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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叙述 一个符号学分析

赵毅衡

内容提要 演示叙述�是用身体、实物等作符号媒介的叙述�是人类最古老的叙述方
式�其变体如影视、电子游戏等�已经成为当代最主要的叙述门类�但是演示叙述至今
没有受到叙述学界足够的注意。演示叙述有 “展示 ”、 “即兴 ”、 “观者参与 ”、 “非特制
媒介 ” 等特点�与记录叙述和梦叙述很不相同。演示叙述可以分成三型 表演型�竞
赛型�游戏型�这三者的叙述进程动力不一样�却很接近 “言语行为 ” 理论的分型。

一 演示叙述的特点�与记录叙述
和梦叙述的区别

任何符号组合�只要再现卷人人物的情节�即
讲故事�就成为叙述。人类永远需要听故事讲故
事�这来自人类对掌握混乱经验的需求�来自人们
找到生命意义的渴求。人类的 “叙述史 ”�与人类
的诞生同时开始�已经有十多万年历史 凡是有

人�就会用身体�用言语�用实物演示故事�它们
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从人类四万年前才开始有
岩画�五千年前才开始有文字�用这些媒介表现的
“记录叙述 ”�在人类历史上是晚出的。至今各地
的部落�可能没有书写、绘画等记录叙述�却必定
有歌舞等演示叙述。
现当代叙述学发展得相当成熟�却至今没有人

系统地研究演示叙述�这里有理论误区�更有现代
文化共同的 “重文传统 ” 造成的缺憾①。某些叙述
学家也讨论戏剧叙述�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实际上
是剧本�并不关心以表演为基点的叙述②�各种无
需剧本的演示叙述则很少见在叙述学中讨论。这个
重大缺漏应当尽早弥补�广义符号叙述学势必着重
讨论这一叙述大类。

所有的叙述�可以按其媒介构成的品质�分成
三大类 记录叙述�演示叙述�梦叙述。分辨这三
类叙述的不同点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
解各类叙述的本质。

演示叙述�是用 “现成的 ” 媒介手段讲述故
事的符号文本�可以用于演示的媒介种类有身体、
言语、物件、音乐、音响、图像、光影等。演示叙
述种类极多�最大一类是 “表演型 ” 的表演�如
戏剧、舞蹈、歌唱、演奏、魔术、展览、演讲、口
述、沙盘推演、仪式等 演示叙述也包括 “竞赛
型 ” 的叙述�即为求得胜赢而举行的比赛、赌博、
决斗等 也包括各种 “游戏型 ” 叙述�即无目的�
或只有虚拟 目的 例如快乐�得分等 的游戏、
电子游戏等。

第一类�表演型的叙述�比较容易理解�它们
都在演示一个故事。后两类�竞赛和游戏③�看起
来似乎不太像讲故事�但是它们是再现 “卷人人
物的变化 ” 的符号文本�因此它们也是在叙述事
件。它们并非直接面对生活经验�而是类似戏剧那
样有情节的文本。从仪式、戏剧到足球比赛�到电
子游戏�都是被罩在一定叙述框架中的文本�其情
节有控制地按一定方式展开 它们不是本来状态的

生活经验�它们是直接经验的替代再现。
人类文明中的叙述数量极大�在演示叙述之

外�尚有两大类叙述。第一类是记录叙述�这种叙
述文本媒介可存留。其主要样式之一为 “事实性 ”
叙述�如历史、日记、报告、新闻、纪实性图像
之二为 “虚构性 ” 叙述�如叙事诗、小说、剧本、
连环画等等。记录文本有以下特点

记录叙述的文本可以 不一定由同一作者

再三加工�例如文字的润色推敲�图画的添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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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雕塑的琢磨等
记录叙述的媒介适合于长期保存�因此能

让此后的接收者反复读取

接收者读到的记录叙述文本�其叙述行为
发生在过去�而记载的事件则发生在 “过去的过
去 ”�历史是典型例子。而小说这样的 “虚构性 ”
叙述�其叙述行为是虚构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发生
在 “任意 ” 的虚构时间�但是其被叙述的事件必
定发生于相对于该叙述时间的过去�例如预言未来
的小说�讲述的是未来的过去。因此�记录叙述再
现形式根本的时间方式是过去。于记录叙述正成对
比�本文讨论的演示叙述�则具有以下三个正相反
的特点

叙述文本 哪怕是古装戏那样讲述 “过去 ”
的故事 当场展开�当场接收。可以事先排练准
备�但是演出后不可能再加工

其文本不必保存�演示已经当场完成�在
下一刻文本可以消失�无须让不在场的接受者反复
读取

正由于此�演示叙述的最大时间特点是再
现形式的 即与 “故事内容时间 ” 无关的 现在

时 此刻发生�意义在场实现。
正因为这个原因�亚里斯多德在 诗学》中

坚持认为希腊史诗是 “叙述 ” �而希腊
悲剧是 “模仿 ” 。西方叙述学界至今对
“演示叙述 ” 这个概念感到犹豫�他们认为叙述
“不言而喻的时间性 ” 是过去向度�而演示不然。
普林斯在 《叙述学辞典》中提出过一个对叙述的
最简定义 “由一个或数个叙述人�对一个或数个
叙述接受者�重述 一个或数个真实

或虚构的事件 ”。在此定义后�普林斯做了一个补
充说明�强调指出戏剧表现是台上 “正在发生
的 ”�因此不是叙述④。从叙述中排除戏剧�也就
是排除了所有的演示。

应当承认�今日如此截然分明地划分这两种叙
述的时间性差异�会遇到一个大难题 在现代摄影

与电子媒介发展起来后�各型演示经常被胶卷、磁
带、电子设备记录下来。录下的音乐�拍摄后的戏
剧或影视�或是录音后的口述故事�时间形态出现
了变化 它们明显地已经被加工成记录下来的叙

述。因此�一张 与一本书�时间性就非常相
似�都是供后来者读取的某种记录。上述演示叙述
· ·

的几个特点�此时几乎都被推翻 首先�原先演示
叙述没有事后加工�而录音或录像可以事后加工�
电影则完全靠 “后期加工 ” 才成形 其次�演示
叙述媒介不能存留�而新媒介就是为了长期保存而
发明的 最后�被现代技术录下的文本�唯一的接
收方式就是让不在 “此地此刻 ” 的接受者事后读
取。正因为此�现代媒介造成了一个非常令人恼火
的叙述学混乱 现代媒介使演示叙述与记录叙述趋

于同质。这可能是至今叙述学界不愿研究本文所讨
论的问题原因之一。有的叙述研究者甚至转而认
为 电影本质上不同于戏剧�而与小说属于同一
类⑤。

但是�“新媒介 ” 是人类文化中刚发生一百多
年的现象�不是人类文化的常态。新媒介承载的演
示叙述�本质依然是演示叙述�只是添加了存储功
能。录下的演示叙述�其叙述的 “此地此刻 ” 本
质实际上没有变 哪怕被叙述的故事是过去的�哪
怕叙述的实际操作也是过去的�叙述行为依然是现
时的。例如一段抗日战争的 记录或故事 影片�
事件是过去的�胶卷有事后重印读取功能�但是拍
摄却是 “此地此刻 ” 进行的。这与描写抗 日战争
的记录叙述 例如一部 《抗战史》 的 “过去的过
去 ” 时间性有根本的不同�这点不可不察。

正因如此�接收者在读取这些新媒介演示叙述
时�直觉上依然认为文本正在展开�情节正在发
生�而不是已成记录。电影学家阿尔贝 ·拉菲提
出 “电影中的一切都处于现在时。”⑥麦茨进一步
指出这种现在时的原因是 “观众总是将运动作为
‘现时的’来感知。”⑦影视画面的连续动作�给接
收者的印象是 “过程正在进行 ”。由于这两个原因
影视的叙述时间是被叙述的 “此刻此处 ”�而读
取时有正在进行的直觉 “现场感 ” 新媒介存储的

演示叙述�其 “时间性 ” 本质上依然是现时的⑧。
因此�本文开头提出的演示叙述的定义�应当

修改一下�以包含现代新媒介造成的局面 演示叙

述�是用身体一实物媒介手段讲述故事的符号文
本�它的最基本特点是�面对接收者�演示叙述文
本可以被视为 “此时此刻 ” 展开�它不一定存留
给此后的接收者读取 但记录叙述的肯定是在

“彼时彼刻 ” 讲述�而且肯定是留给后来的接收者
读取。

梦叙述 包括梦、白日梦、幻觉、错觉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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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叙述、演示叙述都不同�它没有记录的字图媒
介�也没有演示肉身一实物媒介�它们的媒介是心
灵感知的视觉图像 心像 �以及其他心灵感觉
心听、心触、心味等 。我们可以观察到梦叙述
的以下几个特点

梦者 或幻觉者 不是梦叙述的源头�而
是梦叙述的接收者、感知者。梦叙述是一种自身叙
述�即意识的一个部分�把故事展示意识的另一部
分

梦叙述必然是某个主体 自身独自接收�任
何人无法代别人接收�也无法窥探别人的梦境或错
觉

梦者参与叙述之中�是梦叙述 “事件卷入
的人物 ” 之一。
所谓梦叙述�不包括梦者醒来后对别人讲梦

境�或对自己讲梦境 回忆或日记 �也不包括记
录叙述 小说 或演示叙述 戏剧、电影 讲到

梦境。所有这些都是梦的 “再次叙述 ”。再次叙述
失去了梦叙述的本质特征�因为其媒介形式�已经
变化 脱离了心灵感觉媒介�只剩梦的内容�就不
再是梦叙述。

梦叙述与演示叙述的共同点是现时性 梦叙述

只能在此时此刻接收 所以做梦经常 “如看戏 ” �
而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演示叙述的参与者有非常大
的控制权�而梦者几乎完全被动�无法控制梦叙述
的进程。

二 演示叙述的三型 与言语

行为论三分式的相应

演示叙述的各型及其媒介虽然都相似�都是身
体、言语、实物�但是其叙述的根本意向�可以有
很大的不同。本文开始时提到过�根据演示叙述的
意向性�可以分成如下三型

表演型 仅为演示 目的而进行的演示�如
戏剧、仪式、歌唱、演奏、口述等

竞赛型 为竞争胜赢各种目的物而举行的

比赛、赌博、决斗等
游戏型 似乎无 目的或仅具有虚拟目的的

各种游戏、电子游戏等。
这三型有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们与奥斯汀

的言语行为理论惊人地相合。奥斯

汀于 年在系列演讲时提出言语 “施行 ” 理
论⑨�而后得到了塞尔 等人的进

一步发展�成为当代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
分⑩。 “施行 ” 字面原义为 “演
示 ”�与本文的课题用的几乎是同一个词�不少学
者注意到奥斯汀理论与表演的关系⑧。施行功能与
言语的意向性及文本性质有关�这与本文讨论的演
示叙述本质一致�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型说�
与本文讨论演示叙述的 “意向性 ” 分型更是一致�
不同的只是奥斯汀讨论的是各别言语的品质�而本
文讨论的是演示叙述类型的主导品质。奥斯汀提出
的言语行为三类型是

以言言事 娜 �中文又译
“说话行为 ”、 “语谓行为 ”�或 “言内行为 ”�即
说出一句有意义的话�表达一种意义

以言行事 脚 �中文又译
“施事行为 ”、 “语用行为 ”�或 “言外行为 ”�它
完成交际的任务�是说事、做事、起效的节点

以言成事 叮 �中文又译
“取效行为 ”、 “语效行为 ”�或 “言后行为 ”�是
通过说某事而造成或获得某种结果�例如说服、劝
说、吓唬等�。

以上列出的各种中文译法�基本解释了三型的
大意。演示叙述文本�由于其不同体裁的意向�也
显示这三种不同的功能主导�只消把 “以言言
事 ”、 “以言行事 ”、 “以言成事 ”�改成 “以演言
事 ”、“以演行事 ”、 “以演成事 ”。

首先�以戏剧为代表的表演型诸体裁�主导功
能是 “以演言事 ” 表演本身就是目的。按奥斯汀
的解释� “以言言事 ” 注重 “说话行为本身 ”�我
们也可以发现 “以演言事 ” 注重 “演示行为本
身 ”。戏剧等表演�演出本身即是目的所在�不是
说演戏不可能用来达到什么目的�但是目的性并非
表演型叙述的内在部分�而是意义的符用延伸。在
表演中�“以演言事 ” 这种功能占据了表意过程的
主导地位�其他目的虽然在作品中也存在�作为体
裁类型�表演的目的就是演示。。

竞赛型叙述�主导功能则是 “以演行事 ”�是
“为某目的而演 ” 表演本身不是目的�取胜才是
目的。为了取胜�可以利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各种
手段�竞赛之所以为竞赛的原因。按奥斯汀的解
释� “以言行事 ” 是 “说话中演示的行为 ”� “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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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 ” 也可以理解为 “演示中演示的行为 ”。竞赛
固然可以达到其他目的�例如强身健国�提高民族
自豪感�一旦剥夺了取胜目的�竞赛就失去了最基
本的叙述推进动力。这就是为什么竞赛最怕 “假
球 ” 或 “礼让 ”�那将无法 “以演行事 ”�而蜕变
回到 “以演言事 ” 的演戏。
游戏型叙述�体裁主导功能则是 “以演成

事 ”�是 “为实现某过程而演 ”。游戏可能有输赢�
但取胜是假性的虚拟目的�演示过程才是游戏之所
以为游戏的原因。按奥斯汀的解释� “以言成事 ”
是 “用说话演示的行为 ”�说话即行为。游戏的
“以演成事 ” 则可以称为 “用演示演示的行为 ”。
游戏固然可以达到其他目的�例如休息�但在游戏
中把取胜当做 目的�例如电子游戏赢取积分或段
数�是青少年玩家落人 “网瘾 ” 的最重要导因。
游戏最怕任何实际目的�那将使游戏无法 “以演
成事 ”�而蜕变回到 “以演行事 ” 的竞赛。

三 演示叙述的特点

演示叙述的三型有如此大的差别�但是它们的
共同点依然超过其他叙述 所有的各型演示叙述文

本�在以下几个特点上�与记录叙述与梦叙述很不
同

第一个特点是展示 展示意味着文本的空间朝

向 面对观众�把故事 “直接 ” 演示给观众看。
各型演示叙述对观众的需要程度不同�但哪怕某些
游戏不演给观众看�玩家自己也是观众。观众在
场�成为演示叙述样式的本质条件 演示的意义必

须由观众给予此时此地的实现。戏剧导演彼得 ·布
鲁克在 年关于实验戏剧运动的著名小册子

《打开的空间》中提出 “最简戏剧 ” 的定义 “一
个人从空台上走过�另一个人在看着�这就成了戏
剧 ”。 提倡 “残酷戏剧’�的安托南 ·阿尔多革新
过许多戏剧程式�他极不喜欢取悦观众的戏剧�但
是无可奈何地承认观众对戏剧之必要 “倒并不是
怕用超越性的宇宙关怀使观众腻味得要死�而是用
深刻思想来解释戏剧表演�与一般观众无关�观众
根本不关心。但是他们必须在场�仅此一点与我们
有关。”。

演出所谓的三堵墙�强调了一个再现的场面作
为叙述框架�一旦这个框架设立起来�被叙述世界
· ·

就与经验世界隔开�只留下 “第四堵墙 ” 是透明
的�供观看的。当然这只是比喻 古希腊剧场座位

是半圆形 古罗马剧场四面坐观众 中国的庙会台

子�三面坐着观众 轮盘赌台观众围列以示公开

拳击�摔跤�观众四面观看�以求清晰 电子游戏

型叙述则如电影一样�平面敞开。演示叙述需要一
个在其中展示的框架�但同时这个框架有一个展示
给接收者看的维度。其他叙述没有这个空间关系�
而记录叙述无需观众当场观看�梦叙述中梦者加人
梦叙述的情节�都没有一个特定的观看维度。

各种演示叙述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即兴�哪怕
有剧本、乐谱等�哪怕竞赛和游戏有规则、有程
序�哪怕事先经过严格排练�都不能替代玩家一演
员的临场发挥。因此演示叙述展开的特点是悬疑�
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杂技令人屏息凝神�是因为
随时有失手的危险 脱口秀大受欢迎�是因为随时
会有难以应对的困窘 下一步不可预知�是演示的
最基本动力与魅力。

与之正成对比的是 记录叙述无法即兴发挥�
因为已经定稿 梦叙述也没有即兴发挥�因为不受
梦者控制。即兴发挥是演示叙述的本质 即兴与规

则抗衡�即兴越多�叙述的意外因素就越多。这就
是为什么民族史诗或话本小说�表演年代越长�故
事内容就越丰富�一旦成书�即成固定 某些戏

剧�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 “发生剧 ”
�完全即兴�表演前连情节提纲都不

准有 竞赛则靠运动员临场表现之精彩�靠取胜的
悬念赢得观众 电子游戏的乐趣�则是玩家得意于
自己的超水平发挥。
固然�电影、录音等演示叙述的现代媒介制成

品已经没有即兴余地�但是接受者在观看欣赏时�
依然能 “感觉到 ” 原先表演时的即兴。这就是为
什么在音乐会现场录制的录像或录音�效果不如录
音棚或摄影棚内的录制品�却更受听众欢迎 录制

下来的现场气氛�以部分指向整体�指向了录下时
面对观众表演的即兴性。

由于上述的两个特点— 展示�因此必有观
众 即兴�因此文本必有变化— 演示叙述的第三

个特点是观者参与�即是可以让受述者加人到文本
中来。记录叙述也要求接收者参与�那是在读者反
应的意义上�文本的意义最终要在读者的理解中实
现。但是记录叙述过程并不需要读者参与。演示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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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同�它们要求的是观者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参与
到叙述过程中来。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演示叙述三型�
都需要观众参与�只是体裁不同�观者参与方式有
所区别。首先�所有的演示叙述�都有一个叙述框
架�⑩这个框架邀请第二层次的叙述者 副末开场、
希腊悲剧合唱团、说书人、电影画外音叙述者等
出来讲述故事�也邀请演员或玩家扮演角色�表演
故事。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参与叙述的人称作
“表演者一次叙述者 ”。而且�在演示叙述中�接
收者一观众�也能够甚至必须参与到叙述文本中
来 观众能够打断戏剧表演�能喝倒彩�甚至能冲
进现场 “砸场 ”�让表演或比赛无法进行下去。这
种 “台上台下 ” 互动�更加强了演示的即兴成分。
中国戏曲的观众能为演员唱功出色喝彩打断演唱�
西方芭蕾舞演员能在观众为精彩舞段欢呼时鞠躬致

礼�球赛的 “主场气氛 ” 经常是制胜原因。从莫
扎特时代起�德国的歌剧院台口就挂着牌子 “观
众禁止与歌者一起歌唱 ”。。现在的音乐会�歌手
反而鼓励观众一道唱起来�可见�观众参与是一种
自然冲动�是演示叙述的常规。
竞赛或游戏�定义上不一定需要观众。但是竞

赛的对手�是竞赛型叙述的第一观众�没有这个观
众�竞赛无法进行。游戏虽然经常有玩伴或对手�
例如儿童的 “过家家 ” 或 “抓强盗 ”�却并非必
需 如今的网游�对手是虚拟的�牌戏的单人纸牌
游戏 等�可以独 自游戏。不管是否需
要对手或玩伴�游戏基本上是自娱自乐�是表演给
自己欣赏。所以游戏者身兼演员和观众�例如电子
游戏叙述文本的接收者�是玩家本人。

但是�当代电子游戏有向戏剧电影等表演型叙
述靠拢的趋势�这主要体现于近 年盛行的所谓

“角色扮演游戏 ” 中。在此类游戏中�玩
家自己并非人物�他借助电脑程序 “代人 ” 并控
制一个人物。这与戏剧演员 “扮演 ” 一个人物很
相似�只是游戏玩家比戏剧演员更为自由 戏剧演

员不得不受身体条件 性别、年龄、外貌等 的

限制�而电子游戏玩家可以扮演喜欢的任意角色。
演示叙述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其媒介的 “非

特有性 ” 及由此形成的 “框架隔断 ”。演示叙述的
文本符号载体�。与人们 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
没有什么不同。身体依然是这个身体 在舞剧中身

体做出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经常做�却
无根本差别 言语依然是这些言语�在表演时言语
讲出的语句�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经常说�但是
组成相似 动物依然是这些动物�在马戏中聪明的
动物�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经常见到�却依然是这些
动物 在竞赛中使用的运动器具�在日常生活中不
会经常用�但与日常物无根本差别。

与之相反�记录叙述的媒介是 “特有的 ”�文
字与图画是专为记录叙述设计的媒介。我们拿起一
本书�就明白文字在讲述一个记录下来的故事 梦

叙述的心像也是特有的 一个人人睡�或昏迷�就
指明此后的所见所闻都不再是实在经验。演示叙述
没有这样明确的媒介转换设置�由此就必须有一个
与日常经验区分的 “框架隔断 ” 演示需要一个叙
述框架作为指示符号�说明此后发生的一切�都已
经进人了叙述文本�成为被叙述的故事之一部分。

因此�叙述框架�是演示叙述的最重要成分�
有了框架标记�叙述才能开始。这在任何演示叙述
中都是最关键的一环�它把身体和物件这些日常物
品转换成演示媒介 帷幕升起、光线转暗、裁判吹
哨、棋牌落位�都可以是这种隔断。儿童知道�从
某一刻起�泥团和竹片就成为坦克和士兵。

这种媒介的 “非特有性 ” 的最集中表现�是
演示媒介的身体性。所有的演示�都以身体为中心
展开 言语、歌声、吼喊等是身体的功能 乐器、
武器、器具等是身体的延伸 化妆、衣着等是身体
的配备 道具、场面、光影等是为展示身体功能而
添加的设置。

这一方面是演示叙述的由来所决定的。古人除
了身体及其延伸�没有其他叙述媒介可用 另一方

面则是演示叙述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叙述既然表
现的是 “卷人人物的事件 ”�人必然是叙述的中
心。如果人的身体没有卷人周遭世界的变化�这种
变化就无法被演示出来�无论是表演、竞赛、游
戏�都需要身体作为媒介。

由于这四个特点�演示叙述可能是与人性最相
契的叙述方式。而且�随着当代文化越来越重视身
体的符号表意�演示叙述正迫使我们给予学理的注
视。

①叙述学界承认 “演出至今没有在叙述学领域中得到系统
的处理 ”。 �“ 城 �� 叫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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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 耐 ’ 肠 � �
一朗山 可 州

② �“ 田月 罗�’�
加鳍 ’而优� � 科�已经要求从
“文本中心 ” 转向 “演出中心 ”。

③ 一 �“ 颐

” 耐 阮 ￡� �
④ � 向 叮 八恤斤场句之哪理�胡

� � �普林斯在此书 年新版中

对此定义有所修正。
⑤ � “ ”�肠 鳍 月乞记

厅以 乓粼� 吧 � �
一 彭 耐 州

·
⑥ 吐 �肠 匆 爪细地 泌山如 以枷 �

� � ·
⑦麦茨 《电影语言 电影符号学导论》�刘森尧译�
年版�第 页 �肠 ‘ 坛 卿拉

耐动眨� 画 灿 � 。
⑧新浪科技讯 年 月 日消息 “研究人员已经研制
出一种头盔�该装置会让佩戴者产生错觉�认为给他们
展示的电视场景是正在发生的真实场景�但实际上它们
是事先录制的。甚至研究人员将它的机理进行了详细说
明�一些试验参与者仍无法分辨场景的真假 ”。实际上�
人们看电影时混淆场景的 “现时性 ”�不一定需要戴这
种头盔才会发生�头盔只是增强此种效果而已。

⑨ � � 到

刘 司 � �

咖 。 �枷 梅

玩刀召王如召 � 攻山 罗 邵 �
⑧最早把言语行为三分型与戏剧相对比的是 面 耐 。
见埃罗 ·塔拉斯蒂� “表演艺术符号学 一个建议 ”�
《符号与传媒》段练、陆正兰译� 年秋季号�总第
五辑。

⑩参见邱惠丽 《奥斯汀言语行为论的当代哲学意义》�《自
然辩证法研究》以拓年 月号。

⑩关于主导功能与文本类型之间的关系�可参见罗曼 ·雅
柯布森的名文 “主导 ”�见 《符号学文学论文选》�赵毅
衡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抖年版�第 一 页。

⑩ �服 伪祀 �肠 �
�

⑩ �刀记以 几 � �
�

⑩关于 “叙述框架 ”�请参看赵毅衡 《叙述者的广义形态
框架一人格二象》 《文艺研究》 年 期� 一

页 一文中的详细讨论。
⑩埃罗 ·塔拉斯蒂� 《表演艺术符号学 一个建议》�段
练、陆正兰译� 《符号与传媒》 年秋季号�总第
辑。

⑩一般说的 “媒介 ”�实际上是两部分叠加 符号载体�
以及信息传送媒介�但是在研究中二者经常不分。参见
赵毅衡 《“媒介 ” 与 “媒体 ” 一个符号学辨析》� 《当
代文坛》 年 期。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王秀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