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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相把現代人帶入一個形
象的世界，使所有的真實
成為幻影，所有的虛構成
為真實。所謂 「真實的世
界」其實是圖相的世界。

臉
譜
與
心
相

︱
︱
關
於
貝
爾
廷﹁
圖
相﹂
世
界
的
理
論

想
要
在
臉
孔
、
面
具
和
肖
像
三
者
之
間
劃
清
界
線
並
非
易
事
。
德
國
藝
術
史
學
家
貝
爾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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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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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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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
嘗
試
挑
戰
這
一
任
務
。
在
他
看
來
，
人
臉
是
世
界
上
最
有
趣
和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立
面
。
人
的

內
在
性
格
和
感
受
，
都
會
在
面
部
顯
露
出
來
。
貝
爾
廷
的
觀
察
，
與
佛
教

﹁
相
由
心
生﹂
的
理
念

有
共
通
之
處
。
他
認
為
，

﹁
面
相﹂
的
變
化
具
有
時
空
性
，
肖
像
只
能
表
達
個
體
在
某
一
時
空
階

段
的
內
在
狀
況
，
而
非
個
體
的
全
部
人
格
和
真
實
存
在
。

現
代
大
眾
媒
體
的
功
能
之
一
，
就
是
塑
造
普
遍
的
價
值
臉
譜
。
媒
體
把
受
眾
帶
入
一
個

﹁
圖

相﹂
的
世
界
，
各
種

﹁
圖
相﹂
經
由
媒
體
預
先
設
定
或
是
被
賦
予
某
種
價
值
判
斷
，
目
的
就
是
要

規
範
和
影
響
大
眾
的
生
活
方
式
。
生
活
在

﹁
圖
相﹂
世
界
中
的
人
們
，
逐
漸
失
去
獨
立
思
考
和
判

斷

﹁
真
相﹂
的
能
力
。
大
眾
成
為
媒
體
和
資
本
的
順
民
，
社
會
的
運
轉
遵
循
媒
體
和
資
本
的

意
志
。何

謂
真
相
？
自
從
柏
拉
圖
提
出
洞
穴
寓
言
以
來
，
真
相
︵E

id
o
s

︶
不
可
及
的
問
題
就
一
直

困
擾
着
西
方
哲
學
家
，
迄
今
沒
有
得
到
令
人
滿
意
的
結
論
。
伊
斯
蘭
教
受
到
猶
太
教
的
影
響
，
不

相
信

﹁
圖
相﹂
可
以
表
達
真
實
，
反
對
用

﹁
圖
相﹂
塑
造
真
主
的
形
象
。

從
貝
爾
廷
的
理
論
出
發
，
我
把

﹁
圖
相﹂
劃
分
為
五
種
類
型
：
感
官
圖
相
、
夢
幻
圖
相
、
技

術
圖
相
、
信
仰
圖
相
和
哲
學
圖
相
。
自
從
人

類
發
明
顯
微
鏡
和
望
遠
鏡
以
來
，
就
再
也
不

能
以
目
見
的
信
息
內
涵
來
界
定

﹁
真
相﹂
。

肉
眼
不
可
見
的
事
物
或
信
息
，
可
以
借
助
科

學
和
技
術
的
手
段
得
以
顯
示
。
由
此
獲
得
的

技
術
圖
相
，
與
感
官
圖
相
有
一
定
的
差
別
，

它
不
是
日
常
圖
相
的
真
實
，
而
是
一
種
間
接

的

﹁
真
相﹂
，
即
通
過
科
學
技
術
︵
機
械
化

顯
影
︶
和
人
的
感
官
共
同
塑
建
的
圖
相
。

至
於
那
些
絕
對
不
可
見
和
不
可
感
知
的

東
西
，
如
康
德
所
謂
的

﹁
物
自
體﹂
或
上

帝
，
是
無
法
通
過
科
學
技
術
的
手
段
來
認
識

的
。
哲
學
圖
相
是
知
識
與
意
識
圖
相
的
結

合
，
是
通
過
思
維
方
式
塑
造
的
，
即
通
過
經

驗
記
憶
、
邏
輯
推
理
和
想
像
力
。

夢
幻
圖
相
是
無
意
識
的
產
物
。
與
之
不

同
，
信
仰
圖
相
是
個
人
意
志
和
上
意
識
的
產

物
，
是
形
而
上
學
的
虛
構
和
想
像
，
其
間
攙

雜
着
個
體
的
生
活
經
驗
，
但
是
主
體
的
建
構

脫
離
實
際
經
驗
。
在
此
，
經
驗
只
是
圖
相
的

素
材
，
而
非
圖
相
的
本
體
。
信
仰
圖
相
成
就

偶
像
崇
拜
。
伊
斯
蘭
教
反
對
偶
像
崇
拜
，
指

的
是
具
體
的
和
物
質
性
的
偶
像
崇
拜
。
崇
拜

真
主
，
屬
於
抽
象
的
圖
相
崇
拜
。

圖
相
化
的
世
界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
有
別
於
柏
拉
圖
的
洞

穴
寓
言
。
柏
拉
圖
認
為
人
生
活
在
一
個
影
像

德國藝術史學家貝爾廷新著
《相：臉的歷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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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西
近
思

M
i n

g
P

a
o

M
o

n
t h

ly

的
世
界
，
真
理
是
不
可
及
的
。
與
柏
拉
圖
的

理
念
相
反
，
現
代
人
被
媒
體
封
鎖
在
一
個
圖

相
的
世
界
。
個
體
受
到
媒
體
圖
相
的
規
範
，

把
自
己
變
成
圖
相
的
一
部
分
，
從
虛
擬
的
圖

相
世
界
尋
找
對
個
體
幻
覺
需
求
的
滿
足
。

貝
爾
廷
指
出
，
傳
統
的
肖
像
畫
着
力
於

描
繪
面
部
神
態
和
感
受
，
試
圖
以
局
部
的
面

相
簡
化
整
個
人
格
。
但
是
每
一
幅
肖
像
都
有

一
定
的
時
空
局
限
，
無
法
涵
蓋
個
體
不
同
階

段
的
真
實
人
格
。
一
幅
肖
像
所
表
達
的
神

態
，
只
是
個
體
處
於
某
一
時
空
坐
標
的
面

具
，
經
由
繪
畫
的
手
段
被
偶
像
化
了
。
人
們

常
常
把
面
具
與
個
體
的
人
格
等
同
起
來
，
用

面
具
和
臉
譜
來
審
視
真
實
的
人
與
世
界
。

臉
譜
化
就
是
把
個
體
的
人
格
和
神
態
簡

化
為
肖
像
或
面
具
。
這
一
傳
統
來
自
天
主
教

對
圖
相
的
信
仰
，
對
於
西
方
繪
畫
的
發
展
具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從
都
靈
的
裹
屍
布
中
，
人

們
試
圖
尋
找
關
於
耶
穌
的

﹁
真
相﹂
。
教
會

以
此
展
示
耶
穌
的
整
個
性
格
，
即
耶
穌
的
人

格
與
神
格
。
都
靈
肖
像
打
破
了
︽
聖
經
︾
不

得
崇
拜
偶
像
的
禁
忌
。
這
種
做
法
引
起
了
人

們
的
種
種
猜
測
：
耶
穌
的
真
正

﹁
面
相﹂
是

怎
樣
的
？
一
張
臉
譜
是
否
可
以
涵
蓋

﹁
神

人﹂
的
人
格
。

﹁
人
格﹂
源
自
拉
丁
文
的

﹁
面
具﹂
︵p

e
r so

n
a

︶
，
後
來
演
化
成

﹁
人

格﹂
這
一
概
念
，
並
與
面
具
的
意
義
疏
離
開

來
。
臉
孔
和
面
具
是
具
體
的
物
質
性
的
圖
相

概
念
，
人
格
則
是
抽
象
的
道
德
和
心
理
學
概

念
。

貝
爾
廷
認
為
，
圖
相
可
以
使
不
在
場
的

事
物
成
為
可
見
，
也
可
以
使
實
際
存
在
的
事

物
不
在
場
，
也
就
是
說
，
借
助
媒
體
的
承

載
，
圖
相
使
不
存
在
的
物
體
︵
或
身
體
︶
獲

得
顯
示
︵
存
在
︶
。
圖
相
把
現
代
人
帶
入
一

個
形
象
的
世
界
︵W

e
l t
i n

e
ffi g

i e

︶
，
使
所

有
的
真
實
成
為
幻
影
，
所
有
的
虛
構
成
為
真

實
。
所
謂

﹁
真
實
的
世
界﹂
其
實
是
圖
相
的

世
界
。
人
把
圖
相
作
為
實
在
的
本
質
，
在
圖

相
的
世
界
中
虛
構
自
己
的

﹁
真
實
世
界﹂
，

人

所

追

求

的

不

再

是

真

實

，

而

是

事

件

︵E
r e
ig
n
is

︶
本
身
，
人
們
關
注
事
件
的
發

生
，
並
積
極
地
消
費
着
發
生
的
事
件
，
但
是

缺
少
對
事
件
起
因
的
關
注
。

德

博

︵G
u
y

D
e
b
o
r d

，

一

九

三

一

︱

一

九

九

四

︶

的

﹁
情

景

社

會

﹂
︵L

a

so
cié

té
d
u
sp

e
ct acle

，
一
九
六
七
︶
與
舒

爾

策

︵G
e
r h
ar d

S
ch

u
lze

︶

的

﹁
經

歷

社

會﹂
︵E

rl e
b
n
i sg

e
se

l lsch
af t

，
二
○
○
五
︶

皆
無
法
用
來
解
釋
當
代
社
會
。
當
代
社
會
對

商
品
和
媒
體
消
費
的
追
求
，
促
使
所
有
的
社

會
存
在
轉
變
為
對
表
象
的
追
求
。
人
們
追
求

一
時
的
聲
色
滿
足
，
缺
乏
審
辨
思
維
的
能

力
，
任
由
社
會
輿
論
被
媒
體
和
意
識
形
態
所

操
縱
。
貝
爾
廷
指
出
，
當
代
社
會
是
一
個
被

圖
相
掌
控
的
社
會
。
在
圖
相
的
世
界
中
，
事

實
與
影
像
相
互
顛
倒
，
真
實
的
社
會
被
表
象

的
社
會
所
掩
蓋
。

貝
爾
廷
認
為
，
媒
體
給
定
的
圖
相
正
在

成
為
生
活
世
界
的
真
實
。
真
實
的
世
界
被
轉

化
為
圖
相
，
在
生
活
中
，
只
有
圖
相
才
是
真

實
的
。
作
為
商
品
廣
告
的
圖
相
，
本
身
也
成

為
一
種
商
品
。
大
眾
消
費
圖
相
，
同
時
被
圖

相
所
左
右
。
在
當
代
社
會
，
金
牛
崇
拜
再
度

顯
現
，
上
帝
的
真
實
無
法
抗
衡
偶
像
虛
幻
的

美
麗
。
偶
像
崇
拜
不
再
是
對
真
理
的
崇
拜
，

而
是
對
宏
大

事
光
芒
的
崇
拜
，
最
終
成
就

一
個
自
我
欺
騙
的
社
會
。

實
體
的
圖
相
不
是
孤
立
的
，
而
是
與
頭

腦
中
的
圖
相
互
相
依
存
。
實
體
的
圖
相
是
從

頭
腦
中
產
生
出
來
的
，
經
由
具
體
化
和
物
質

化
，
如
同
夢
幻
圖
相
一
樣
，
是
意
識
的
產

品
。
摧
毀
圖
相
，
並
不
能
從
根
本
上
杜
絕
偶

像
崇
拜
，
因
為
被
摧
毀
的
只
是
圖
相
的
物
質

性
載
體
，
而
非
精
神
性
載
體
。
摧
毀
畫
像
或

雕
像
等
物
質
性
的
偶
像
載
體
，
精
神
性
的
圖

相
載
體
必
然
得
到
強
化
，
從
而
進
一
步
加
深

個
人
意
識
中
的
偶
像
崇
拜
。
在
這
方
面
，
伊

斯
蘭
教
的
實
踐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實
證
的
經

驗
。
摧
毀

﹁
消
費
聖
像﹂
並
不
足
以
清
除
偶

像
崇
拜
，
嵌
入
頭
腦
中
的

﹁
意
識
聖
像﹂
依

然
根
深
蒂
固
。

（
作
者
是
上
海
同
濟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教

授
、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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