “弗利基亚帽” “红色的军裤”、 旺多姆

圆柱顶上的拿破仑铜像以及 “鹅的叫声” 等彰显视觉形象的画面不时会闪入人们的眼帘、 充斥人们

的脑海ꎬ 恢宏的历史画面和鲜活生动的视觉形象构成了该文唯物史观叙事的基本内容ꎮ 恩格斯指出:
“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ꎬ 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ꎬ 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ꎬ 证明这幅图画是

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ꎮ”② 恩格斯的论述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给人们提供的 “无与伦

比” 的视觉形象ꎬ 同时也为人们系统认识 “侄子代替伯父” 的政变过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ꎮ «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视觉形象呈现的唯物史观叙事之所以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ꎬ 关

键在于 “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ꎬ 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③ꎮ 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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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ꎬ 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唯物史观

叙事ꎬ 对于 “端正历史文化认知ꎬ 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①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ꎮ

一、 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律动规则

唯物史观叙事是一种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 “非虚构性” 叙事ꎬ 也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基本表

达范式ꎮ 它借助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场景和历史人物的形象特征与话语表达ꎬ 深刻揭示社会变迁的

深层动因和律动规则ꎮ 而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ꎬ 主要反映一定社会造型或历史活动空间中唯物

史观叙事的思维意图、 表达兴趣及其具象化展现ꎬ 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唯物史观叙事的 “以言行事力

量”ꎬ 旨在通过唯物史观叙事的主体赋意、 形象展演与大众传播彰显其价值引领的 “理想的意图”ꎮ
开展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律动规则研究ꎬ 一般要把握三个基本问题ꎬ 即 “如何理解唯物

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 “视觉形象对唯物史观叙事会产生什么影响” “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应当

如何呈现”ꎮ 其中ꎬ 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唯物史观叙事视觉形象呈现的科学性问题ꎬ 它围绕唯物史

观叙事的 “理想的意图” 展开ꎬ 回答其视觉形象 “是什么” 的问题ꎻ 第二个问题主要涉及唯物史观

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价值性问题ꎬ 它主要围绕唯物史观叙事的 “理想的力量” 的生成而展开ꎬ 回

答其视觉形象 “能够做什么” 的问题ꎻ 第三个问题涉及唯物史观叙事视觉形象呈现的实践性问题ꎬ
它主要围绕唯物史观叙事如何形成 “理想的效果” 而展开ꎬ 回答其视觉形象 “如何建构” 的问题ꎮ

第一ꎬ 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科学性ꎮ 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主要建立在科学

把握与正确反映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 这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ꎮ 视觉形象的生成与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思维发展的产物ꎬ 它

既依赖于话语表达的逻辑意图ꎬ 更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ꎬ 是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 精

神生活交织互动的产物ꎮ 为了科学呈现社会发展的视觉形象ꎬ 唯物史观叙事必须立足人类的 “现实

生活”ꎬ 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和阐释历史事件ꎬ 系统分析和科学把握其视觉形象

生成的历史动因和历史规律ꎬ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借助表达系统尤其是语言充分呈现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应当具有的视觉形象和突出印象ꎬ 系统探究视觉形象的呈现与唯物史观的表达系统以及社会生

活之间的逻辑自洽性与内在一致性问题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恩格斯指出: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

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ꎬ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ꎬ 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

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③ꎮ 恩格斯所述的 “画面”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表达系统而

产生的鲜明视觉形象ꎬ 唯物史观叙事强调视觉形象的生成建立在对社会历史活动深刻把握基础之上ꎬ
并借助特定人物、 历史事件以及活动场景的价值互动而产生深刻生动的视觉形象ꎮ

第二ꎬ 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价值性ꎮ 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既要深刻反

映构成叙事主题的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场景ꎬ 勾勒出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历史画面ꎬ 创设

历史人物出场的主题叙事ꎬ 又要立足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ꎬ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开展 “有关事

实” 的 “纪实性叙述”ꎮ 恩格斯指出: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ꎬ 无论是在政治、 宗教、 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的ꎬ 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ꎬ 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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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ꎬ 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 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

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ꎮ”① 恩格斯的这一论述ꎬ 详细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及其叙事的基本依据ꎬ 唯物史观叙事强调从历史事实出发ꎬ 遵循严密的逻辑思维开展社会

发展规律的话语表达、 时代表征及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述、 描摹与刻画ꎬ 彰显历史人物出场、
历史事件发展的律动规则与视觉形象ꎮ 视觉形象的呈现不是因为历史是故事才需要唯物史观叙事ꎬ
而是因为只有按照唯物史观叙事才能较为真实客观地还原历史、 解析历史、 读懂历史ꎬ 才能真正读

懂叙事中 “故事” 与 “事件” 的关系ꎬ 尤其是 “故事” 与 “事实” 之间的关系ꎬ 生动鲜明的视觉

形象呈现易于增强唯物史观叙事的时代特色、 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ꎬ 易于激发人们的情感认同和思

想共鸣ꎬ 进而起到润物无声的价值引领效果ꎮ
第三ꎬ 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实践性ꎮ 马克思曾经指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ꎮ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ꎬ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

理的解决ꎮ”② 唯物史观叙事必须关注现实问题ꎬ 更要关注所叙 “事件” 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展演ꎬ
其视觉形象的呈现必须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ꎬ 而不能 “造假” 和 “虚构”ꎬ 叙事本身允许一定

的文学、 文本和艺术加工ꎬ 但唯物史观叙事的历史底色应当是严肃的、 真实的、 “非虚构” 的ꎮ 简

而言之ꎬ 唯物史观叙事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 “实际发生” 的思维意图展现ꎬ 是关于 “历史

事件” 的现实展演ꎬ 其视觉形象允许有一定的艺术加工ꎬ 但基本事实应当是清晰的ꎬ “硬核” 内容

的主体赋意、 形象展演与大众传播是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ꎮ 恩格斯曾经指出: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

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ꎬ 反映在人的头脑中ꎬ 成为感觉、 思想、 动机、 意志ꎬ 总之ꎬ 成为 ‘理想的意

图’ꎬ 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 ‘理想的力量’ꎮ”③ 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是人的思维意图与

实践意图相结合的产物ꎬ 在给人们提供清晰的历史画卷的同时ꎬ 关键是要引领人们对 “历史事件”
的科学认知、 价值认同ꎬ 在理解和接受中将其蕴含的 “理想的意图” 转化为人们开展现实实践的

“理想的力量”ꎮ

二、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精神图谱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叙事ꎬ 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路

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够上演 “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 的 “大型政治历史剧”ꎬ 归根结底

是法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④ꎬ 不可否认的是ꎬ 所谓的 “拿破仑观念” 也构成了影

响法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ꎮ 唯物史观叙事首先强调叙事过程要基于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

决定性作用ꎬ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其视觉形象的生成必然应当

反映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ꎬ 也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

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恩格斯指出: “路易拿破仑成功的全部秘密就在于ꎬ
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

均势ꎮ”⑤ 打着 “伯父” 的旗号ꎬ “侄子” 将当时的法国民众的 “拿破仑情感” 充分地加以激发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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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 完成了 “皇袍加身” 的 “仿” 雾月政变ꎮ 为了引导尚处在 “迷信” 与彷徨状态的法国无产阶级

和农民形成对这一 “事件” 的清晰认识ꎬ 马克思承认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是 “在形

势的直接逼迫下”① 完成的ꎬ 但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视觉形象的勾勒和描摹是相当精彩

的ꎬ 他以讽刺的口吻、 鲜明的立场和精致的文笔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形象以 “漫画” 和 “大
型政治历史剧” 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ꎬ 给人们清晰地展示出政变活动的历史轨迹ꎬ 为人

们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清晰的视觉形象和精准的方法论启迪ꎮ
第一ꎬ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ꎬ 生动展示了路易波拿巴的 “丑角” 形象ꎮ 在 «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坚持从法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ꎬ 借助诙谐幽默的讽刺笔调为

人们勾勒了一副 “侄子代替伯父” 的唯物史观叙事漫画ꎬ 他指出: “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

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ꎬ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ꎬ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

为自己效劳ꎬ 借用它们的名字、 战斗口号和衣服ꎬ 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ꎬ 用这种借来的语

言ꎬ 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ꎮ”② 在这段论述中ꎬ 马克思运用 “名字、 战斗口号和衣服” 等具有强

烈视觉冲击的词语ꎬ 讽刺了路易波拿巴利用人们对拿破仑的 “符号记忆” 与情感认同来达到实现

政变目的的造势样态ꎮ 既然是 “漫画”ꎬ 这种造势虽然具有丰富而形象的表达系统ꎬ 但未必能 “完
成国家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意义、 价值和情感的输出功能”③ꎬ 在这次政变中ꎬ 法国社会及普通民

众最终会失望的ꎬ 因为 “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副老拿破仑的漫画ꎬ 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

仑本身ꎬ 是在 １９ 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④ꎮ 对当时的法国一般民众而言ꎬ 他们很难对

“侄子取代伯父” 的行为形成科学的认知ꎬ 仅凭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去支持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活

动ꎮ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叙事戳穿了路易波拿巴上演的 “大型政治历史剧”ꎬ 给人们清晰而生动

地展示了 “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⑤ 的历史画卷及其 “丑角” 形象ꎮ
第二ꎬ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ꎬ 建构了破译 “拿破仑观念” 的科学叙事结构ꎮ 意大利学者伊塔

洛卡尔维诺认为ꎬ 文本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ꎬ “一类是从语词出发到视觉形象ꎻ
一类是从视觉形象出发到语言表达方式”⑥ꎮ 前者一般发生在阅读过程ꎬ 后者则往往发生在文本创作

过程ꎮ 从唯物史观叙事的过程来看ꎬ 其视觉形象呈现就像电影式的回放ꎬ 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

种阐释ꎬ 一种用代码表示的内容转译或 “历史事件” 的情景再现ꎮ 人们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叙事的

视觉形象ꎬ 必须科学解读和破译叙事文本的故事性、 叙事活动的事实性以及叙事形态的可接受性ꎮ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ꎬ 借助对 “拿破仑观念” 内涵的系统剖析ꎬ 深刻解读了法国社会结构及其阶

级斗争导致 “侄子代替伯父” 现象发生的社会根源、 认识根源ꎮ 在解读叙事文本的故事性的同时ꎬ
马克思指出: “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ꎬ 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ꎬ “对巴黎人来说ꎬ 这个政变的影

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⑦ꎮ 在这里ꎬ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政变发生的社会根源以及人们接受政变的

思想根源ꎮ 路易波拿巴借助 “拿破仑观念” 所蕴含的法律观念、 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 大

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 教士的统治以及军队占压倒优势等丰富的内容以及人们的情感认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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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了法国政权ꎮ 因为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ꎬ 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

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①ꎮ 马克思运用 “迷信” 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叙事风格ꎬ 意图引导法国民

众能够在现实活动中感知 “拿破仑观念” 的危害ꎬ 从而在视觉形象呈现中尽可能避免 “一出模仿帝

国的滑稽剧”②ꎬ 引导无产阶级在认清这一事件的基础上组织法国革命的 “大合唱”ꎮ
第三ꎬ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ꎬ 生动再现了符合人物性格的叙事场景ꎮ 在进行法国社会结构和

阶级斗争状况分析时ꎬ 马克思充分运用场景展现符合人物性格的历史舞台ꎬ 以强化人们对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政变的理解ꎬ 给人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历史恢宏场面的情景震撼ꎮ 马克思指出:
“在 １８４８—１８５１ 年间ꎬ 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ꎬ 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

拉斯特ꎬ 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ꎮ 自以为借助革命加

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ꎬ 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ꎻ 而为了不致对倒退

产生错觉ꎬ 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 旧的纪年、 旧的名称、 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

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ꎮ”③ 依据唯物史观的叙事风格ꎬ 马克思用独特的文笔再现了法国当时的社会

场景与路易波拿巴政变发生的完整视觉形象ꎬ 系统刻画了路易波拿巴为了政变而借用 “拿破仑

观念” 对法国社会施加影响的 “大型政治历史剧” 场景ꎬ 在马克思看来ꎬ 路易波拿巴所做的一切

似乎在 “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④ꎮ 但马克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ꎬ 强调人民群众应

当明白ꎬ “１９ 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ꎬ 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⑤ꎬ 路易波拿巴的所作

所为只不过为 “侄子代替伯父” 汲取力量而已ꎮ
第四ꎬ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ꎬ 科学运用了富有象征意蕴的道具展演ꎮ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多次运用富有象征意蕴的道具展演以强化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ꎮ 例

如ꎬ 在批判当时巴黎的戒严状况时ꎬ 马克思写道: “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

宪议会的助产婆ꎮ 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ꎬ 那么不要忘记ꎬ 当它还在母胎中时ꎬ 刺刀ꎬ 而且

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ꎬ 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ꎮ”⑥ 这里的 “刺刀” 显然是指真实的

刺刀ꎬ 而且象征着镇压人民群众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ꎮ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ꎬ 巴黎戒严时法国

民众扛着象征自由、 平等与博爱的蓝白红 “三色旗”ꎬ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ꎬ 是所谓 “正直的

共和派” 发明的ꎬ 反过来成为巴黎戒严的重要标志被反复使用ꎬ 而且 “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

关头ꎬ 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⑦ꎮ 复杂的阶级斗争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ꎬ 为

了维护自身的利益ꎬ 资产阶级的各个党派、 各方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卖力地扮演着自己的 “舞台

角色”ꎬ 甚至摆出 “革命的姿态”ꎬ 但是ꎬ “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ꎬ 并向前伏在挤

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ꎮ 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ꎬ 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ꎬ
奇怪地跳几下ꎬ 就倒下去了”⑧ꎮ 这些拙劣的表演ꎬ 本质上是开 “革命的倒车”ꎬ 但还要装出革命的

“面孔”ꎬ 以至于整个社会 “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⑨ꎮ 马克思在文中多次运用 “刺刀” “日
历” “弗利基亚帽” 等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展演ꎬ 揭示立宪派、 革命派、 国民议会、 山岳党、 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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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之间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ꎬ 给人形成 “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强烈视觉形象ꎬ 把宣示着民意表现的

普选和政治人物登上政治舞台的 “入场券” 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ꎮ
总之ꎬ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中ꎬ 法国社会结构变迁和阶级斗争的视觉形象被逻辑自洽地展

现出来ꎮ 无论是政治人物采取的 “召唤亡灵的行动”ꎬ 还是借助 “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
的隐喻ꎬ 甚至 “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 ‘社会救主’ 的资格进入土伊勒里宫” 的讽刺性表达ꎬ 都

给人们观察法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全新的视觉形象ꎬ 将富有法国特色的话语表达与人们的思维意图紧

密联系在一起ꎬ 将路易波拿巴在政变之前采取的种种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ꎬ 这既构

成了唯物史观叙事的清晰复杂而又系统别致的视觉形象ꎬ 又为当时的人们 “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

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① 提供了方法论指导ꎮ 马克思认为ꎬ 无论是百合花还是三色旗ꎬ
无论是 “弗利基亚帽” 还是 “鸵鸟议会”ꎬ 都无法改变法国社会 “政治局势恶化、 政治的地平线上

笼罩着乌云、 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 的客观现实ꎬ 因为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

家长似的恩人他想窃取整个法国”②ꎮ 而此时的法国民众尚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ꎬ 尚未产生真正

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ꎬ 而是寄希望于 “拿破仑崇拜”ꎮ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为人们揭示了鼓励 “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 以破除 “拿破仑崇拜” 的斗争路径ꎬ 提醒人们

要 “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③ꎬ 引导法国民众尤其是无产阶级

要真正认清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真实意图ꎬ 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工农联盟、 捍卫广大人民群众根本

利益ꎬ 持续彰显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 “理想的力量”ꎮ

三、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自洽逻辑

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是一种借助信息传递、 具象化表达而把视觉形象与思维意图统一起

来的表达过程及其样态呈现ꎮ 从动态意义来看ꎬ 视觉形象反映了唯物史观叙事具象化表达的过程性、
实践性ꎻ 从静态意义来看ꎬ 视觉形象借助主体赋意、 形象展演和大众传播等形式将特定的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及其文化内涵由抽象概念转化为拥有具体符号的文化样态ꎮ 意大利学者伊塔

洛卡尔维诺认为ꎬ 视觉形象的生成逻辑主要是 “把幻想中自发出现的形象与语言思维中的意图统

一起来ꎮ 虽然视觉幻想及其逻辑是最先产生的ꎬ 但它或早或晚都要陷入思维与语言表达以及它们的

逻辑这张罗网之中”④ꎮ 在卡尔维诺看来ꎬ 视觉形象的生成反映了 “幻想中自发出现的形象与语言思

维中的意图统一”ꎬ 唯物史观则认为把 “幻想中自发出现的形象” 作为根源性生成要素的观点是值

得商榷的ꎬ 甚至断言视觉形象 “或早或晚都要陷入思维与语言表达以及它们的逻辑这张罗网之中”
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ꎮ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ꎬ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⑤ꎮ 视觉形象的生成离不开思维和想象ꎬ 但思维和想象是现

实生活过程的产物ꎬ 因此ꎬ 要从现实生活过程去理解视觉形象生成的自洽逻辑ꎮ
第一ꎬ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彰显了 “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⑥

的叙事风格ꎮ 视觉形象的生成离不开思维和想象ꎬ 但是思维和想象的产生与形成是建立在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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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基础之上的ꎬ 因此ꎬ 唯物史观认为ꎬ “一切 ‘拿破仑观念’ 都是不发达的、 朝气蓬勃的小块土

地所产生的观念ꎻ 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ꎬ 这些观念是荒谬的ꎬ 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ꎬ
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ꎬ 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①ꎮ 从唯物史观叙事维度来看ꎬ 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政变及其视觉形象的生成是特定经济基础的反映ꎬ 是法国社会结构及其阶级斗争促使其能够 “认
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ꎬ 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做真正的拿破仑”② 的自然结果ꎮ 马克思之所以对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和精准的判断ꎬ 源于其对 “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 的系统

考察和对法国历史的深入系统研究ꎮ 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来看ꎬ 消除 １９ 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弥漫

的 “拿破仑观念” 和拿破仑崇拜ꎬ 就要立足法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ꎬ 提倡运用现实的手段 “与传

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ꎬ 这与 «共产党宣言» 中所倡导的 “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ꎻ 毫不奇怪ꎬ 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③ 的共产主义革命思

想是一致的ꎬ 不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拿破仑观念” 以及影响法国民众自由、 民主生活的其他视

觉形象不会在人们的生活世界自行 “消亡”ꎬ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很难获得真正意义的解放ꎮ
第二ꎬ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揭示了 “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④ 的叙

事逻辑ꎮ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运用 “漫画” “历史剧” “滑稽剧” “马
戏场” 与 “鹅的叫声” 等集图像、 声音和宏大场面于一体的具象化表达ꎬ 系统展示了法国社会阶级

斗争的恢宏场面以及 “拿破仑观念” 塑造法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ꎬ 强调 “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

政党ꎬ 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⑤ꎮ 然而ꎬ 社会各阶级斗争的结果

是 “一个从外国来的、 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⑥ꎮ 马克思这些经典话语的具象化

表达给人们清晰刻画了 “拿破仑观念” 影响法国社会变迁而产生的荒诞 “笑剧”ꎬ 但 “笑剧” 背后

的价值支撑机制ꎬ 恰恰是由法律、 “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 “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
“教士的统治” 和军队占压倒的优势等内容构成的 “拿破仑观念”ꎮ 从唯物史观叙事的维度看ꎬ 避免

这一 “笑剧” 的重现ꎬ 必须 “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ꎬ 在批判 “拿破仑观念” 的过程中呈现

出 “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ꎬ 若没有这种合唱ꎬ 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

孤鸿哀鸣的”⑦ 斗争局面ꎮ
第三ꎬ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蕴含着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⑧ 的理想意图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特定视觉形象的生成源于现实生活过程ꎬ 但现实生活是反映 “在什么条件下、 用

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⑨ 的动态过程ꎬ 它与人们的现实需要紧密相连ꎮ 在 «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依据法国社会发展实际清晰界定了 １９ 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各个阶

级、 政党及其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ꎬ 将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 “扮演” 的角色生动形象地展现给法国

民众ꎬ 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清晰的靶向目标ꎮ 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维度看ꎬ 路易波

拿巴雾月政变的视觉形象生成 “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ꎬ 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ꎻ 这种

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ꎬ 因而就表现为 ‘历史’ꎬ 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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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在一起”①ꎮ 从唯物史观叙事维度来看ꎬ 视觉形象的生成是由 “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ꎬ 是在

现实生活中 “历史地生成” 的过程ꎬ 蕴含着实践唯物主义者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的理想意图ꎬ 使

人们在视觉形象呈现中认清法国社会是如何逐步变成 “历史的地狱”② 的ꎬ 从而为人们 “实际地反

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提供价值引领ꎮ
第四ꎬ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彰显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内在机理ꎮ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强烈批判了路易波拿巴 “平庸而可笑” 的 “丑
角” 形象ꎬ 批判其 “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

对照”ꎬ 怒斥 “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ꎬ 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ꎬ
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ꎬ 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 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ꎬ 这

样的人竟然夺取了法国政权ꎬ “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做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做世界历史

的认真的丑角”③ꎬ 这既是时代的悲哀ꎬ 也是法国社会革命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必然结果ꎮ 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 “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④ꎬ 法国社会之所以呈现

“侄子代替伯父” 的现象ꎬ 关键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革命阶级强有力的领导ꎬ 在当时的法国ꎬ
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既不够强大ꎬ 又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ꎬ 出现这样的社会现象看似偶然ꎬ 实则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ꎮ 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

一的内在机理ꎬ 提醒当时人数众多的农民应当 “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

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ꎬ 只有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同时持续强化工农联盟ꎬ 才能最

终实现 “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ꎬ 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

来”⑤ 的斗争结局ꎮ
概言之ꎬ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叙事ꎬ 生动形象地呈

现了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历史场景ꎬ 科学回答了 “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ꎬ
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的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其所蕴含的社会运

动内在机理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政变的发生既不是维克多雨果所描绘的 “晴天霹雳”ꎬ 也不是蒲鲁

东想描绘成的 “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ꎬ 因为前者只是把事变看成 “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ꎬ 而后者

则 “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⑥ꎮ 为了引导人们认清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的

真相ꎬ 必须引导人们 “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 开展斗争ꎻ 科学分析法国社会的未来走

向ꎬ 必须 “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ꎬ 进而彰显无产阶级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的理想意图ꎬ
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引导无产阶级切实改变世界ꎬ 持续引导广大农民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开辟

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革命道路ꎮ

四、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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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ꎮ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结构ꎬ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

础ꎮ”① 从这一经典论述理解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的视觉形象呈现可知ꎬ 马克思把路

易波拿巴政变的发生、 发展的叙事基础奠基于 “社会的经济结构” 这一现实基础之上ꎬ 所谓的

“旧日的回忆、 个人的仇怨、 忧虑和希望、 偏见和幻想、 同情和反感、 信念、 信条和原则”② 的现实

呈现ꎬ 归根结底源于不同的财产关系和生产方式ꎮ 因此ꎬ 在当代中国ꎬ “讲好中国故事ꎬ 传播好中

国声音ꎬ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③ꎬ 必须系统把握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律动规

则ꎬ 持续增强人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ꎮ 如果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

中唯物史观叙事给人们呈现的视觉形象主要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和政变带来的权力压抑ꎬ 那么在当代

中国开展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研究ꎬ 重在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以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的价值引领力版图ꎬ 塑造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ꎬ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ꎮ
第一ꎬ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为科学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提供了方法论

指导ꎮ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ꎬ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属于典型的历史叙事ꎬ 在

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 “纪实性叙述” 过程中ꎬ 该叙事立足当时法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实

际ꎬ 借助历史活动的故事情节和话语表达呈现视觉形象的历史性、 “非虚构性”ꎮ 马克思对法国社会

结构和阶级斗争的精准分析ꎬ 充分印证了其唯物史观叙事的科学性ꎮ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对活

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ꎬ 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ꎬ 的确是无与伦

比ꎮ”④ 这一叙事不仅讲好了法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故事ꎬ 而且借助唯物史观叙事给人们呈现了一副纷

繁复杂而精致系统的 “政变” 历史演变图ꎬ 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法国社会的这段历史提供了具有清晰

视觉形象的历史画卷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ꎬ 我国社会生活的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

变革、 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构”⑤ꎬ 科学地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ꎬ 尤其是在宣传思

想工作中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ꎬ 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版图ꎬ 对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ꎮ 习近平指出: “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ꎬ 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

视觉形象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 直抵人心ꎮ”⑥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为

科学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 加强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ꎬ 在宣传思

想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借助话语的思维意图和表达系统的具象化呈现ꎬ 以实现 “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

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 直抵人心” 的 “理想的意图”ꎮ
第二ꎬ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为塑造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思

路借鉴ꎮ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ꎬ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ꎬ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ꎬ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ꎬ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

国形象ꎮ”⑦ 唯物史观叙事主要通过个体化的话语表达彰显社会历史变迁的律动规则ꎬ 但该叙事从来

就不仅仅是个体的事ꎬ 它是涉及特定民族、 特定文化乃至特定价值观念的整体叙事ꎮ 正如恩格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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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 “问题涉及的ꎬ 与其说是个别人物ꎬ 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ꎬ 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
使整个整个的民族ꎬ 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①ꎮ 唯物史观叙事是

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之下同时又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 “讲故事”ꎬ 这种叙事的基

本出发点不仅仅在于 “怎样讲好一个故事”ꎬ 还在于精准设计和系统描摹 “讲好一个故事” 之后应

当给人们形成的良好视觉形象和价值引领意图ꎬ 使人们徜徉在叙事设定的时空场景中ꎬ 能够借助话

语表达的思维意图理解和把握叙事中建构的 “可能世界”ꎮ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

中ꎬ 人们似乎看到了 １９ 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ꎬ 看到了 “刺刀” “舞会” “舞台” 等思

维导图清晰展示的历史画卷ꎬ 似乎清晰地看到了 “旺多姆圆柱顶上拿破仑铜像的倒塌” 的视觉形

象ꎬ 这些电影回放式的视觉形象为我们认识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清晰的精神图谱ꎬ 我们似乎

感受到了当时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悸动脉搏ꎮ 在当代中国ꎬ 广大理论工作者应当运用形象化、 具象

化的表达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ꎬ 传播好中国声音”ꎬ 把共产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 把我国负责任

大国的形象树起来ꎬ 向世界展现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ꎬ 努力塑造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ꎮ
第三ꎬ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为持续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

了载体参考ꎮ 唯物史观叙事是社会生活的 “现实的反映”ꎬ 重视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ꎬ 必

然要关注 “现实的个人”ꎬ “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ꎬ 进行物质生产的ꎬ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 不

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 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②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但人民群众不是抽象的、 “离群索居” 的、 “固定不变状态” 中的人ꎬ 而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 活

生生的 “现实的个人”ꎬ 开展唯物史观叙事要关注 “现实的个人”ꎬ 描摹与刻画他们在社会发展变迁

中的历史活动及展现出的多元社会关系ꎬ 科学地理解和把握 “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ꎬ 在社会生存条

件上ꎬ 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ꎬ 表现独特的情感、 幻想、 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的

唯物史观叙事ꎬ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引导 “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③ꎬ
借助唯物史观叙事及其视觉形象呈现ꎬ 持续将 “现实的个人” 尤其是广大青年培养成 “坚定不移听

党话、 跟党走ꎬ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ꎬ 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ꎬ 立志做有理想、 敢担当、 能吃苦、 肯

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④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建功立业、 实现人生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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