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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赵毅衡的形式论研究

陆 正 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０７）

【摘 要】形式理论是研究文学艺术及 其 他 文 本 的 形 式 意 义 通 则 的 学 问，常 被 称 为 人 文－社 会 学 科 的 数

学。形式意义理论寻找现象之后的底蕴与规律。赵毅衡四十多年研究，产生了十多本著作，锲而不舍 地 遵 循

这条路线展开，在符号学、叙述学、艺术学等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为当代中国特有的形式意义理论提供 了

一个大可发展的基础。他提出的一系列原理看似抽象，但在文化研究实践中非常有用，深受学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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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论的任务是找出各种表意方式的共同特

征，往往被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数学。公式适

用于可以量化的学科，而偏偏人文学科追求的是

质的认知。形式论提出的观察方式，如何能应用

于不同质的文化呢？形式论面临的这个挑战，也

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各种不同质的文化，只能描

述，不服从任何归纳。形式论找出可以比较的角

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四海之人在

无穷变异中都可以参照的可能性。

１９７８年，赵毅衡在社科研究生院攻读莎士比

亚时，其导师卞之琳先生就看出他的思维特点：喜
欢刨根问底地找规律。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寻找

现象之后的底蕴与规律，正是形式论的出发点，这
一理论范 式 正 符 合 作 者 力 图 构 建 的 一 种 理 论 体

系，也成了作者投进毕生精力的事业。多年之后，
有学者这 样 评 论，“在 中 国 当 代 文 艺 理 论 发 展 史

上，赵毅衡教授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

位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就钻研形式主义文论

的文艺理论家，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将形式主

义文论介绍到中国，改写了中国文学批评界长期

以来由现实主义－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他

的一 系 列 学 术 著 作……更 是 以 其 理 论 把 握 之 精

到、研究视野之开阔、叙述文笔之酣畅，在学术界

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很多学者正是通过赵毅衡的著作才一窥形式

主义文论、叙述学的门径。”［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赵 毅 衡 在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伯

克利分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学术的

爆发期，也是他学术观点形成的重要时期，他提出

了“文化是社会相关意义活动的总集合”，这样就

把他研究的叙述学、符号学诸规律转化为文化研

究的基础理 论。９０年 代，他 写 出 了《苦 恼 的 叙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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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虽然探讨的是晚清小说，但“赵毅衡没有把目

光局限在晚清小说的形式特征上，而是将文学作

品的形式特征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机制

的表征。这也就是赵毅衡所说的，叙述文本，可以

作为文化的窥视孔，可以作为文化结构的譬喻”。

１９９０年 的《文 学 符 号 学》以 及１９９５年 的《比

较叙述学导论》《礼教下延之后》等著作，都是赵毅

衡教授形式－文化理论的总结与推演。在系统的

学术之外，作者还先后写出了《诗神远游》《对岸的

诱惑》这两本关于中西诗学文化交流的书，一直成

为比较文学的必读书目。
最能代表其形式论研究成果的，是作 者 近 二

十年中陆续出版的“意义形式理论系列”———《符

号学：原理与推演》（２０１２），《广义叙述学》（２０１３），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２０１７）以及《艺术

符号学》（２０２２）——— 每本著作各有３０－４０万字，
共１５０万，它们构成了学术史上（不仅是中国学术

史上）“意义形式论”的最详尽最周密的阐述。这

一系列著作不仅总结了这些学科在中国在世界上

的发展成绩，而且注意开掘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

思想资源，以及中国社会文化近年的发展（例如影

视文化、网络文化）成果，它们构成了“意义形式文

化论”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潮流的切实基础。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出版以来，屡次获奖，三次重版，成为很

少见的“学术畅销书”。２０１２年，获四川省社科优

秀成就奖二等奖、四川大学人文社科重要成果奖；

２０１３年，获 中 国 大 学 出 版 社 优 秀 学 术 著 作 一 等

奖。此书曾被《中国图书评论》称为“近三十年最

重要的符号学著作”“是翁贝托·埃科７０年代的

《符号学理论》一书以来，最完善而系统的总结符

号学的著作。”［２］此书不仅总结了世界符号学运动

半个世纪的成果，而且在中国哲学基础上，对符号

与符号学这两个古老的出发性概念，作了全新的

定义，“符号学就是形式意义学”“符号就是被认为

携带这意义的感知”。一个全新的定义引领出一

个全新的学科，符号学不再是“一物代一物”的简

单指称，更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空洞能指，而是从

物世界到实践世界到思维世界的意义载体。
四十年来，作者秉承“文化是社会相关意义活

动的总集合”的观点，从当今世界文化符号实践出

发，将一系列符号意义行为规律，扩展到文化运行

的规律，形成了符号学的新原理。比如，“物－符

号－艺术”三联体滑动和“三性共存”“解释漩涡”

“中项偏边标出性”“伴随文本作为文化联系”“理

据性的符用滑动”等。这些原理看似抽象，但在文

化研究实践中非常有用。因此深受学界欢迎，涌

现出一大批应用性的论文。据中国知网近年来统

计，以“伴随文本”为主题的文章有３１０篇，以“标

出性”为主题的有１９６篇；“解释漩涡”比较难懂，
但也有９篇。正如学者评论：“读过该书之后，令

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并不是那套完备的体系，而是

赵毅衡在总结西方各派理论家对某一符号学问题

的论述后，会运用中国本土的经验与例证，指出西

方理论家论述的不足，并进一步推进对该问题的

探讨。这才是赵毅衡的这部著作中最令人钦佩的

地方。”［１］９２

《广义叙述学》出版于２０１３年，也是作者四十

年来思考的 结 晶。２０１４年 获 四 川 省 社 会 科 学 优

秀科研成果荣誉奖；２０１５年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叙述学在世界

上，在中国，研究者众多，其发展历史悠久，流派纷

呈，但大部分叙述学著作都集中于小说形式研究，
对于现当代文化中数量更为庞大的叙述类型，例

如戏剧、电影、游戏（包括电子游戏）、视频、体育比

赛、历史、传记、新闻、日记、庭辩、纪录片、电视采

访、广告、预测、甚至人的幻觉与梦等这些巨量的

体裁，几乎无法涉及，更不去处理这些叙述的总体

规律。
找出所有叙述的分类原则与共同规 律，是 赵

毅衡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心怀的志愿。１９９４年

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言》就是这

一阶段的成果，但那时还比较集中于小说叙述的

整理分析。到了《广义叙述学》，作者将几乎所有

的叙述体裁纳入分析框架，分两条轴线展开，一是

文本的存在地位，即纪实／虚构；二是文本 的 内 在

意向性，即时间指向。这样所有的叙述体裁都在

分出９种体裁集合之内，从而揭示出它们的叙述

规律。这种创新性的分类，为一些长期未决的问

题提出全新的研究思路。
不仅如此，作者《广义叙述学》一书中，还提出

一连串新的见解，它们成为解决很多叙述问题的

犀利工具。例如纪实与虚构的“二度区隔”问题，
“可能世界三界通达”“叙述者的框架／人格二象”
“跨层与回旋跨层”“犯框与元叙述”等。在“广义

叙述学”的影响下，近年来许多叙述学论文，开始

沿着这些方向进一步开拓，出现了中国叙述学超

越文学 分 析，朝 广 义 叙 述 发 展 的 潮 流。《文 艺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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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１５年 第３期 刊 登 王 长 才 教 授 文 章，指 出：
“放眼世界，就其抱负、创见来看，这部著作的确

是近年来最为重要、最值得研读的叙述学著作之

一。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建构一种

宏大的理论体系还可能吗？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该书的确做到了。”［３］

符号学、叙述学作为文科的研究方法，让许多

研究者感到极为顺手，能用来分析许多问题，大部

分这方面的研究者，也满足于提供方法，但作者认

为这些貌似形式的问题，不仅是方法，而且是我们

找到人的意义世界如何形成的关键入口。于是，

２０１７年，作者写出了《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

成》一书，此书先后获得四川省哲学社科特别荣誉

奖，教育部哲学社科二等奖。
此书分成三 部 分，首 先 是 符 号 现 象 学（ｓｅｍｉ－

ｏ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讨 论 意 义 世 界 的 形 成 方

式，讨论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中心”论述，与符号

现象学的“意义中心”论述的关联与区别，提出了

意义世界的“七分区”理论。第二部分是意义的经

验论，讨论了意义与人类经验的关系、交流与传播

是如何形成的；第三部分是意义的社会学，讨论了

意义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以及人类意义生活面

临的巨大变异，包括符号泛滥，人工智能等重要课

题。
这本著作，作者的学术创造力与广泛 理 论 视

野融为一体，却不拘泥于陈说，充分运用中国历代

的思想资源，推进世界学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

子，就是用从孟子到王阳明的心学讨论，加入到符

号现象学的哲学思考中，从而使哲理的挑战具有

中国特色。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包括“意
义世界的构成方式”“复合解释的四种方式”“认知

差作为交流的基本动力”“展示决定意义”“文本横

向真知”，以及“元符号升级”等重大问题，已经引

发了许多青年学者的兴趣。
赵毅衡２０２２年刚出版的《艺术符号学》也 是

从形式意义出发，聚焦于分析艺术形式引发意义

过程，从艺术的定义，艺术形式的意义构成，及艺

术意义的解读，以一系列的理论发现，重新给艺术

一个形式意义框架。迄今为止，中西方关于各种

艺术门类的符号学研究的著作与论文都比较多，
但偏偏符号学艺术理论，或者说讨论艺术整体的

符号学，几 乎 找 不 到。难 得 有 几 本 著 作，几 篇 论

文，包括影响很大的朗格的著作，以及巴尔特的若

干著作，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本《艺术符号

学》，既是艺术学形式理论的前沿成果，也对世界

符号学理论在艺术理论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推动作用。
人的意义活动之“虚而不伪”“诚而不实”，渗

透了文化的复杂性，这正彰显形式论的力量。这

些看起来是个形式问题，却涉及文化与人性的能

力。这也证明人性有可以形式化的方面，文化也

有可以形式化的方面，也只有形式化后我们才能

看出这不是个别人的聪明。只有完整的人格，才

能欣赏这种假戏假做。这或许也是人性的最幽微

处吧。从这个角度看，最形式的，正是最 人 性 的，
因为人性的完美演出必是悖论的，文化的成熟也

必然是反讽的：在这个以反讽为主调的时代，多元

文化不应当是存异谋同，而应当是同中得异。正

如一些学者注意到，赵毅衡在“形式论系列”中多

次提到聚合／组合的双轴运动，能 指／所 指 和 理 据

性的滑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符号化与主体化双

轴运动的说法，却将这一基本判断实实在在地贯

注到了自己的每一个论述环节中。符号化与物化

相对，是一个意义化的过程，作者意图、文本意图、
读者意图的落“实”都离不开意义活动参与者的创

作、交流与争鸣；在“零度写作”“无发送文本”“二

度创作”“无限衍义”等极限情景预设中，主体化的

程度随之推演至极，可即便在此时，符号文本“横

向融通”的要求也不容罔置，后者始终与主体化的

过程齐头并进［４］。
形式论的论证方式既基于经验材料，又 很 逻

辑抽象，确实可称“文科的数学”。整个现代批评

理论要处理的共同问题：人的存在是带激情的个

别性的存在，人的意义行为不按理出牌，文化中都

充满了真真假假不自觉无意识的行为，但整个现

代批评，要处理的正是这种自主与非自主混杂的

局面：马克 思 主 义 文 化 批 判 揭 穿 意 识 形 态 的“假

相”，心理分析深入到无意识之中，阐释学则是循

环往复之中寻找可以暂时停留的平衡点，而形式

论则是专门对付意义的在场与不在场的交错。赵

毅衡的这一系列著作，是学界第一次对“意义的形

式文化论”做出的根本性的成果，这种理论的最大

的特点是“从形式出发，理解社会文化”，因而让我

们感受到覆盖的广阔的学科面，它们有符号学、叙
述学、文体学、风格学、修辞学、艺术哲学、媒介理

论等。

２０世 纪 初 之 前，西 方 没 有 形 式 论，东 方 也 没

有形式论：虽然东西方都有些哲人讨论过意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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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却没有这 样 一 个 理 论 体 系。２０世 纪 初，在 俄

国、英国、瑞士、美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试图解

释形 式 的 人，他 们 互 不 相 识，至 少 在 最 初 二 十 多

年，不了解别国人在做什么：什克洛夫斯基不知道

索绪尔，索绪尔不知道艾略特，艾略特不知道皮尔

斯，皮尔斯不知道瑞恰慈……这些自发的个别事

件，没有人协调成运动。一直到二三十年代，布拉

格学派才受到索绪尔影响，多勒采尔后来称上世

纪初这个突发的“形态学热”为“星座爆发”。
不只是形式论，在２０世纪之 前，乃 至 整 个 现

代文化批评理论都没有真正出现：弗洛伊德还在

医治歇斯底里病；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还等待

卢卡奇和葛兰西发展成文化理论；胡塞尔还在研

究数学与逻辑，刚起步走向心理描述。现代批评

理论 的 四 个 支 柱：马 克 思 主 义 文 化 批 判，心 理 分

析，现象学－存在主义，形式论，一个都没有出现。

２０世纪初奇迹般爆发的，是四大星系组成的理论

银河：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开始思考现象后面的底

蕴，以及贯穿底蕴的规律。
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催醒了思想，或者 说 思 想

的爆发表明了某种文化变迁的压力。到了２０世

纪开场后不久，现代批评理论渐渐成形，现代式的

学术交流也开始形成，与世隔绝的“民族独特”的

理论体系，已经不可能。
这不是说 中 国 学 术 不 应 当 有 自 己 的 民 族 特

色，而是说中国理论界并不是在“追赶”某个文化

特有的理论，中国人应当而且已经对整个现代批

评理论做出贡献。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肯定

能帮助我们作出独特贡献，但中国理论界的贡献

并不局限于解说中国先贤的思想，从王国维开始，
就已经没有“纯粹”的中国思想。现在中国学者的

理论贡献或许尚是零星的，不久后的贡献肯定是

全面的，这其中会包括作者多年来对形式论的贡

献。
最后借用李松睿对赵毅衡形式理论 的 总 结：

“首先，他从不随意选择研究对象，每一项研究都

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他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研

究形式主义文论，是为了扭转中国文学研究界重

内容而轻形式的弊病；在新世纪研究广义叙述学，
则是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界急需一种涵盖各类叙

述的学科。这就使得赵毅衡的学术研究总是能解

决一些真正的问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次，赵
毅衡原来以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知名，但他的研究

却具有鲜明的中国主体性，他总是用中国本土的

经验与例证，指出西方理论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

推演出新的理论表述。因此阅读赵毅衡的著作，
我们总能在里面觉察到作者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自

信，这在长期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的中国学界中非

常少见。”［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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