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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随着皮尔斯符号学的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符号学对符号过程的研究在文化与逻

辑之外找到了一个新领域：生物符号。生命与环境的互动，意义的前语言结构进入了符号学

的视野，这不仅为生物学提供了新思路，更影响了文化符号学的研究。 

本辑的生物符号学研究专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不同领域的相互影响：张汉良

从生物分类问题入手，考察亚里士多德分类的后世影响与扬弃；周理乾论及生物符号学为生

物学应对新达尔文主义危机提供的研究新范式；蒂莫西·爱尔兰从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基斯

勒的理论出发，讨论建筑生物符号学的范式可能；韩蕾则从《老子》着手，探讨其所展现的

人类主体世界与物种特异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关注重心。本辑中，谢清果、张丹探析

青铜器物的符号机制与文化内涵；祝东与李桂全从符号学的角度论道，对比道家与马克思主

义符号思想，梳理“道”的存在与衍义方式；苏智则以弱编码论《周易》的取象思维与符码

特征。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与经典，是中国符号学的瑰宝。 

本辑推出了《符号与传媒》首个哲学符号学专辑，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展开了意义理论的

探讨。伏飞雄详细阐述了利科话语理论的源流与革新；董明来讨论了胡塞尔对表象与判断，

以及作为其表达的名称与陈述的分析；谭光辉从双轴关系着手论情感的符号性；何一杰讨论

符号表意中的无意义问题。此外，在本辑的理论与应用中，诸位学者分别论及了符号的叙述、

翻译与传播等问题。我们始终关注这些领域的课题，对符号学的发展进行有益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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