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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论文题目中的 “全球化”与 “本土化”,将论题带入到文化政治学的视角.

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然而随着２１世纪的历史进程徐徐展

开,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人类命运被整合为一个 “区隔”的共同体,文化霸权主义已

经明显让位于文化的全球对话主义,他者化的立场转变为对话的间性立场.世界历史

所展现的文化政治哲学新变是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话现实基础.艺术符

号学的理论资源来源于西方,也在中国经历百年的发展历程,从而形成全球化与本土

化的对话场域;艺术符号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也在积极呼唤文化人类学的地方视角,

因为在实践中从来不存在一个普遍意义的 “艺术符号学”,只有处于具体文化环境的具

体艺术和具体符号表达.只有将各种先入为主的陈见悬置,在民族志的深描中理解他

者,思考他者,才能在国际视野中实现价值的互相尊重,地方知识才能进入国际视野,

共同建构具有良好价值交流和差异互视的人类命运 “融合”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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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题解: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一般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是继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之后的国

际交往的进一步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

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① 这是维基百科对 “全球化”的定义,反映

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一个基本认识.对货物与资本基础上的全球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持欢迎态度,它改善了我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状况,使我们对讯息获得变得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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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视野从而变得更加开阔.同时,在上述维基百科对 “全球化”定义中的最后两

个词———冲突与融合,让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它们的主语,显然,资本是不会冲突也

难谈融合的,资本像河流一样,唯一的目的是逐利,所以能够进行冲突和融合的,是

建立在货物与资本跨境流动之上的文化、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观念形态.这就是说,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流通一方面加速了人类交流的频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在这

种交流之中使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威胁.但是,“实际上,当今时代,在一个政治 (国
家)经济 (市场)力量中, ‘轴心’机构 (axialinstitution)能够联合起来,在地方、

国家、地区乃至国际范围内运作,是以文化为代价的.而在过去,文化恰恰是保持社

会凝聚力的主要源泉.”① 所以,在经济和贸易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同时,在文化方面的

策略至少会有两种结果,一方面是借力经贸全球化而进行自我文化的输出,以求得更

大范围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加强对文化本土化的保护,或者继续维护自己的文化帝国

主义,或者用于对抗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伴随全球化视野之下的文化反思与文化策略

相伴而生,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萨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布鲁姆的文化保守主义以

及我国学者金惠敏的全球对话主义等,都是２０世纪在文化研究领域影响甚为广泛的理

论.“文化霸权”与 “文化帝国主义”具有相似的内涵,其实是强国主义在文化方面的

表现,特指当代西方文化或者美国文化完全征服另外一种文化,进而形成某种单一的

具有霸权性质的 “帝国”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重点是 “帝国主义”,特指随着资本运

作而造成的文化垄断主义;文化霸权的重点也是 “霸权”,凸显了西方文化对原有地方

文化的绝对强势状态.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简单指一种强势文化征服或者重组弱势文化,

因为本来文化随着经贸的沟通而发生强弱重组在人类文明历史中并不罕见,历史上最

著名的文化交流当属西方的 “希腊化”时期,我国历史上也发生了多次民族文化融合

的事件,如胡服骑射、回鹘衣装回鹘马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对全球化进行研究的重要角度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变动进行反思,这是学者

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生产者的重要责任.在西文数据中, “全球化” (globalizaＧ
tion)的研究主要与人类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随着２０世纪后半叶殖民地的独

立而盛行;“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这个概念大约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成

为国际文化政治的研究热点. “文化霸权” (culturalhegemony)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标志性概念,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而成为热点.我国学界对上述核心概念的探索主要

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在２０世纪末对全球化的关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切状态,１９９８
年的论文篇数是８８５篇,而到了１９９９年达到了１９９８年将近两倍的数量———１６１４篇,

此后每年关于全球化的研究论文都将近５０００篇.我国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则与

全球化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相比于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我国学者更多关注了本

土化问题的研究.以中国知网的数据为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我国关于本土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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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在１００篇左右,２００４年突破１０００篇大关,此后一路上升,至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研究论文都在２０００篇左右;显然,面对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学者在跟随西方

学界的脚步之外,更主要的着力点是本土化问题 (theproblemoflocalization),也就是

说,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本土文化应当何去何从.从上述研究现状

还可以发现,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西方文

化为轴心的话语结果,无论是处于抵抗状态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进行批判的文化霸

权与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对话主义,是中国学者立足本土对世界文化思潮的一种回应,

这种回应是学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基础上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意

在改变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交流不对等局面.①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

的迅速提升以及国家文化战略的整合调整,去中心主义、特别是去西方 (美国)中心

主义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主张,“一带一路”所提倡不同文明的互鉴共享成为当代

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说: “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

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

展.”② 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提倡的原则,也特别契合２０１９年新冠疫情以来的世界

局势,人类命运被更加整合为一个 “区隔”的共同体,病毒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全球通

行,更加需要 “一带一路”所提倡的国际交往原则.这是我们今天再来谈论全球化与

本土化这个话题的时代语境,也是前辈学者所不曾面临过的新情况.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域,那么选择一个具体的切入点就是要必须解决

的问题.文化最重要的表征和最深入人心的途径当仁不让的是艺术.无论是文化的

帝国主义,还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最终使各种主义具有接地性的终端只能是具体的

艺术活动.艺术活动作为人类观念形态的意识活动,距离经济基础的位置相对于政

治、宗教较远,因而具备了更加独立的姿态.这种独立让艺术涉及的对象比资本具

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在今天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情势下,在 “一带一路”提倡的

国际交往原则视野中,重视各民族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尊重文化的多元状况,是

当代中国艺术符号学的基本立场.把艺术看成一种符号是艺术符号学基本的出发点,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问,艺术符号学就是要在符号学的视角之下观照具体的艺术

现象,进而寻找艺术的 “通律”.艺术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来源于西方,在中国也历经

百年本土化的历程,那么,就让我们把视角聚焦到２０世纪初的中国,中国的艺术符

号学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是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又是怎样寻找中

国本土的资源优势的,在面对已来的２１世纪,中国的艺术符号学能够为世界提供怎

样的中国智慧,民族文化发展的策略从中又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这是本篇论文将要

探讨的具体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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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化:源自西方的艺术符号学

抛开建立在文化霸权或者文化帝国主义基础上的 “全球化”,重新建立 “一带一

路”所倡导的 “五路”之一的 “文明之路”,推崇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是推动人类进

步的新源泉.① 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应该是 “互域化”,“它不是一种殖民主义或帝

国主义的全球化,而是 ‘互域性’(interＧlocality)”.② 所以,此处所谈的艺术符号学的

全球化是在互域性意义上的全球化艺术符号学,旨在凸显艺术符号学的不同学术渊源,

从古希腊、英格兰、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美国等诸多国家或地域的哲学家都对

这一学科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看,最终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种 “符号霸

权”的艺术符号学,而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文明传承互鉴的结果.艺术符号学作为一个

学科的建立,是现代哲学分析哲学语言论转向之后的学科化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对以

往哲学的回溯性阐释,才有了学科意义上的艺术符号学.就西方哲学而言,哲学所关

注的主要问题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当代的符号学这样三次转变,每一次转变

对符号的关注度都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在本体论的阶段,哲学家所规定的符号的性质与当时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是分不开

的.最集中的一篇文献是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 «克拉底鲁篇»,构成了最早的唯实论

与唯名论的基础.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赋予唯名论思想以新的活力,认为共相仅存在

于人类思想之中,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实在的东西基础之上,是指肯定属于个别事

物.在奥卡姆这里,“共相的问题是认识论、语法学和逻辑学的问题———而非形而上学

或本体论的问题”.③ 奥卡姆的唯名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符号与世界的本源问题

脱离关系,为后世关于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在当代艺术符号学和

艺术哲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特别是后现代艺术,更加倾向于唯名论的立场,也即是

否可以被定义为艺术,更多的情况可以被看成各种因素命名的结果,人人皆可为艺术

家,任何物品也都有可能被看成艺术品,其实就是艺术命名的唯名论立场.

近代哲学开始转向认识论.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者中对语言问题给予最多关注的

哲学家.洛克在 «人类理智论»中专门探讨了作为符号的语词问题,他秉持意义的观

念论立场,认为词所指示的不是事物,而是观念.在 «人类理智论»这部著作中,洛

克系统深入地发展了配合和霍布斯的经验主义原则,认识到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还有赖

于认知主体自身的状况,成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先声.莱布尼茨的符号观也是以语词观

的形式体现出来,针对霍布斯真理主观论的观点,莱布尼茨用对话的形式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尽管各种字符是主观随意的,但它们的使用和联系却还是有某种并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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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随意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各种字符和各种事物之间存在有某种确定的类似,从而

表达着同样事物的不同字符之间也必定具有各种关系.而这种类似性或关系正乃真理

的基础.”① 在前人基础上,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争,同时也将上述两派的

论争纳入一个综合的体系,继承莱布尼茨哲学而提出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别,

人们对事件和对象的共同世界经验以空间和时间的直觉形式和理解力范畴为前提,我

们将这些形式和范畴注入原始材料,赋予这些材料形式.新康德主义将康德的理性批

判扩展到文化批判,针对西方近代哲学以自然科学为中心的问题,为了恢复文化科学

的合法性,新康德主义试图超越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以意义价值的研究为哲学研究

的核心推动文化哲学的发展.恩斯特卡西尔作为新康德主义符号学的创立者,以三

卷本的 «符号形式哲学»试图构建起一个从具体文化现象出发的符号学体系.在这个

体系中,语言和符号系统与人类赋予原始材料以形式的思想、直觉是一致的,它决定

着我们周围世界的表现形式,“人是符号的动物”,“换句话说,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

体形式———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无一不是符号活动的产

品”②.苏珊朗格是第一次专门致力于探讨各门艺术符号的表现形式,并且在哲学层

面建构了完整的艺术符号学体系.«哲学新解»提出了符号理论的逻辑依据, «感受与

形式»探讨了各门类艺术的符号学批评,«艺术问题»则在人类的认知领域中安顿了艺

术符号的位置.这三部著作被称为艺术符号学三部曲.

在语言哲学这里,语言和符号终于摆脱了介质的地位,成为哲学思考的最终目标,

所以说,只有在这个阶段,符号才获得了本体的地位.构成这一转向的哲学运动主要

体现在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研究之中.早期分析哲学主要追求命题的确定性,即命

题的真值.罗素的 «论指谓» (“OnDenoting”)对艺术符号学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罗素确立了分析哲学典型的逻辑分析范式,二是罗素提出的

著名的 “摹状词理论”解决了名词中的空指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空符号的问题.在

罗素的影响下,其弟子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③ 中提出了比 “分析”更为基本的

问题———语言记号如何能与世界处于意义关系之中?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实在的图

像,基本语句由名称组成,名称代表着世界中的事物,事物是这个世界的实体,它在

事态中的可能关系和名称在有意义语句中的可能关系构成世界的逻辑形式,即本质;

因此,语言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相同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对当代艺术符号学影

响甚为深广,可以说直接奠定了当代艺术符号学描述世界的基本图景.

除上述的哲学基础之外,艺术符号学的最初起源当然离不开符号学的创立.众所

周知,符号学的发端离不开索绪尔和皮尔斯,索绪尔开创的语言符号学在结构主义思

潮中发展蔚为壮观,而皮尔斯创立的传播符号学在当代影响深远.索绪尔和皮尔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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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同时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符号学的研究体系,对艺术符号学的影响也各自不同.语

言学对艺术符号学的启示首先来自索绪尔,索绪尔的理论构成了结构主义艺术符号学

的基本框架.索绪尔符号学发端于语言符号学,在艺术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结构主义

文学批评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壮大,结构主义几乎成为席卷全球的声势浩大的

一场运动.继索绪尔之后,雅各布森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引导到了文学符号学的轨

道,而与雅各布森同时的穆卡洛夫斯基则明确提出了 “艺术符号学”这样一个学科名

称.① 相比于索绪尔符号学二元视角带来的问题,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增加了符号阐释

的语用维度,使原来局限于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语言符号学扩展为广义的符号学.皮尔

斯 (CharlesSPeirce)没有专门论述过美学和艺术问题,但是,皮尔斯符号学却因其

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生成性,突破了索绪尔的二分符号学观念及语言中心主义的研

究倾向,成为当代符号学发展最重要的基础理论.② 皮尔斯之后,师承米德符号互动理

论的查尔斯莫里斯则进一步将皮尔斯的观点系统化,在借鉴奥格登和瑞恰慈意义理

论的基础上,提出符号学的三个分支:符构学 (syntactics)、符义学 (semantics)和符

用学 (pragmatics).③ 莫里斯最早开始推动逻辑实证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专门论述了

“艺术的语言”问题.④ 在当代艺术符号学中的典型代表是纳尔逊古德曼.古德曼更

加系统地论述了莫里斯提出的问题,在结合数理逻辑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 «艺术

的语言»,副标题为 “通向符号理论的一种方法”⑤,并前瞻性地预见了人工智能艺术的

发展.古德曼提出了判定一件物品是不是艺术品的五个参考要素,一是句法的密集程

度,即符号结构内各个元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二是语义的密集程度,这取决于在一个

给定符号系统下个体元素的排列性质;三是相对充实,即符号所蕴含的意义是丰富的;

四是例证,符号通过隐喻拥有回溯性指称的属性;五是多重的复杂指称,即符号具有

多元意义而成为艺术符号的最终依据.⑥ 古德曼确立了当代艺术定义的阐释性原则,完

全突破了艺术符号研究的语言学模式,真正形成一种融会贯通的艺术符号学研究.

三　本土化:中国艺术符号学百年历程的建构性与超越性

中国古代最早有 «易经»观物取象的 “象思维”,诸子百家的墨家代表作 «墨子经

说上»就有 “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战国时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提倡 “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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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正兰、赵毅衡:«艺术符号学:必要性与可能性»,«当代文坛»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页.
王铭玉等:«符号学思想»,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４６页.

CharlesMorris,SignLanguageandBehavior,NewYork:GeorgeBraziller,Inc,１９４６,pp１９２ １９６
NelsonGoodman,LanguageofArt,HackettPublishingCompany,Inc,１９７６
古德曼比较集中讨论这五个要素的专著是 «艺术的语言»以及 «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WaysofWorldＧ

making,Indianapolis:Hackett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７８.中译本参见 «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姬志闯译,伯泉

校,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详细论述可参见安静 «个体符号构造的多元世界———纳尔逊古德曼艺术哲学研

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实”等观点;道教与佛教融合也形成了有关 “心”与 “相”的论述,«金刚经»中常用

的句型 “不也,实无,是名”,都涉及哲学对符号的思考.在这里主要考

虑作为学科的艺术符号学,因此须要进入现代视角.中国学者在符号学的命名与研究

方面,也并不晚于西方.１９２６年,赵元任提出 “符号学”,并列出研究的大纲.① 同

时,赵元任跨越了语言和音乐两个领域,开创了语言音乐学,使中国符号学从一开始

就融入了独有的艺术特质.中国当代符号学研究著名学者、中国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

会会长赵毅衡先生认为,赵元任对汉语符号的命名,是独立于英文symbolics、semiolＧ

ogy以及significs的一种独创,是属于中国学者独立命名,不同于日本学者对符号学命

名为 “记号学”.② 艺术符号学在中国创立的时间与符号学创立的时间相同,１９２６年,

宗白华在他的 “艺术学”讲义中明确谈道: “符号者 (Symbol),必有其所代表之物,

代表者何,颇不一致,大概可以 ‘内容’二字概括之,借此符号,可以增人之联想

(association),故符号系象征的语言文字,其最著者,艺术的象征物,即可以代表其内

容者,唯非即内容,不过其内容因之可以代表而已.”③ 郭沫若在此时期的一些论文如

«论节奏»«关于文艺的不朽性»等文章,体现出艺术研究的现代符号学视角萌芽④.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既是中国本土艺术符号学的萌芽期,也是创立期,背后蕴含着中国

社会在全球化视野中深刻的巨变和中国学术的现代性进程.

首先,中国现代符号学的命名背后是中国现代语言的巨大变革.晚清时期的诸多

知识分子,如裘可桴、陈荣衮、劳乃宣等有识之士都曾提出,用白话文来引导民智,

但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成功推行白话文的运用,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即精英阶层还

是继续运用文言文来著书撰文.⑤ 只有新文化运动才使得白话文运动从纸面上仅对民众

的宣教而上升为知识分子的明确选择,进而有专业的学者开始探讨这种新的语言形式

具备怎样的规律.１９１８年北洋政府出现了 “国语”一词,并建立起统一的书面语.⑥

１９２４年,黎锦熙的 «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系统科学地揭示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

如果没有现代白话文学,特别是对现代白话文语言规律的深刻揭示,没有前辈学者对

语言、对符号规律的精准分析,作为研究符号通律的 “符号学”是不可能诞生的.

其次,宗白华把艺术看成一种符号,不是简单地从逻辑意义上规定艺术符号的性

质,而是让艺术符号承担了民众启蒙的责任.因为在语言变革之前,艺术受到西方影

响,在绘画技法方面产生了不同于古代作画方式的重要变革,在开启民智方面,艺术

发挥的作用走在文字之前,这不啻为一种重要的革命.创刊于１８８４年的 «点石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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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符号学大纲»,«科学»１９２６年第１１卷第５期、第１１期;见吴宗济、赵新那编 «赵元任语言文

学论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７—２０８页.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页.
宗白华:«艺术内容»,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１９页.
可参安静 «中国艺术符号学的现代萌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周新民:«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靳志朋:«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报»,是１９世纪末期中国的风俗画,当时参与创作的画家包括吴友如、王钊、金蟾香、

张志瀛、周慕桥等１７人.这些画家多采用西方透视绘画法,“从１９世纪后半叶到２０世

纪初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像梁启超那样将媒介作为政治鼓动工具的倾向在上海并不十

分明显,相反,对时事给予报道和读者了解时事的方式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

念.«点石斋画报»所起到的作用正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潜移默化的革命”.① «真相画报»

由高剑父创刊于１９１２年,是中国国内第一份用铜版纸印刷的画报, “致力于提倡新艺

术与进步的社会政治理念杂志,高剑父的绘画在提高当时中国艺术家的西方绘画

理念方面影响深远”.② 高剑父的绘画元素中包含着中西绘画的元素,具有鲜明的视觉

冲击力.将艺术看成一种符号,开启了寻找艺术通律的重要视角.当时中与西的对话

与博弈,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对抗,无一例外地体现为符号的根

本性变革.

进入当代之后,“十七年”本土化艺术符号学系统化的筹备期.六十年代中期,卡

西尔和朗格的符号学派以系统化的知识进入学者视野,李泽厚关于朗格的评介论文最

早完成于１９６４年③,卡西尔和朗格所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符号学在李泽厚的美学话语体

系建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泽厚也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来自西方的

理论进行了自己的改造,是当代艺术符号学本土化的重要理论成果.④ 同时期还有一个

重要成果来自钱钟书.钱钟书引用皮尔斯的理论,提出艺术 “虚而非伪”等一系列有

关艺术符号学的命题.⑤ ８０年代后,艺术符号学的译介蓬勃展开,可以定义为我国艺

术符号学的系统化的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八十年代的 “美学热” “翻译热”

中,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符号学的经典理论.美学热为这一时期的艺术符号学创造了

理论环境,新康德主义符号学在此时几乎成为艺术符号学的代名词,而索绪尔符号学

影响下的结构主义此时随着翻译热大规模进入我国,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中.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艺术符号学无论从基本原理、自主话语系统建构以及批评运用

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这得益于艺术学在我国的独立建置,也得益于我国符号

学研究的进一步自觉.随着我国艺术学学科建置的逐步完善,各个门类艺术之间在

符号学的介入之后,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研究态势.我国学界提出的 “语象结合”的

符号学治学策略引起世界符号学的广泛关注,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四大符号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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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关于朗格的论述见第４８０—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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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赵毅衡:«艺术 “虚而非伪”»,«中国比较文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国家.① 所以,新时期至今是我国艺术符号学的深化期.符号学与当代艺术哲学话题如

“艺术体制”“艺术界”“何时为艺术”密切结合,在我国引起热烈讨论.与本土艺术符

号学建构的现代性不同,当代中国艺术符号学的特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超越性.

本土当代符号学的第一个超越性,主要体现为一种伦理超越性,即伦理符号学

(semioethics).当代符号学发展的重要维度是从万物有机联系、重视个体生命意义入

手的研究方式,这与中国古典 “象思维”过程中对万物一体、艺术作品中的气韵强调

高度契合,而且也正是这种对整体性认知方式的天然优势,使当代的本土化艺术符号

学超越了科学主义的倾向,对生命本身具备了感性关爱的伦理学立场.用伦理符号学

的创立者意大利学者苏珊佩特丽莉 (SusanPetrilli)的话来说,之前的符号学 “一直

以来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一种严格认知性质的、描述性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持中立态度

的,与此不同,今天的符号学必须回复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② 符号伦理学要

回归皮尔斯符号学 (semiotics)中天然的对症状 (semeiotics)的关注,恢复符号学研

究中符号活动和生命关爱的彼此交叠.伦理符号必须克服偏狭的专门主义,以投射性

的方式覆盖生物到社会文化生命的全部内容,同时关注个体表达的差异,从而探索生

命之于人类乃至宇宙的意义.

本土当代符号学的第二个超越性,主要体现为让艺术超越文学中心主义、超越语

言中心主义、超越俄苏话语模式的历史趋势.新时期的形象思维讨论成为重新讨论文

艺独特性的风向标,担纲了时代启蒙的先锋力量.从尊崇典型作为艺术的最高理想到

新时期艺术形象的接地性,从艺术批评话语的唯苏联模式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多样形态,

从语言中心主义到重视门类艺术的不同特征,形象思维讨论释放出时代解冻中隐含于

符号中的创造性,使长期浸淫于俄苏模式的中国学者解脱出来,成为新时期社会思潮

重建的启动力量.这一点与当代法国６０年代的现象学运动是非常类似的.③ ６０年代法

国结构主义接受了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启发,把对语言的批判从单

纯地进行语言结构形式的分析,转向了揭示语言本身的矛盾性质,批判语言与意义之

间传统的二元对立,进而希望揭示语言的多义性与模糊性.

本土当代符号学的第三个超越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带来的美学研究范式的

超越性,这是西方艺术符号学所不具备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大体系中,对

美学与艺术研究影响深远的当属实践观.“实践”贯穿着马克思的一生,是马克思思想

的主轴.④ 实践哲学观引入的重大意义,在于突破了西方近代哲学崇尚理性、进而转变

为一种理性至上的迷信理性的认识论转向,就符号学的研究而言,实践哲学观赋予中

国艺术符号学在 “实践”哲学观指导下的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双向互动关系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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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符号、阐释艺术的重要突破.之前西方关于文学艺术活动多是在一种静态的视角中,

这种观点在新批评中的体现尤为明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的艺术符号现象被解释为

一种活动,产生了人与符号、符号与符号的多向互动关系,不同于西方传统的静观美

学传统,也不同于把符号局限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二项关系;在这个动态过程中,还

有对语义中心主义的超越,以及因汉语言的声音特色而形成的语音研究方式,当代更

加拓展为对各民族语言与声乐之间的关系研究,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结语　当代中国艺术符号学带给民族文化策略的启示

艺术符号学在我国历经百年,当代已经成为世界艺术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我国艺术符号学构成了当代文学与艺术阐释的重要资源,

不仅在学理层面建构着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的诸多理论形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深刻

地影响着文学与艺术的批评,也不断成为各门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纵观百年的发展

历程,中国本土艺术符号学一直处在与全球进行对话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地方知

识,本土艺术符号学具有与西方艺术符号学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集体意识,所以在我国的艺术符号学研究特别注重现实的伦理关怀,在现代美学的建

构过程中对单纯形式问题的逻辑性研究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视,在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

中,这种伦理关怀又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那么在具体的民族文化

策略方面,面对甚嚣尘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等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中

国当代的艺术符号学对民族文化的建设又有哪些新的启示呢? 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

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从纵向的历史对比中可以得知,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

守主义是行不通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起点,在语言符号的变革中

体现出鲜明的激进主义倾向,“文学八事”几乎完全弃传统而去,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

不顾时代变革的大局势而只谈 “问题”不谈 “主义”.在艺术实践层面,无论是赵元任

的作曲,还是刘海粟的绘画,无不彰显着建立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对西方文化的融

会贯通与综合创新.因此,当代艺术符号学必然要站在超越这两种倾向的基础上而有

所建树.其次,如何保持这种超越性? 在横向的发展过程中,本土艺术符号学特别呼

唤结合艺术人类学来对艺术符号学的研究进行拓展.艺术符号学在原理层面的研究当

然离不开哲学的基础,但也不能完全把这种研究局限于逻辑的推理与运算,因为符号

的意义说到底是与它所在的社会语境分不开的. “倘若我们要有一种 ‘艺术的符号学’

或者 ‘关于任何不是在定理上自明而独立 (axiomaticallyselfＧcontained)’的符号体系

的符号学,我们就必须投身于某种符号与象征的自然史、某种关于意义之载体的民族

志.”① 把艺术作为一种符号,自然是哲学抽象层面的出发点,那么具体某种符号系统

３３艺术符号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在国际视野与地方知识之间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

１３９页.



(艺术现象)具有怎样的句法特征,符号的意义如何形成,如何传播,如何在区域文化

中发生影响,如何与外界交流,这都离不开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在场视角的观察,这是

艺术符号学本土化的必然路径,也是艺术符号学真正走进门类艺术的通途.在国际视

野与地方知识之间,中国的艺术符号学带给民族文化的启示就是,尊重各地方知识的

独特性,共同构建人类文明的多样形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文化交流与对话应

有的作用.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

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①

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论争的立场,究竟是否存在一般意义上的

“艺术”? 在现实中是没有作为一般的 “艺术”的,艺术总是与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联

系在一起,是否把某种事物或者现象解释为艺术,归根结底是理论家的任务,探讨艺

术的通律义不容辞,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符号学;同时,一般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

都是融入在个别之中的,门类艺术、民族艺术,是艺术符号学的现实土壤,挖掘作品

中各种含混的张力,使之与已有的艺术经验以及艺术史建立起对话的关系,这是门类

艺术符号学与民族艺术符号学生长的动力.如此,本土化艺术符号学才能在纷繁多样

的艺术现象与普遍意义上的艺术符号学达到有效的沟通,实现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圆融境界.

４３ 中外文论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① 习近平:«弘扬 “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３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