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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往往让人印象深刻，人类文化中纷繁复杂的符号系统

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阐释可能。但或许正是这种多样的可能性，让很多研究



者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探讨：符号学如何处理哲学课题？本辑推出的“哲学符号

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伍晓明对列维纳斯“他者”理论所涉及的伦理与符

号问题进行了阐发，胡易容探讨了视觉透视的人文性，张骋从符号现象学论电影

的影像。这些思考，回归作为根源的人本身，探索符号的关系与经验范畴。 

文学艺术作为意义的一种复杂而精致的呈现形式，一直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在本辑 “符号学与文艺理论”中，曾军对文学作品中的时间性符号进行了探究，

肖爽在图像媒介中就时间性问题展开讨论；彭佳从生物符号学的视野出发再论美

感，周海天、高燕则由具体作品延伸至背后的意义世界与认知过程。 叙述结构

的研究在“广义叙述学”专辑中进一步拓展，Brian Richardson 在访谈中阐述

了非自然叙述的理论要义，贺莉讨论传统年画的图像叙述，凌逾论及赛博时代的

可能世界叙述问题，杨绍梁梳理了心理叙述学对叙述聚焦的看法。 

本辑的“理论与应用”中收录了学者们从符号自我、符号修辞、伴随文本、

符号消费等理论视点出发，针对广泛的文本对象展开的精彩论述。此外，按照春

季号的惯例，我们推出了 2018 年中国符号学发展年度报告，整理汇集了去年中

国符号学领域的重要论著与动态，供各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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