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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路 

 
编者按： 

本刊自 2016年第 1期开始新辟综述类版面，交替开设“学术讨论”、“学术述评”、“会议综述”以及“学者访
谈”等栏目。欢迎赐稿。 

本期“学术讨论”邀请国内四家符号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就“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路”各抒己见。天津市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铭玉教授提出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可以归依

的 13个符号学领域，以及中国符号学应有的 6种学术精神，不失为一种符号学在中国发展的宏观布局。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主任赵毅衡教授提出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国际英

文学术期刊《中国符号学研究》主编王永祥教授与潘新宁教授合作，从三个角度谈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势，苏州

大学教授、国内英文学术期刊《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副主编苏晓军教授提出符号学在中国的三个发展进路。学者

的这些真知灼见对符号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深入势必会起到引领和启发作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苏州大学苏晓军教授在给本刊投来这篇稿件之后的第二天就不幸突发疾病，与世长辞了。

这篇稿件因此或成为他生前的最后投稿。刊发此稿，也是对他的纪念。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符号学是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规律的科

学。从学科角度来看，符号学是一门西学。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在世界符号学界法国、美国、俄罗斯被

誉为“符号学三大王国”。 
虽然中国的“名学”和“易学”都有符号学的因

素，但中国学者对符号学进行有意识研究的历史并不

算长。赵元任先生早在 1926年在上海《科学》杂志上
发表了“符号学大纲”，但因刊文所在杂志的理科属性

而并未引起当时文科学界的关注。真正从独立学科的

高度来探讨符号学的事件有二：一是我国著名东方学

者金克木先生 1963年在《读书》上发表了文章“谈符
号学”；二是 1988年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
讨论会”。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符号学研究利用短短

30年时间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符号学在中国正迅速
兴起成为一门显学，一个符号学第四王国的雏形展现

在世人的面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符号学学术资源独特、丰富，

面对世界符号学的发展际遇，中国作为符号学大国如

何融入世界？如何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如何建立

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中国符号学学派？如何为世界

符号学做出我们的贡献？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也关切到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路。总归起来，要回

答这些问题，可以从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和中国符

号学的学术精神两方面来谈。 
首先来探讨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问题，对符号

学的学术资源进行梳理。 
    1 易学符号学。从《河图》、《洛书》、《周易》到
后世管中窥豹的解易之学，尤其是《周易》符号谱系

中“筮、经、传、学”的层累递进关系及其体现的意

象符号学思想，实际上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易学”符

号思想史。 
    2 名学符号学。名学是我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
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理论，孔孟儒家的

正名学说、道家经典的名实之辨和言意之辨、名墨典

籍的名实理论和指物理论、名法之学的礼法思想都可

归入该范畴之列。 
3 训诂学符号学。符号学是广义上的意义学说，

而萌发于春秋战国，兴盛于西汉东汉，经北宋南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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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转向，在清朝和近代鼎盛不衰的训诂之学，是颇具

中国风格与中国样式的符号意义学说，其以形索义、

因声求义、直陈词义的意义理论构成意指关系的典型

符号模式。 
    4 汉字符号学。汉字是中国文化思想最基础的建
构单位，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以“六书”

为核心的“说文学”无论在中国文化符号谱系中还是

在世界符号学思想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

汉字所体现的独特的符号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作

为反思、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重要思想资

源，已经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汉字符号学走

向世界学术中心舞台的历史契机已经来临。 
    5 《文心雕龙》符号学。《文心雕龙》是刘勰对先
秦到南朝的文学所做的系统性“符号”挖掘，或者说

是规范和确定了古代文论批评话语的符号系统，其符

号特质主要体现为总体叙事结构的等级秩序与分类描

述的“释名章义”“命名”活动，全书层级分明，充满

了文化符号气息，既体现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影响，亦

确证了阐释文学的身份符号。 
    6 佛教哲学符号学。此类符号学主要指因明论与
唯识学。“因明”导源于古印度的辩论术，“因”指原

因、根据、理由，“明”指学术，因明是佛教逻辑学的

专名，因明论的核心纲要为十六句义，即十六种认识

及推理论证的方式；唯识学是印度大乘佛教瑜加行派

的基本理论。因明论与唯识学虽然都是围绕宗教实践

展开研究，但对语言、符号都有所思考，都认为语言、

符号与人的认知行为相关，甚至生成了人之意义世界。 
    7 术数符号学。传统术数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
独特且富有魅力的资源，繁难者如遁甲六王，简易者

如梅花六爻；占天者如七政如，问地者如风水堪舆；

卜事者如测字龟占，求命者如四柱紫薇等等。虽然术

数种类繁多，但无论哪一门类，都无一例外地拥有一

套用于表义的符号系统。 
    8 典故符号学。典故即典制和掌故。中国崇古贱
今的思想较浓，文人著书立说往往要引用古人古事以

加强说服力。相较于任何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来说，

典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甚

至可以说中国语言学就是从典故中生发、繁衍、发展

的。中国古代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引用典故，以最少的

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意义，其中的原理恰能与符号学暗

合，它是一种意象、象征，更是一种互文性的充分体

现。 
    9 古典文学符号学。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主要来自
西方，但古典文学理论则不同，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结晶，概括了孔子以来文治教化之学的全部内容，或

者可以说是儒家学术文化的总称，是一种有别于西方

文化、具有独特社会政治文化内涵和丰富学术思想的

观念符号，其中，《史记》、《唐诗》、《宋词》、《元曲》、

《红楼梦》等均为世界文学符号学资源中的瑰宝。 
    10 艺术符号学。中国艺术（绘画与书法、音乐和
戏曲等）崇尚结构形式美学，显示出一种独特而又不

变的中国精神。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中国艺术的独特

符号属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主义倾向（有固

定形式和体裁的传统文本形式和艺术整体原则）、形式

主义倾向（忽视结构的叙事性，高度重视形式主义美

学）、象征主义倾向（通过各种想象的象征来达到对“形

而上者”的追求）、同构表意倾向（诗歌是中国文化之

根，各种艺术形式追求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达意指关

系）。 
    11 音韵符号学。音韵学也称声韵学，它是研究古
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

一门传统学问。有别于现代语音学，它以元朝以前各

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具有很显著

的民族特点。此领域的代表作有《诗经》（古音学）、

《切韵》（今音学）、《中原音韵》（北音学）等。音韵学

中充满了符号学的层次、标记、象似、意指等因素，

是一个亟待挖掘的符号学富矿。 
    12 人类符号学。中国历史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天地共生的人类发展史上，彩

陶符号、甲骨文字、中原外围地区的各种岩画和刻划

符号都充满了符号学的谜因，而在半坡遗址、山东大

汶口遗址、敦煌壁画、嘉峪关晋墓、麦积山雕塑、龙

门石窟等都曾发掘出先民的大量符号实物，这些体现

了具有符号功能的人的本性不断完善的历程，显示了

符号世界的无限丰富性。 
    13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风靡全世
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此领域

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既富制度优势又负独特责任。马克

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联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即从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的历时性维度出发，可以对结

构主义符号学共时性方法进行理性的审视或颠覆性的

消解。同时，通过对符号学实践差异性以及符号批判

对象间关系的辨析和梳理，可以扩展马克思主义批评

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 
  以上我们列举了 13个独具中国特色、占有得天独
厚优势、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拟的符号学领域，这

是中国符号学的底牌，也是中国符号学的希望。据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中国

的学科。那么如何抓住机遇，担当历史赋予的学术重

任呢？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方面——中国符号学应

有的学术精神。 
    1 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符号学态度。符号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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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学科自问世以来，始终是西方学术界的贵宠，而

中国学者的真正介入是近三四十年的事。虽说学习引

介是必然之路，但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味的“西学东

渐”，而是建立正确的符号学观。其一，在理论思维

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方之分。在全球化时代，各种人

类知识都应按统一的学术框架加以重新整理与定位；

其二，学习的同时，坚持创造性地为我所用的原则，

学会用符号学的前沿理论来解决中国符号学的问题，

推进符号学的本土化进程；其三，我国历史悠久的传

统文化中符号学资源丰富，要善于挖掘、探索，勇于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 
    2 对话与交锋的自立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符号
学处于各种理论的“分治”或“独白”状态，西方符

号学与中国传统符号学自说自话。如何破除这一窘状，

让中西符号学展开对话，尤其要让中国传统符号学精

神成为世界符号学共享的财富，同时在中西对话中建

构中国自己的符号学理论，这已成为中国符号学界共

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符号学要想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需要对话与交锋：中国学术传统是西学的对话者和补

充者，中国符号学要善于用自己的表现方式与现代符

号学理论展开全面的思想交锋。 
    3 适合东方思想的“合治”观念。西方现代符号
学看似流派纷繁杂呈，实则归属于两大派别：索绪尔

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前者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

主义思潮相近，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

为基础，其显著特点是人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交流性，

符号学的主旨在于意指和交流；后者与现代西方哲学

的科学主义思潮接近，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

辑学为基础，其显著特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经验主义、

生物行为主义、认知性和互动性，符号学的主旨在于

认知和思维。中国符号学学者在多样化的符号学观念

面前往往彷徨不定，对两大流派也多是偏执于一端，

这对中国符号学独立地位的确定是不利的。我们认为，

中华文化的特质需要一种“合治”的符号学学术观，

藉此可以彰显中国符号学的主体尊严和人文精神。“合

治”观是中国学者应该选择的第三条路线，它并不是

对西方两大学派的模糊折中或简单综合，而是一种在

汲取西学营养基础上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提出的符

号观。其核心思想有：一、在符号本体问题上，坚持

以理据性为主，兼顾约定性；二、在符号主客体关系

问题上，坚持以符号主体的“动机理据”为基础，强

调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力和创造力；三、在研究态度方

面，坚持修辞理性和实践理性原则，避开符号学意识

形态批判和求真意志的理论冲动，专注于各种符号事

物的创意和阐释活动；四，在理论指向方面，坚持语

言形式论传统和真值逻辑实用主义传统，即形式化加

实体化；五、在思维取向方面，坚持类符号思维加意

象性原则。 
    4 探索意义的符号化过程。从卡西尔开始，西方
人就将符号视为有生命的东西，甚至称符号学是一门

生命科学。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意义的生命与活力。

符号学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科学，而意义是由人类的认

知能力孕育而生的，它能够成长、能够被消耗。符号

化过程就是意义的生命过程，从符号学过程的视角来

看待中国的符号学可以起到及时的纠偏功能。要知

道，符号的辨认不是符号学实践的结束而仅仅是这种

实践的开始。符号化过程才是符号学的重点，否则符

号学就退化成了符号分类学。” 
    5 崇尚大符号概念。在既往的符号学研究中，人
们关注的重点是有意图的符号（比如语言以及人工符

号），而忽视了大量涉及无表达意图的符号（比如自然

痕迹、实物符号等）。在中国传统符号学中，虽然有意

图的符号同样占据着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但术数、

遗迹及实物符号并不少见，而且特色鲜明，对此学界

缺少足够的关注。因此，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应该尊崇

“大符号”概念，既要重视有意图的符号，又要对无意

图、非系统的符号给予关注；既要重视自然语言及人

工语言符号，又要对非语言符号给予关注；既要重视

符号的形式化研究，又要对符号的物质化研究给予关

注。用大符号的概念来解决中国传统符号学的问题，

有助于让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全部资源纳入世界符号学

的视野之中，凸显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特色。 
    6 注重意指方式的取向。符号与对象、能指与所
指、表达面与内容面的关系等通常被称为“意指性”，

透过意指性人们可以运用符号来分析主客观世界，这

就是意指方式。不同的符号学理论以不同的意指方式

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意指方式的差异往往决定着符号

系统的类型差异。中国传统符号学拥有独特的符号意

指方式，即类符号思维与意象性原则的融合，其观照

的类符号世界可以跨越主体与客体、符号与对象、语

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理据性与任意性、指称与涵义、

系统与过程、实体与形式的界限，走进世界符号学之

列，体现中国符号学的魅力与优势。 
回顾历史，中国符号学思想源远流长，中国符号

学资源丰富多样；审视如今，中国符号学研究方兴未

艾，中国符号学论著层出不穷。尽管如此，因多方面

因素的制约，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

都亟待提升。如果能秉承上文所及 13个方面的理论依
归和 6个方面的学术精神来拓展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进
路，我们相信，中国符号学必定会迎来辉煌的明天，

真正跻身符号学“第四大王国”。 
（收稿日期：2015-12-5；本刊修订日期：2015-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