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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认为“意义普遍存在于语境之中”，民间工艺作为前现代的文化产物，对其意义

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农业社会的理解，而是要将其置于当下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在和当代

文明的共融和博弈中，解读出新的符号意义。纵观当代语境中的民间工艺，有的在消费文化的感

召下演变为时尚的商品；有的则与艺术结合表现出极强的风格性；有的则被边缘化为文化遗产走

进了博物馆；还有的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并再次走向繁荣。总之，民间工艺不再是传统时代的常

规物品和主流文化，在当代表现出明显的“前文化”特征，它努力地寻求各种方式将自己“标示出”

以获得文化域中心的关注。要理解民间工艺在当代的这一文化现象，了解其意义变化的原因，符

号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标出性与当代民间工艺
标出性理论最先始于语言学界。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音位学创始人特鲁别茨柯伊，发

现浊辅音因发音更为复杂而“被标出”且较少使用。因此，首次将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

比较不常用的一项所具有的特别品质”
[1]。意为：当对立两项之间不对称时，出现次数较少的一

项为“标出项”。后经过近一个世纪在语言学各个领域的考察和研究，由于对立项不对称的情况

太复杂，该理论在语言学界未能理清。随后雅各布森意识到标出性问题并不局限于语言学范畴，

应当进入美学与社会研究领域，便开启了标出性问题的非语言问题探讨。在此基础上，赵毅衡教

授将标出性问题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范畴，将其做符号学研究，以探索文化标出性问题的共性特征。

他认为，文化范畴的标出性远远比语言更为普遍，在文化中有A范畴就有-A范畴，任何意义范畴

都有对立意义范畴，只要有范畴对立，就会有不对称，就会卷入标出性问题
[2]。在两项的对立中，

导致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非此非彼、异此异彼”的表意，我们将其称为“中项”。中项意义

不能独立，无法自我表达，只能被二元对立的范畴之一所裹挟携带。因此，携带中项的一方是非

标出项，即“正项”，正项和中项联合起来排斥的一方则是标出项，即“异项”。

传统民间工艺诞生于乡土社会，是劳动人民为适应生活和审美需要，就地取材而以手工生产

的一种工艺美术品。
[3]这些简单朴实的作品除了作为人们生产劳动的工具以外，还蕴含了关于图

腾崇拜、宗教信仰、地域特征、民族文化、民风民俗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在生产效率不高的乡土

社会，这些手工创造作品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顺应着时代的审美需求，得到了绝大多数中

项的一致认同，被明确地定义为“正项”而成为主流文化。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物资的丰盛让当代中国呈现出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在

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当代社会进步的隐忧不再是生产不足，而呈现为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拉动

消费便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引擎，“我消费故我在”渐已成为现代人奉行的价值观。
[4]在消费文

化的感召下，大众所代表的中项，从生产经济转向了对消费经济的文化认同，民间工艺由于生产

效率低而成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表，逐渐沦为“异项”而被标出。其次，在文化层面也以“前文化”

从符号标出性视角看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民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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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消费社会中，作为“前文化”的传统民间工艺，与当下符号经济的消费文化相比，表现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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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明显的符号化特征。本文从符号学理论的标出性原理入手，试图解释民间工艺文本“标出现象”的呈

现方式和形成机制，以及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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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被标出。从表面来看，民间工艺蕴含了积极、向善、健康、乐观的民族心理，符合中国文

化的审美和价值观。但是文化是相对于“非文化”而出现的，文化强烈定义本身为正项
[5]，并且

具有很多的风格性元素（如服饰、用具、装饰等）。在现代消费经济的主流文化中，民间工艺仅

属于这些风格元素。文化作为正项，必须是非标出的，也是非风格化的，再加上每个文化的主流

还有结构性的排他要求。因此，在消费经济的主流文化下，民间工艺作为标出的部分，只能被定

义为“前文化”或者“异文化”。

二、作为“标出项”的传统民间工艺
消费语境中作为“异项”的民间工艺，为了得到“中项”的认同，一方面，以主动的姿态努

力地寻求各种方式将自己“标示出”以获得文化域中心的关注。它们有的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强化自身的独有特征，以本真状态示人；有的则主动选择和商业结合，将自身演变成适应大众审

美的商品，标示出品牌、时尚、文化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主流文化为巩固自身正项的合法性，

协同中项共同对异项施加压力。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作为前文化的民间工艺以被动的姿态呈现

出不同的标出形式。有的被艺术选中，变成当代艺术的前卫符号，有的在主流文化中不知不觉地

被动标出。

1、消费逻辑的符号化标出

在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中，物必须成为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物。大众消费也出现了“符号

消费”的转向，商品的符号价值成为了大众消费认同的正项，而原本以功能为主的民间工艺，则

因符号价值的缺失，被排斥在当代消费的主流文化之外。

部分传统民间工艺如传统劳作、传统吹银、传统纺织等，因为脱离当代生活，不能适应消费

社会的文化生态，只能以传统文化的身份，进入博物馆。而另一部分的传统民间工艺，还顽强地

和当代保持联系。它们意识到，要得到大众消费者的中项认同，就必须让自己携带上更多的符号

意义而具备当代商品的特征。因此，这部分民间工艺选择了将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符号化层面，把

自身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差异化特征如地域文化、特殊工艺、高雅等符号意义放大，目的是为消费

者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建构出不用于其它工业商品的差异化的符号意义。如，福联升将老北京

布鞋和当代品牌设计结合，让普通的生活用品附上了品牌符号的价值；中国四大民绣的“苏绣”，

为了显示出苏绣高贵典雅的古典气质，和顶级豪车品牌劳斯莱斯合作，使用丝绸元素打造出幻影

“静谧丝语”特别版车型，建构出奢侈品的符号意义；独立家具品牌“梵几”，为了适应年轻消费

的喜好，将传统家具的造型进行简约、朴素处理，赋予了传统家具以时尚符号意义。这些符号化

的标出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民间工艺意义解读固定、形象落后古板的“强编码文本”的认知，

赢得了作为中项大众的认可，也成为传统民间工艺当代发展的典范。除了在产品上进行符号化打

造之外，有的民间工艺还根据自身的特点，走上银幕，通过舞台展演的方式呈现出来。总之，在

充满符号的消费社会，民间工艺符号化现象看似是消费逻辑的被动改造，实质则是民间工艺为得

到大众消费者的中项认同，通过增加符号筹码方式的主动标出。

2、作为异项的艺术化标出

民间工艺除了功能价值以外，还具有审美的艺术价值。作为文化和艺术双重范畴的民间工艺

在当代呈现出风格化的艺术特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文化层面来看，风格化的标出是被艺术选择的结果。主流文化在争取到了大部分人

的中项认同后，得到了社会平和稳定的同时，却造成了文化的凡俗和平庸。艺术的标出本质，具

备反抗凡俗符号优势的特征。因此，在消费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中，为了表现出对文化平庸的反抗，

艺术选择向主流文化所挤压的“亚文化”地带突围，把正项所排斥的部分挖掘出来，在内容和形

式上进行改造，呈现出先锋艺术的异质特征。民间工艺正好处于这个地带，因此被艺术选中而呈

现出当代先锋艺术的特征。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吕胜中的“小红人”，艺术家为了表达自己前卫

的艺术观念，在“异项”文化中选则了民间剪纸作为艺术表现的符号，用新的材料和实验艺术的

表现形式进行表达。从早期的装置艺术“招魂堂”到后期的行为艺术“降吉祥”，为我们呈现了

一个不同于传统民间工艺的当代艺术。类似的例子还有刘小康的“椅子戏”，在传统民间木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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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结构的基础上，主动颠覆传统形式，以各种怪诞、新颖的当代椅子形态表现出强烈的异项美

感。在这一层面，民间工艺只是异文化的代表，被艺术家选中而呈现出强烈的艺术特征，它是作

为艺术对异文化的展演而被标出，并不要求参与中项争夺。

其次，从大众审美层面来看，在先锋艺术盛行的当下，大部分的美和艺术集中于表现标出的

异项，再则异项艺术也具有异项美感。因此，中项代表的大众的审美和情感表达都开始偏向异项美。

传统民间工艺来自大众的劳动生活，表达的是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因此在造型上以形式服从功能

的原则，具有典型的正项美感。而当代民间工艺为了赢得中项大众对“异项审美”的认同，主动

将自己进行艺术化标出，呈现出符合当代审美的民间工艺的异项之美。典型的案例就是地方城市

雕塑，地方政府为了展示地域文化的特征，主动请来艺术家，选择地域文化突出的民间工艺符号

为元素，进行艺术化创作。著名设计师陈绍华创作的“丝绸之路起点”雕塑，就是将西安民间工

艺虎头鞋作为元素进行艺术化创作，用艺术的语言言说了西安文化的传承和融合；在安徽地区，

经常可以看见以徽派建筑为原型的城市雕塑；在山东地区，也有很多以风筝为原型的雕塑。它们

的共同特征都是打破了传统民间工艺的原初形态，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化表达，具有很高的艺术水

准和当代特征。这一层面的风格化标出，是符合大众异项审美潮流的主动标出，不再是单纯的异

文化的展演，其目的是争取中项的认同。在强势的主流文化前，亚文化往往通过艺术的手段标出

和维系自我。

3、正项文化中的被动标出

文化对标出性有三个必须，即必须划出少数异类，必须边缘化异类，必须容忍异类。
[6]也就

是说正项具有排他性，必须通过标出异项来证明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经济发展的当代社会，代表

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现代文明，作为正项得到了中项的认同，是建立在对民间工艺所代表的前文

化和落后生产力的标出基础之上的。主流文化通过划出少数异类，边缘化异类，从而稳定中项对

正项的认同。正如洛特曼所说，文化都需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建立一个“他者”
[7]。

例如国家为保护文化遗产，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自2006年起先后颁布了

四批次1517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省级、县级等不同级别的保护名录，在此基础

上还评选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民间工艺大师和传承人。民间工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

式被强调和分级，从文化保护角度看是对民间工艺的重视和关注，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却是

被主流文化“标出”最明显的证据。主流文化并不希望中项发生位移，民间工艺作为可以被容忍

的少数异类、被主流文化排挤和标出，以“他者”的异文化身份，参与到主流文化多样性的补充

中去。

中项的认同建构了正项的合法性。但是社会中项，对跟随正项来排斥异项，有一种愧疚。
[8]

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符号行为上，如男性社会中，有礼仪上的“女士优先”，节日安排中有妇女

节没有男人节，有母亲节没有父亲节，有护士节没有医生节等。在当代，主流文化不断强化各种

民间的传统节庆和仪式。国家规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在少数民族地区，

地方政府将传统的泼水节、摆手节、火把节等少数民族文化节庆强化成为比常规节庆更重要的节

日，以此来促进和传播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这些节日是正项和中项对异项认同也好、是安慰也

罢，但至少可以让边缘化的民间文化感受到尊重，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主流文化稳定

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

三、当代民间工艺的“中项认同”及“标出性翻转”
传统民间工艺在消费语境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标出，都是作为少数的异项身份出场的。难

道传统民间工艺就只能作为标出项参与到当代文化中去吗？其实不然，赵毅衡教授认为，任何两

元对立的文化范畴，都落在正项/异项/中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关系中。
[9]文化的标出项是很不

稳定的，是有可能通过中项的位移来做出调整的，一旦中项偏边而承认了异项，标出性就会翻转

到二元对立范畴的另一边。可见，文化的合法身份是从中项的争夺中获得
[10]。在文化中，中项其

实并不居中，作为“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表意，中项也不是明确地站在“标出项”的对立面，

而是一直处于文化对立面的缓冲地带。在文化体制严厉的时候，正项压力过大，中项明确站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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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边，共同对异项施加压力，从而标出异项。但异项并不会因此消失，为争取生存的空间它通

过变形的方式，潜伏在正项或者中项之中，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复活。
[11]正如诺曼特所说：“文

化不会死亡，在语境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复兴的。”

1、当代民间工艺在新语境中的“中项认同”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在和世界接

轨的途中，我们的制造标准来自西方制造业大国，在审美上也以西方流行文化为潮流，政府为追

求GDP数据而无暇顾及代表落后生产力的民间工艺。在这个时期，作为经济意识形态的正项携带

绝大多数的中项对民间工艺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民间工艺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呈现为明显的

标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进入了物质丰盛的消费社会。以制造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被以

消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产品的使用价值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符号价值成为大众

追求的共同目标。传统民间工艺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既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又具有异

文化的审美价值，而被社会重新认识。政府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方式，将其用于文化产

业的打造；资本以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将其进行产业化升级和改造；旅游以文化演艺的方式，将

其搬上舞台。一时间，民间工艺被来自各方面的力量所操控和包装，以全新的姿态重回当代。当

代的民间工艺虽然不同程度地被符号化建构，但在政治层面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让人们在情感

上找到了文化的乡愁，同时也丰富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因此，在宽容的新文化语境下，传统民间

工艺争取到了中项在审美、情感和政治层面的倾斜和认同。

2、元语言层对民间工艺的“价值认同”及“标出性翻转”

民间工艺在新语境下得到了中项的认同，但并不意味着能实现自身作为异项的翻转。因为中

项的易动也具有复杂的结构。青年学者彭佳在赵毅衡教授的研究基础上，对标出性问题作出进一

步的补充，她在《文化“标出性”诸问题》一文中提出，中项在正项和异项的动力关系中存在两

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由政治因素、情感因素、美感因素所构成的显性层面，表现单个文化文本的

具体意义；第二层面是综合文化观念及核心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隐性层面，又称元语言层面。显性

与隐性之间并不是单向进行的，但中项的偏边本质上是由隐性的元语言层面所决定
[12]。

民间工艺在中项显性层面的认同，并不足以推动传统民间工艺的标出性翻转。就如同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着装风格，人们在情感和审美上其实都偏向个性化的服装，但是文化的元语言层认

同“无产阶级”，而将个性服装定为“资产阶级服装”将其标出，人们还是只能穿统一的“蓝蚂蚁”

服装。在改革开放以后，只有在文化的元语言层接纳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作为异项的个性化服装

才真正实现历史的翻转。在当今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的元语言层认同的是物的符号价值和符号

消费。因此，当代社会进步的隐忧不再是生产不足，而呈现为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提升物的符

号价值从而拉动消费，便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引擎。民间工艺无论在显性层面上如何被中项认同，

其本质还是作为符号成为被消费的物。

随着消费社会符号经济的深入发展，过度的符号洪流暴露出大量的问题。当今社会为追求经

济价值，忽略产品的品质和灵魂，大量的粗制滥造，拉低了中国制造的档次。再加上，符号不断

无深度的运作，消解了产品原初的意义，商品不再注重使用价值，而成为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在

商品的双轴关系中，原本的宽幅反而变成了窄幅，人们失去选择只能在现成的组合中沦为马尔库

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消费社会符号危机的逐渐暴露，影响到了大众对符号消费元语言的

怀疑。在质疑和反思中，人们开始寻找提升消费品质的办法。如今，在大国复兴的语境下，李

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说到“提升消费品品质”时，首次提出“培育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实质上是指一种工作中所蕴含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精工精致精神
[13]。

其目标是，用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打造出行业内最优质的卓越产品，实

现产业的振兴，以提升消费品质。如今“工匠精神”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并成为各行各业奉行

的价值标准。民间工艺精工细作的特征，蕴含了耐心、专注、坚持的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内

涵一脉相承。一时间，传统民间工艺的内涵得到了极大发掘和提升，被树立为“工匠精神”的典范。

因此，原本作为异项的传统民间工艺，在新的文化元语言层面上寻找到了合法性，争取到了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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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位移。传统民间工艺在中项元语言层的认同，将在本质上推动民间工艺的标出性翻转。

结语
可以说，民间工艺在当下的语境中，不论是显性的审美和情感还是政治以及文化元语言层面

都得到了认同，中项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易边的趋势，整个文化呈现出全面复兴的希望。在这

样的环境下，民间工艺既要保持自身的文化自律，也要适应当代语境的改造。因为，符号的认同

本质上还是需要和大众的解码吻合。文化的复兴不是一蹴而就，不必操之过急，为改变自己亚文

化的处境，急于争夺中项的认同，而以各种方式进行“自我标出”，这又会导致民间工艺陷入符

号化运作的漩涡，当大众对标出的异域文化风情厌倦以后，就会回归常态而失去兴趣。文化的重

建要中项认同层面具有包容性，将文化导向多元，代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异文化的民间工艺才

会在适当的氛围中传承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工艺在当代文化中会再次走向

繁荣。至于是不是需要实现绝对的翻转，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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