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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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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消除学术界对传播符号学的刻板印象 ,本文描述了自 世纪 年代以来传播符号学发展的

三种趋势重要动向 ,即传播学与符号学形成交集 ,东方智慧出现复苏 ,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自

然科学的科际融合。这三种趋势和动向 ,对未来传播符号学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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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符号学是一门用符号学方法研究传播现象 ,解答传播问题的学科 。早期的传播符号

学研究者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大众文化批判 。加世纪 年代以后 ,国际传播符号学研究发生了一

系列重要变化 。其中 ,传播学与符号学形成交集 ,东方智慧的复苏 ,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

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 ,是三个对未来学科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趋势和动向。了解这些趋势

和动向 ,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当代传播符号学的面貌 ,规划未来的学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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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与符号学是两个具有独立起源的不同学科。传播学常与新闻学并置 ,在文科学系

中 ,是相对侧重大众传媒业务的应用性学科。而符号学则更多地与哲学和文学相关 ,是侧重于

基础理论和批判性反思的人文学科。在当代学术发展中 ,这两门不同学科出现了相互借鉴 、相互

交集的现象 , “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出现及其学科名称的流行 ,就是这一交集的结果 。

“传播符号学”概念在汉语学术界的流行 ,与约翰 ·费斯克 《传播符号学理

论 》一书的汉译本出版相关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 ,

即 《传播学概论 》 ,并不是叫 “传播符号学 ” ,但它鲜明的符号学特色 ,使它在整体框架上与一

般传播著作有很大的区别。因此 ,译者张锦华先生把它翻译为 《传播符号学 》是极富理论创意

力和学术眼光的。

在这本书中 ,费斯克 把传播学研究划分为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两大派别 。过程学

派视传播为讯息的传递 ,关注的焦点是传播效果和正确性 符号学派则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

交换 ,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 。这一描述给出了传播符号学相对独

立于经典传播学的学理依据 。

符号是传播的基础 ,因此也是理解传播问题的一大关键 。无论是从传播学的深入还是符

号学的发展来看 ,传播符号学的出现都是一种合规律的学科运行的结果 ,传播学与符号学必然

会在传播符号学里相遇 。

首先 ,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必然会产生借用符号学资源的压力。传播是社会的基础 ,媒介是

人的延伸。无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 ,传播现象怎样纷繁复杂 ,人与符号的互动都是传播行为的

基本结构 。当我们从纷繁的现象不断深人到时这一基本结构时 ,传播符号学的诞生就成为必

然 。

从传播符号学的观点看 ,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的交换实现相互理解 、达成共识的手段 ,

而传播效益的提高则需要基于特定编码规则的符号运用策略。动物符号学的研究者发现 ,猫

和狗之所以难以和平共处 ,其实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天生的 “冤家 ” ,而是受制于传播符号的使

用习惯 。它们并不是天敌 ,只是由于 “编码一解码 ”习惯的不同 ,导致了对同一符号的理解和反

应不同。对狗而言 ,摆动尾巴是友好的表示 ,而对猫科动物而言 ,摆动尾巴则是发怒 、威胁的信

号 。相反 ,猫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声是表示惬意和舒服 ,而这种声音对狗来说则往往是进攻前的

警告。这种符号理解上的错位 ,常常使猫狗之间显得水火不容。

人类的传播现象更为复杂 ,因符号运用策略不当而导致的 “文明冲突 ”不绝于史。在当前

这个全球化时代 , “形象 ”战略在区域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

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下 , “符号的战扩 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

, 。

其次 ,传播问题先验地构成了符号学的基本问题 。符号的基本功能就是传播意义 ,不同的

符号系统其实就是不同的传播系统 。因此 ,乔治 ·穆南 等符号学家就明白

地把符号学的范围限定为传播学 ,认为符号学只是传播学的一部分。其依据为 ,凡是符号都是

传播信息而用 , “不用于传播目的的自然标志 动物的踪迹 、自然标志 、人的某些动作 则算不上

符号 ” 吉罗 , 一 。

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的传播学概念并不限于普通的 “大众传播学 ” ,而是以人类交流为研

究对象的广义传播学 。中国大陆学界时常以 “传播学 ”作为 “大众传播学 ”的简称 ,其实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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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重要的区别 。大众传播学 关注的重点是报刊 、广播电

视 、互联网 、手机等媒介的广泛的信息沟通 ,而传播学 研究的 “传

播 ”则是指人类的交流和沟通 ,研究范围则大得多 ,相对是一种大传播的概念 。港 、台地区把大

陆通称的 “传播理论”叫 “大传理论 ” ,把大陆习惯的名称 “传播系”叫 “大传系” ,相对不易发生

误解 。

基于大传播框架 ,近来有符号学家提出 ,传播学应该打通与本体论的联系 ,深入符

号世界的探索 ,从而实现 “总体符号学 ” 与 “总体传播学 ”

之 ' 的统一 , 。这样一来 ,符号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学科

对话具有了现实的可能 。在此背景下 , 《西比 ·奥克关于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对话 》

在 南美传播研究

发表就具有深长的意味 。一些重要的传播史研究 ,如约

翰 ·彼德斯 传播思想史 》

'作为一部影响重大的传播学著作 ,曾获得 的美国传播学会

奖 ,同时也被视为重要的符号学著作 , 《美国符号学刊 》还发表了从符号学角度对这本书的研

究文章 ,成为两大学科对话的学术案例 。

再次 ,大量的新闻传播研究个案明显呈现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集特征。如 “形象 、符号与

身份”这样的研究选题 ,近来常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物中出现 ,而在美国 ,也许在符

号学刊物中更容易找到 。'至于像 理解媒介符号 、 媒

介符号学 》 、 《广告符号学 》等著作 ,则从书名到内容都很难在传统的传播

学或符号学中找到定位了,也许只有 “传播符号学 ”才是最合适的称谓。

二 、东方智葱的复苏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构的问题得到重视 。 年 ,四卷本 《中国传播

思想史》 金冠军 ,戴元光 , 出版 ,其中反映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内容达两卷之多 ,是近年

来挖掘整理传统资源的重要成果 。 年以后 ,出现了对传播学 “亚洲立场”和 “中国立场”的

讨论 ,表明传播学本土性问题再次受到重视 。

在传播符号学领域 ,尤其是在广告符号学这种与现实需求联系更紧密的领域 ,复苏东方智

慧的努力大致始于 年。

年 月 ,日本 《广告科学》第 期发表了福田敏颜的 《试论广告阴阳理论 》 。这篇论文是

作者长期研究中国阴阳理论在广告传播中的应用的总结性和纲领性报告 ,集中体现了学术界把

东方智慧应用于传播学、符号学研究在当时的水平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不仅用西方的符号学

和叙事学来思考 ,更详细阐述了东方阴阳 、五行学说中关于对立 、循环 、重视个人与社会和谐的

思想方法 ,进而提出了他称为 “广告阴阳理论 ”的营销模型 ,力图弥补西方理论中二元对立模式

的不足 。庆应大学种博文教授也展开了 《认知阴阳理论 》的系列专题研究 ,揭示了在人们的认

知活动中存在着阴阳共存的现象 在个人意见中常常潜伏着与自己的立场 、主张相反的意见。因

此 ,诱导出这种潜在意见 ,就成为获得传播说服效果关键 。种博文和福田敏颜都高度重视认知

行为中的这一阴阳同体现象 ,并细分出少阴 、老阴 、少阳 、老阳的市场传播周期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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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阴阳理论这一东方智慧的共同兴趣 , 日本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一些传播学者还

组成了 “阴阳理论学会 ” ,定期展开专题讨论 。 年秋 ,阴阳理论学会在杭州举行了年会 ,与

之同时在杭州举行的是 “东方智慧与广告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

除阴阳理论外 ,中国古代还有大量可为当代传播符号学借鉴的理论资源 ,如著名的饱 实

论 ” 、 “言意之辨 ” ,都达到了很高的传播符号学思想水平。

中国古代的 “言意之辨”是对言、意关系的探讨 ,在先秦时期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进而

产生了 《易传 》的 “立象尽意 ”理论 ,深刻地塑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易传 ·系辞上 》说 “子日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日 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 , “言 ”特指 《易

经 》中的卦辞和艾辞 , “象”指卦象 , “意 ”指卦象所象征 、卦辞所说明的意义 。但是 ,这段话也

表达出一个重要的符号学思想 语言符号系统不能完全代表语言 ,语言不能完全表达观念和意

义 ,而且具体的 “象”— 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却能较好地实现这种传播功能 。

中国古代学者对于言意关系的研究曾经出现三种不同的结论 一是以荀集为代表的言不尽

意说 ,二是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说 ,而易学专家王弼则基于易传 “立象尽意 ”理论的 ,阐发

了 “得意忘象” 或得意忘言 的学说 ,一举超越了前两种观点的简单对立 ,成就了极具富东方

特色的符号学思想 。这一思想一方面肯定言 、象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 ,一方面又强调言 、象只是

表达意义的有限手段 ,它们恰恰可能会妨碍传播 ,影响 “得意 ”。因此最好的符号理解应该 “得

意忘象 ” ,或 “得意忘言 ”。正如签是用来捕鱼的 ,捕到了鱼就应该不再受签的限制一样 ,语言符

号 言 和非语言符号 象 也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加以超越 ,才能达到传播和理解的最高境界 。

如果固执于言与象 ,反而会影响思想的交流。

年 ,我们在研究中、日广告符号时发现 ,中国 、日本两国符号系统在意义生成方面的一

些重要特征 ,很难用西方符号学模式加以解释 。如情感语义 、逻辑语义和形象直觉三者的交

融 ,其结构和变化规律既不是索绪尔式的 “能指 ”与 “所指 ”的二元对立 ,也不是皮尔斯的 “符

号” 、 “客体 ” 、 “意义”三元关系 ,甚至用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方阵也难以完满地解释 。这是由于

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 “方块字 ”文化 ,而日本的文化符号系统也受汉字思

维的深刻影响 。汉字具有很强的形象性 ,象形 、指事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这六大构成汉字的

法则 ,使汉字在意义表达上具有形象 、声音 、意义合一的特征 ,这与西方拼音表意系统有很大的

不同。建立在方块字文化之上的符号意义生成方式 ,不能简单套用能指— 所指— 意义的线

性关系加以清楚描述 ,因为它的意指过程是以 “言一一象一一意— 道 ”四种要素一体化的方

式展开的 李思屈 , 。

在借鉴日本学者对阴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我用传统表示阴阳变化的太极图来反映

这种 “言— 象一一意一一道 ”的整体性及其变化规律 ,构成了形象 “言 ” , 、形象

“象 , 、理解 “意 ” , 、和作为宇宙人生最高意义之源的 “道 ” 四大

要素有机统一 、相为消长的 “ 模式 ” ,用于分析中、日广告符号系统的特征和规律 李思

屈 , 。到现在 ,仍然能检索到用 模式作工具来分析广告符号的研究成果 。

从 年开始 ,浙江大学的 《传播符号学 》课程试验性地把 《周易 》列为重点研读材料 ,希

望通过对 《周易 》进行新的解读 ,从挖掘其中的符号学思想资源 。 《易 》为群经之首 ,对中国文

化及其符号体系的发育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易 》由 “经 ”和 “传 ”两大部分构成 ,前者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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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模拟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阴阳八卦符号系统 ,后者是对这一符号系统意义生成方式的解读 。

换言之 , 《周易 》的 “经 ”是建立于阴阳理论之上的 “言一一象一一意一一道 ”四维一体的符号

系统 , 《周易》的 “传 ”则是对这一系统所做的符号学分析。由于相关研究的缺乏 ,这一人类历

史上独特色的符号学资源至今对于我们还是如同天书。在当今这个新媒体不断涌现 ,传播碎片

化 ,符号个性化的时代 ,尝试着回头解读这部天书 ,发掘这个神秘的符号学宝库 ,也许可以丰富

学术思想积累 ,为传播符号学的新突破得到一些启发吧 。

三 、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

世纪 年代以后 ,作为对现代传媒业发展的回应 ,传播符号学更加注重吸收相关学科的

成果以解决实际问题 ,出现了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趋势 ,其主要表现是 对传

媒经济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与传媒业相关的符号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专题 ,对传媒新业态

的关注推动了传媒技术研究的深入 ,对认知神经科学的尝试性引进丰富了对符号主体的研究 。

首先 ,传播符号学更加重视对传媒经济问题的研究 ,形成了与传媒相关的符号经济学和空

间经济学的研究专题 。

传媒产业以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为特征 ,因而符号学的方法对于新的产业模态下研究传煤

实践和审美经幼阵毛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李思屈 , 一 。例如 ,我们可以运用格雷马斯方

阵等符号工具对动漫等传媒产品进行剖析 ,从而发现成功的动漫产品所具有的特征 ,以对我国

产业的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李思屈等 , 一 。有西方学者用符号学方法考察组织化资本

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从 “自反性现代化”背景出发 ,纵括全球产业整体变化 ,深刻论述了当前

经济生产和消费中的审美化趋势。在自反性作用下 ,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各产业日渐趋向纵向分

散的模式 ,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 ,文化与信息密集成为产业运作的基本原则 拉什 ,厄里 ,

一 。传媒符号产品的重要特征是物质性组成部分变得不再重要 ,许多商品都可以快捷

地从网上下载 ,因而也就比普通物质商品更依赖销售方式的创新 , 。“符号产品”

的主要经济价值是基于它们提供的 “意义”而非物质性的使用价值 ,如奢

侈品 、 “娱乐服务 ” 和 “体验产业 。自上世纪 年代

以来 ,美国这两大经济产业的发展速度就已经超越其他所有形式的经济。西方学者把符号产品

销售点高度密集 ,符号价值可在地图或其他区域性文化结构中被识别出来的现象称之为 “符号

邻近性 , 。

其次 ,对传媒新业态的关注推动了传媒技术研究的深入 。有学者运用符号学分析数字娱乐

产业 ,在网络游戏等新兴业态的研究上取得了新成果 。如网络游戏这一新兴的流行媒介产品 ,

不但经济利润丰厚 ,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新一代人的虚拟生活空间 ,进入了大众文化意识 。有学

者引用格雷马斯方阵的符号学分析方法 ,运用 “成功 ”与 “失败 ”两元要素 ,分解构成一个四维

分析矩阵 ,分析 “反恐精英 ” 即 游戏 , 玩家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该符

号方阵的分析摆脱了对概念的纯粹二元化理解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诸如 “成功 ”这样的

概念的确切含义 。研究实践表明 ,格雷马斯符号学方阵用于分析游戏的意义 ,也可以用于对电

影以及技术领域问题的研究 , 决 记 , 。

麦克卢汉早就提出了 “媒介即讯息 ”的论断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 ,学者们较多地把注意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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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传媒内容和形式上的分析和批判上 ,关于传播技术的议题未及充分展死 忽视媒介技术对

信息的影响 ,不同媒介系统的信息产生及其隐含的信息就得不到充分的揭示 。当代学者们避免

把传播技术当成中性的渠道概念 ,而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活跃的 、可以创造意义的因素来研究 ,

为传播 、认知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更清晰的观察窗口 ,

。

第三 ,对认知神经科学的尝试性引进丰富了对符号主体的研究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理

论 ,对符号意指结构的理解 ,需要在符号的三元结构和二组二元关系上增加一个重要因素 ,即

符号认知的主体 。传播符号学与经典的传播理论最重大的分歧 ,就是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过

程 ,而否定了意义被固定在信息中的传统观念 。按照这一理论 ,意义不仅是符号、符号义和客体

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而且也取决于符号认知主体一一人 ,与符号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 ,对符号

认知主体的研究就成为传播符号学进一步推进的关键环节。

大脑是人类思想 、感情和行为的中枢 ,符号的解释和传播效果的实现都离不开大脑的相

关神经活动。借助当代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 ,结合传播符号学的深度解释 ,就有可能为相关研

究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 。传统的研究者只能通过外在观察或问卷调查来获得数据 ,这种研究只

能触及被调查人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心理效果评估 ,无从了解符号主体的潜意识模式及其传播效

果 ,人的大脑活动至今对传播符号学者仍然是无法打开的 “黑箱 ”。

目前 ,符号学界和传播学界都出现了试图用认知神经科学成果打开这一黑箱的动向。有研

究者通过探索不同类型的符号刺激物 包括字面义句子和引喻句子 在不同脑区的成像情况 ,

查明右脑的确参与了隐喻的理解 ,而且隐喻的熟悉度和理解难度会对不同的脑区的激活产生影

响 。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隐喻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提供了重要线索 徐慈华 ,黄华新 , 。

认知神经科学是使用脑部活动成像技术或其他手段来检测判断人脑认知活动细节

的学科 。目前较为成熟的神经科学工具有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眼动仪

脑电图 、事件相关电位 、皮肤电反应 等。

眼动研究在 中可检索到社会科学领域有 条相关结果 ,多数研

究成果发表在心理学 、社会学 、语言学等学科刊物上 。其中 , 条属于心理学研究 ,传播学方

面有 条 ,且集中在 年以后 。

近年来 ,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在国内传播研究中已经开始有所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 、浙江大

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传播学相关学科都相继建立了实验室。喻国明等 喻国明 ,汤雪梅 ,

苏林森 ,李彪 , 以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名义发表的 《读者阅读中文报纸版

面的视觉轨迹及其规律一一一项基于眼动仪的实验研究 》一文是我国首次运用眼动实验的方

法进行的关于人们阅读报纸版面的视觉规律的心理实验研究成果 。彭兰 良动研究方法在新闻

传播领域中的应用 》 彭兰 , 介绍了国内外眼动研究在传媒领域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 ,

认知神经科学在网站 、广告 、品牌和国家形象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能更精确地描述传播潜意识心

理 ,更客观地测量传播效果 。

在脑电研究方面 , 已 检索到 条结果 。其中 ,哈佛商学院的萨尔特

曼 教授于 世纪 年代提出隐喻抽取技术 , ,

是一项专利研究技术 。萨尔特曼撷取不乙理学 、认知科学 、社会学 、符号学 、视觉人类学等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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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成果的跨学科研究。萨尔特曼认为 大多数社会交流是非言语的。在此情形下 ,思想以图像

形式出现 ,隐喻是认知的中心 ,而认知植根于亲身体验中 ,观念的含义在与理性 、情感和体验的

关联中共存。以 为代表的人类大脑与认知中心研究人员在对平面媒体 、视频媒体

的脑电信 、眼动与生理数据的研究方法 ,直观而操作性强 , ,

, ,可望为未来神经符号学的诞生提供启发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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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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