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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扫描符号学论文、符号学专著、相关学术活动等的数据，来

呈现 2012 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状况，并基于这三方面的数据，提出 2012 年中国

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即：符号学一般理论得到推进；符号学应用全面拓展，符号

学已成为各个学科主要的理论工具；建设性符号学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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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学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数学”，是各学科通用工具，但符号学理论到底

在哪些领域应用，以及被如何应用，并未见相关的报告。本文试图通过梳理 2012

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的相关数据，来考察上述问题。审察符号学研究发展的维度众

多，论文、专著、教育培训以及相关学术活动等方面。有关符号学课程开设情况，

马文美已做过专门的调查1，本文就略过这一部分，重点考察：论文、专著和相

关学术活动三大方面。 

 

一、2012 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现状  

 论文是反映符号学研究发展最为直接和迅速的信息。但要扫描符号学研究的

论文，得树立一个筛选的标准。本文在“中国知网”（w w w .cnki.net）检索“符号”

和“符号学”这两个词，来圈定符号学研究的论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筛选方法

并不完全准确。用“符号”来筛选，显得范围过大，和“符号学”关系不大的文章也

可能因频繁使用“符号”一词，而进入结果。而使用“符号学”来分析，则可能把一

些原本属于符号学研究的论文排除在外。但因每年的符号学文章数量很大，根据

这两个关键词来搜索，是目前可以而采用的较为高效的方法。 

 在 C N KI中，以“符号”为主题，检索全年文献2，总共得到 1 万多篇文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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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文美《我国大学所开符号学课程》，http://www.semiotics.net.cn/news_show.asp?id=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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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检索的时间范围为：2012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19 日，检索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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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共有 691 篇。从这个数据看，全面大概每天生产 30 篇以

“符号”为主题的论文，生产 2 篇左右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 

 根据 C N KI的学科分类，在这 691 篇文章的“符号学”主题的文章中，中国语

言文字学类别的文章最多，有 129 篇；其次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有

112 篇；新闻与传媒类位居第三，有 49 篇。排名第五至八位的学科分别为：外

国语言文字、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世界文学、建筑科学与工程、文艺理论、中

国文学、旅游。(具体文章数量参见下表)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并不一定科学，在

具体文章的划分也不一定精确，目前并未有其他分类方式可取。 

各子学科符号学论文表 

学科 论文数 学科 论文数 

中国语言文字 129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6 

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 112 电信技术 5 

新闻与传媒 49 考古 4 

外国语言文字 43 民商法 4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42 文化经济 3 

世界文学 36 人物传记 3 

建筑科学与工程 35 逻辑学 3 

文艺理论 32 中等教育 3 

中国文学 31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3 

旅游 28 民族学 3 

哲学 21 宗教 3 

贸易经济 19 服务业经济 3 

音乐舞蹈 18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3 

文化 17 工业经济 3 

轻工业手工业 16 互联网技术 2 

工业通用技术及设备 15 地球物理学 2 

社会学及统计学 9 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 0 

出版 7 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 0 

美学 6 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0 

高等教育 6 初等教育 0 

体育 6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0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 5 政治学 0 

企业经济 5 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 0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5     

 

 2012 年出版了三十多本符号学相关的专著、译著。这些著作涉及的范围较

广，有直接扫描符号学研究范畴的著作，如唐小林、祝东主编的《符号学诸领域》，

也有具体借用符号学方法讨论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如胡易容的《传媒符号学：后

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李彬的《传播符号论》，曾庆香的《大众传播符号：幻象



与巫术》，胡晓云的《品牌代言传播研究——信源·符号·适用性》则借用符号学

方法，分析品牌代言问题。 

有专著就某一个话题进行深入挖掘讨论，如韦世林的《空符号论》，王东《龙

是什么：中国符号新解密》，李叔君的《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

实践的研究与解读》，孙绍先主编、孙海兰、焦勇勤合著的《符号与记忆：黎族

织锦文化研究》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易容、赵毅衡主编的《符号学-传媒

学词典》，在借鉴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同时，加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关键符号学

概念，系统梳理了符号学和传媒学领域的关键术语，突破了西方类似辞书的局限，

是国内第一本符号学—传媒学方面的词典。 

 2012 年国内还翻译了不少符号学专著。除了张杰、赵毅衡主编的《当代符

号学译丛》中的 5 本外（《存在符号学》、《音乐、传媒、符号》、《香烟、高跟鞋，

以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社会符号学》、《文化的符号学研究》）3，还有《寻找自

己的符号》、《符号与象征（二版）》、《电影符号学质疑》，《寻找自己的符号》等。

总体来看，译著有两大趋势：一方面，引入西方经典的符号学理论，约翰·迪利

的《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布鲁斯－米特福德和威尔金森著的《符号与象征（二

版）》等属于此列。另一方面，重在介绍符号学应用的新领域。如周邦宪译《宗

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修订版）》讨论宗教。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

代符号学译丛》八本译著则涉及了不少国内介绍较少的领域：音乐、青少年文化、

社会学才、存在主义等， 

 符号学发展迅速的另外一个表现是：符号学学术活动活跃。最突出的事情是

2012 年 10 月 5—9 日，在南京召开了第 11 届世界符号学大会。本届大会是世

界符号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召开，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近 400 名学者

参加。另外，“第 10 届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及首届符号学大会也和世界符号

学大会同时在南京召开。 

另外，3 月份，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符号学研究中心”建立，该中心隶

属于外国语学院的语言研究所，由法语专业老师和英语专业老师合力组建而成。

该中心将首先集中精力展开法国符号学研究上，并逐步开展了相关课题的符号学

研究报告。 

西北师大“符号学研究中心”自去年 11 月份成立后，开展了多次符号学沙龙

讨论，话题涉及文学、网络、古典文学、设计等领域。 

11 月 1 日晚上，西北青年符号学-传媒学青年论坛暨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第六空间•读书沙龙”在西北师范大学拉开帷幕。论坛采用读书沙龙的非正式形

式就某一部书或某一社会文化事件/现象进行研讨，尤其是侧重探究潜藏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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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丛书共 8 本，2011 年出版了三本：《酷：青少年符号学》、《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符号自我》。 



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意义。 

 

二、2012 年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内容 

 

 上文数据已经表明，符号学在各个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下面将从符号学应

用的主要学科领域，分析其具体应用，以呈现符号学的具体研究动向。 

 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共产生了 129 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反映国内符号

学理论的研究发展。这部分内容有对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考察，也有中国学者对符

号学相关议题的重新讨论。 

 在“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符号学进入的方式极为清晰：作为一种分析

工具，用于分析文本意义，指导艺术实践。在这个领域，符号学研究的对象较为

广泛，主要包括：服饰（图案、装饰纹样、旗袍、清代服饰等）、雕刻、平面设

计（包括广告设计），字体设计、家具设计、动漫设计、绘画、室内设计、陶瓷

器物。这部分的 112 篇论文，可以总结为三大特征：第一：分析的对象覆盖了

艺术的大多数类型，其中，中国传统艺术占据了不少比例。例如，有不少论文涉

及到中国的旗袍、少数民族服饰、明清补服、中国陶瓷窑变、魏晋南北朝服饰、

陶瓷器物色彩，徽州三雕艺术等。第二，符号学和艺术结合的方式，主要是在“分

析”、解读和“应用”。这可以从《家具设计与符号学浅析》、《论符号学在动漫设计

中的运用技巧》、《永宣青花瓷艺术的符号学解读》这些文章的标题中便看出。 

 新闻与传媒是符号学应用的另外一大领域。从现有的近 50 篇论文看，符号

学与传媒学的结合研究集中在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传媒事件等。李红、董天策应

用符号学方法分析网络公共事件，4林纲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结合具体的网络新

闻事实,探讨这些价值观偏移的社会刻板印象及其生成机制。5樊国庆从电视符号

学批评的角度浅析电视求职节目权力话语的建构。6另外一大方面是借用符号学

的方法分析各类传媒节目。《深圳卫视〈年代秀〉的符号学解读》、《时尚美容节

目中女性身体消费的符号学解读——以〈女人我最大为例〉》，《央视公益广告

"Fam ily"的传播学解读》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C N KI 所划定的“外国语言文字”学科的文章，大多都在讨论翻译的问题。如

《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朝花夕拾〉英译本中言内意义的再现》、《从社会符号学

角度看英语电影名称的翻译》等。这一领域总共有 43 篇文章，可见符号学在翻

译领域仍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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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董天策：《符号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新闻大学》，2012 年 01 期 

5
林纲：《网络新闻语篇中价值观偏移的社会刻板印象及其生成机制》，新闻界，2012 年 11 期 

6
樊国庆：《从电视符号学批评的角度浅析电视求职节目权力话语的建构》,新闻传播,2012 年 05 期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这一学科的 42 篇文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

1.对西方电影符号学家的理论的解读。如刘文江、麦茨与普罗普合著的一种电影

研究方法论的联系》、刘云舟的《麦茨对电影叙事学研究的贡献》，罗兰·巴特、

李洋、孙啟栋的《第三意义——关于爱森斯坦几格电影截图的研究笔记》等；

2.从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文本，如颜小芳的《对电影〈世界〉中的农民工形象传

播的符号学阐释》，王立新《叙述转向:中国军人剧修辞四体演变分析》等。值得

强调的是，在电影符号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如对华语谜题电影的讨论，

7对表演符号学的介绍和讨论。8 

 在“世界文学”部分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在介绍和解读西方经典符号学家的理

论。如《批判的继承: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等。其他的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的

方向和趋势与上述之类接近，本文就不再详细阐述。 

 

 

三、2012 年中国符号学发展趋势 

 

1. 符号学一般理论得到推进。 

过去，国内对符号学一般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介绍、阐释西方的符号学理

论，而较少有符号学一般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但今年这方面却获得了不少的成果，

一般符号学理论得到了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传统符号文本的介绍。《中国符号（一本书让你领略中国传统文

化精髓）》9和《中国传统文化精要图鉴：符号中国》虽然并不是符号学理论著作

10，但通过梳理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文本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富足的符

号学案例资源。 

第二、中国符号学被较为系统地提出和整理。《符号学诸领域》的中国符号学

章节，其中包含了汉字符号学、《周易》符号学、名墨符号学、孔孟符号学、老

庄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历代诗话符号学、唯识学与符号学、术数符号

学、“江湖世界”与符号学等篇目，虽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但这是国内第一次较

为系统地廓出中国符号学研究的领域。 

第三、一般符号学理论得到系统推进。空符号得到韦世林的推进，丁尔苏反

思了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并结合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将“语言符号”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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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建立以词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赵毅衡则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符号学研

究的发展，提出：“富于符号学思维传统的中国,在今日已经成为符号学大国,已到

了建立中国符号学学派的时候。”11他的《符号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的再版

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其繁体版今年在台湾出版。“该论著集符号学前沿

成果之大成,结合当下文化形态与中国国情,演绎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符号学体系模

式,推动了理论符号学的发展。”12 

2.符号学应用全面拓展，符号学已成为各个学科主要的理论工具。 

 根据 C N KI的学科分类，47 个学科分类中，40 个学科都有以符号学为主题

的论文，其中，论文数在 15 篇以上的学科就有 15 个，覆盖范围极广。符号学

既用于传统的语言学、文学研究中，也用于音乐、舞蹈，也用于考古、法律等领

域。 

 艺术类学科已经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今年的论文数据可以确证这

一点：艺术类(“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和“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的符号学论文有

154 篇，远远超过“中国语言文字”的 129 篇。这种情况在 2011 年也是如此：艺

术类有 212 篇文章，中国语言文字有 201 篇文章。新闻与传媒是符号学另外一

大应用学科，2011 也有 77 篇论文。建筑科学与工程、旅游是符号学应用的另

外两块重要领域。这两个学科的论文数虽然排在中国语言文字、艺术、新闻与传

媒、外国语言文字之后，但其论文数远远超过文艺理论等。 

从上述的学科应用情况来看，符号学研究逐渐从传统的语学、文学，转移动艺术、

新闻传媒、建筑设计、旅游领域，进入广义的符号学阶段。 

3.建设性符号学成为主流。 

符号学长期来被当作批判的工具，用于揭示隐藏在表意背后的意识形态。这

种观点的形成，和鲍德里亚、巴尔特的理论在中国广泛流行也极大的关系。但从

2012 年符号学研究现状来看，符号学非但较少用于批判，反而帮助各领域更好

地创作的工具。这一方面可以从符号学应用的领域来看。符号学应用较多的领域，

如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建筑工程与科学、旅游等本身就是创作和实践性较强的

学科。上文已经提到，各个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分析和应用：用符号学

的方法促进文本解读和推动实践创作。以“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的文章应用为

例，全文 112 篇文章，不少文章都在讨论符号学如何应用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中

去，例如，《从符号学角度浅析色彩对公共雕塑情感表达的影响》、13《论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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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漫设计中的运用技巧》14、《谈符号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15等。即使是在文

本解读的作品中，符号学也很少用于批判。《从符号学角度再读中国传统图案的

文化意蕴》16符号学角度解析中国传统图案的文化意蕴,提出分析图案符号承载的

文化价值与意义,应是实现传统图案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前提。陈玉洪在《魏晋南

北朝服饰的文化符号学阐释》借用符号学方法分析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目的在

于更好的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想，由此，我们有理由提出：建设性符号

学成为主流。 

本文对 2012 年的符号学发展作了一个尝试的研究，它的最大的意义或许在

于表明如下事实：符号学研究发展如此迅速，扩散如此广泛，任何一个试图精确

抽象符号学研究发展态势的报告，都是难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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