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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的共时性

王立慧

摘 要 ：
四体演进规律是衡 量社会发展或 历 史 演 变 的 。 无论是

维柯 、 弗 莱 、 卡 尔 ？ 曼 海姆还是 中 国传 统文 学 ， 都 在各 自 的论述 中

都按照 历 时性 的 规律 对 四体演 进进行 阐 释和 解释 。 然而笔者 在 回 顾

了 人类 商 品 交换发展 阶段 、

“

霸权
”

的 动态 更迭和人类传播历 史 的 发

展后认 为 ， 在看待 四体演进规律 的 时候 ， 不 仅仅 要采用 历 时 的 角 度 ，

更 需要结 合共 时 的 角 度 ， 才 能 完整呈 现事 物 本身 的状 态 。 这 种共 时

性 ， 是历 时形成 的 ， 是 动 态演 变 的 ， 也就是说 ， 四 体演 进也是 一种

共时性理论 。

关键词 ： 四体演进 历时性 共时性 历史发展

―

、 四体演进 ：

一

种历时角度

符号修辞的四个主要修辞格
——

隐喻 、 转喻 、 提喻 、 反讽之间

有一种递进的否定关系 ， 各种修辞格都相互否定 ， 同时反讽是对所

有修辞格的总否定 。 从隐喻到反讽构成 了 四体演进 ， 即 隐喻 （异之

同 ）

一

转喻 （ 同之异 ）

一

提喻 （分之合 ）

一

反讽 （合之分 ） 。

①

詹姆逊和卡勒认为修辞四格推进是
“

历史规律
”

， 是人类文化大

规模的
“

概念基型
”

。

？ 四体演进的概念最先是 由意大利思想家维柯

在 １８ 世纪初的启蒙时代提出的 。 维柯把世界历史的退化过程分成了

四个阶段 ， 分别是
“

神祇时期
“

英雄时期
” “

人的时期
” “

颓废时

期
”

， 以上四个时期之所以称为
“

历史的退化过程
”

， 是因为历史崇

髙感的消失 。 这 四个时期分别与 比喻 、 转喻 、 提喻和反讽相对应 ，

四体演进 由此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或历史演变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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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中外文化与 文论 （ ３ ６ ）

维柯之外 ， 弗莱和曼海姆也分别在论著 中提出 了 四体演进 。 弗莱 １ ９５ ７ 年

在 《批评的解剖 》 中将欧洲文学主人公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 ： 神话或神的故事 ， 主人公在性质上超越凡人及凡人生活的环

境 ， 这种故事在文学 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但是通常并不列人规定 的文学类型 ；

第二阶段 ： 传说 、 民间故事 、 童话 ， 主人公是传奇式的典型人物 ， 出 类

拔萃且具有超凡勇气和忍耐 ；

第三阶段 ：

“

高模仿
”

类型的主人公 ， 这类主人公多存在于史诗和悲 剧

中 ， 他们具有的权威与激情超过凡人 ， 但同时又要遵守社会制约和 自 然规律 ，

他们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心 目 中的那种主人公类型 ；

第四 阶段 ：

“

低模仿
”

类型的主人公 ， 这类主人公常见于喜剧和现实主义

小说中 ， 这个阶段中的主人公 ， 便是我们中 的
一

员 。

第五阶段 ：

“

讽刺
”

类型的主人公 ， 他们的体力与智力都 比我们低 劣 ， 我

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荒唐的遭遇和可笑的行为 。

？

弗莱在 回顾了上述五个阶段后指出 ：

“

我们会明 白 ，

一

千五百年以来 ， 欧

洲虚构文学的重心不断按照上面 的顺序 向下移动 。

”？ 根据弗莱的 文学分期推

进说 ， 除去不列入文学规定 的第
一阶段外 ， 其他四个阶段与 四体演进 的隐喻

性 、 转喻性 、 提喻性 、 反讽性相吻合 。

早在弗莱之前 ， 卡尔 ？ 曼海姆 １ ９２ ９ 年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
一

书中提

出了 四种世界观的演进 ： 隐喻式 的无政府主义 ， 转喻式的保守主义 ， 提喻式

的激进主义 ， 反讽式的 自 由 主义 。 这四者都承认社会改造的必要性 ， 但是代

表着对时间 的四种不 同取向 ： 过去 、 现在 、 未来 、 虚化未来 。

？

中国文化中的 四体演进规律也非常普遍 。 赵毅衡教授认为 由诗词 、 散文 、

小说 、 戏剧组成的 中 国传统文学是
一种 隐喻 ， 因 为

“

各单元之间是情节片段

式的 ， 是同一隐喻项 （阴 阳之道 ） 的反复
”

发生在五 四 时期的
“

反对 旧文

学提倡新文学
”

的文学革命是
一

种强调连接性的转喻 ；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现实

主义文学兴起 ， 强调
“

为人生
”

， 强调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关系 ， 这是一种提喻

性的文学 ；

“

八五新潮
”

引 发的
“

先锋文学
”

恪守不断创新的原则 ， 打破了被

广泛认可的规范和传统 ， 创造各种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 ， 大胆引进 曾经

被忽略的和遭到禁忌的题材 ， 形成
一种反讽的局面 。

四体演进的原因究竟何在 ？ 赵毅衡教授指出 ：

“

任何一种表意方式 ，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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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走向 自 身的否定 。

”
０ 也就是说 ， 随着 自 身的发展成熟 ， 文化最终会走向

自我解构 。

“

全则必缺 ， 极则必反
”“

物极必反
”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二 、 四体演进 ： 共时性立场的提出

作为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 ， 雷蒙德 ？ 威廉斯最早引进 了葛兰西 的霸

权概念 ， 并把这种概念用于研究文化对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 葛 兰西 的霸权

概念说明
一

个阶级对另
一

个 阶级的统治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力量 和物 质力量 ，

更多的是凝结为文化上的霸权主宰 。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带有浓厚的文化主体

性 ， 这一点刚好符合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

威廉斯认为 文化是一种整体 的 生活方式 （ ｃｕ ｌ ｔ ｕｒ ｅｉ ｓｔｈｅｗｈｏ ｌｅｗａｙｏ ｆ

ｌ
ｉ
ｆｅ ） ， 这种观念 的文化不再是被动地服从的消极力量 ， 而是在社会建构 中 处

于积极主动地位的 ， 并发挥建设性作用 。 从词源学角 度来看 ，

“

文化
”

在 １ ８

世纪以前指对农作物的培育和对牲畜的驯化 ， 从卢梭开始
“

文化
”

具备拥有

取代性意义的基础 ， 这个取代性意义就是 ：

“

文化
”

是
一

种与外在发展迥然有

别的 、

“

内在
”

的或
“

精神
”

的过程 。

② 在此基础之上 ， 文化的概念被扩 展 ，

文化不仅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根源 ， 同时也是新的生产方式 、 新的政治方式 、

新的社会关系等的反映 。 威廉斯始终强调 文化与社会 、 经济 、 政治的整个社

会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 。

威廉斯把文化的动态过程作为霸权理论的核心部分 。 他在 《马克思 主义

与文学 》 中这样表述 ：

霸权是一种 实 际体验到 的意义 、 价值体 系
，
当 这些意义 、 价值作 为

实践被人们体验式 常常表现 出彼此相 互确证 的情况 。 这样 ， 霸权就 为社

会 中 的大 多 数人构建起一种社会现 实 感 ，

一种绝对的 意义——因 为
一旦

超 出 经验现 实 ， 社会 中 的 大 多 数成 员在 其生 活的 大 多 数领域 内便难以行

动 。 这也就是说 ， 霸权从最根本的 意 义上来讲就是一种
“

文化
”

，
而 文化

又不 能不 总被看作是那种 实际体验到 的 ， 特 定阶级的主导和从属 。

③

威廉斯进
一

步提 出 了文化的三种模式来进
一步 阐述霸权的动态过程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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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文化分别为
“

主导文化
”

（ ｔｈｅｄｏｍ ｉｎａｎｔ ） 、

“

残余文化
”

（ ｔｈｅｒ ｅｓ ｉｄｕａ ｌ ） 和
“

新兴文化
”

（ ｔｈｅｅｍｅ ｒｇｅｎｔ ） 。

主导文化是在特定社会时期 占据霸权 的主流文化 ， 因此主导文化绝不是

静态的 、 不变的文化 ， 而是
一

直处于运动和变化中的文化 。 主导文化用于巩

固统治阶级的政权 ， 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 它在任何社会都是核心 系

统 。

“

残余
”

不同于
“

古旧
”

， 威廉斯指 出 ， 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来 自过去

的合理因素 。 确切地说 ，

“

残余
”

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 ， 却
一

直活跃在文化过

程中的事物 。

？ 残余文化不仅仅是过去的某些 因素 ， 它们同 时也是现在的有效

因素 。

一般来说 ， 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 但主导文

化在某种程度上不允许有太多的残余文化在主导文化 自 身之外存在 ， 否则会

对主导文化本身产生威胁 。 因此 ， 主导文化会
“

收编
”

（ ｉ 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ｅ ） 残余文

化的某些部分 。 比如封建文化是残余 的 ， 但是其 中 的某些价值 （ 比如孝道 ）

可以被现代社会收编 ； 道家
“

无为
”

的思想与现代社会也存在对立 ， 也是残

余 ， 但是其
“

天人合
一

”

的理念可以被现代社会收编 。 但是主导文化对残余

文化的收编不是完全的 ， 那种能够消解主导文化 ， 被主导文化所压制 的部分

仍然是受抵制的 。

“

新兴文化
”

（ ｔｈｅｅｍｅ ｒｇｅｎ ｔ ） 是指
“

不断被创造出 来的新的意义和价值 、

新的实践 、 新的关系及关系类型
”

？
， 新的阶级和被排斥 的社会领域构成 了

“

新兴文化
”

的两个来源 。 威廉斯也指出 ， 新兴文化
一旦出 现 ， 主导文化就开

始了对它的收编 。 威廉斯用工人阶级作品 的兴起与被收编的过程对
“

新兴文

化
”

的观点加以论证 。 新兴文化是与新的 阶级联系在
一起的 ， 这个新 的阶级

与统治阶级对立 ， 故主导文化对它 的收编也是暂时的 。 从长远角 度来看 ， 新

的阶级势必会同原有的统治阶级产生分歧与对抗 ， 新兴文化势必会颠覆原有

的主导文化使其成为残余文化 ， 使 自 身成为新的主导文化 。

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 、 收编与反 收编的斗争对霸权起着消解

和更新的作用 ， 这是霸权争夺的动态过程 。 这种过程与其说是历时 的 ， 不如

说是 由历时形成的动态共时 。 人类历史上任何
一

次霸权的更迭 、 社会新 的阶

级的崛起与胜利 ， 都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 ， 三种文化

是
一

种共时性的存在 。

前文中赵毅衡教授指 出 的 中 国文化的四体演进
——

隐喻性 的 中 国传统文

①雷蒙德 ？ 威廉斯 ： 《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
， 王尔勃 、

周莉译 ， 河南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８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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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转喻性的五四文学 、 提喻性的三十年代文学 、 反讽的先锋文学 ， 在笔者

看来 ， 也是
一

种共时性存在 ， 只 是在不同时期 ， 在特定 的阶段 ， 某
一

种文化

占据主导地位 。 同样 的 ，
无论维柯提出 的罗曼史 的隐喻性 、 悲剧 的转喻性 、

喜剧的提喻性 ， 还是反讽 ， 也都是
一

种 由历时形成的共时关系 ， 它们不是彼

此取代 ， 而是某种文化居于主导地位 ， 其他文化处于从属地位 。 所以说 ， 曼

海姆的 四种世界观的演进也是
一种共时的存在 。

三 、 四体演进 ： 从历时到共时

上文 中提到 ， 无论是维柯 、 弗莱 、 卡尔 ？ 曼海姆 ， 还是 中 国传统文学 ，

都按照历时性的规律对 四体演进进行 阐释和解释 。 赵毅衡教授在 ２０ １ ２ 年出版

的 《符号学 》
一书第九章

“

符号修辞
”

中提到 四体演进规律时 ， 也是从历时

性的发展角度而言的 。 然而笔者在 回顾了人类商品交换发展阶段和人类传播

历史的发展后认为 ， 在运用 四体演进规律的时候 ， 不仅仅需要历时 的角度 ，

更需要结合共时 的角度 ， 才能完整呈现事物本身状态 。 这种共时性 ， 是历时

形成的 ， 是动态演变的 ， 也就是说 ， 四体演进也是
一

种共时性理论 。

（
一

） 人类商品 交换发展阶段的共时性

“

商品 ， 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符号 。

” ？ 马克思指出 ， 人类商品交换的发展分

为三个阶段 ， 即物物交换 、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 品交换和 以商业为媒介 的商品

交换 ， 这是对人类社会商品交换发展的普遍认识 。 笔者认为 ， 当代社会 ， 更

倾向于鲍德里亚所描述 的
“

符号消费
”

时代 。 原始物物交换时代 、 以货币 为

媒介的商品交换时代 、 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 交换和符号消费时代 ， 构成了人

类商品交换发展的 四体演进 。

１
． 隐喻性的原始物物交换时代

物物交换是人类最初 的交换形式 ， 是商品交换 的最直接的形式 。 马克思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中说 ：

“

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 内部 出现

的 ， 而是在它的尽头 ， 在它的边界上 ， 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 出现

的 。 这里开始 了 物物交换 ， 由此浸入公社内 部 ， 对它起着瓦解作用 。 因而 ，

在不 同公社间 的物物交换中 变成商品 的那些特殊使用价值 ， 如奴隶 、 牲畜 、

① 陈文斌 ：
《为什么马克思提出

“

商品是一种符号
”

？ 》 ， 见曹顺庆 、 赵毅衡主编 ，
《符号与传媒 》

（第 １ ３ 辑 ）
， 四 川大学出版社 ， ２ ０１ ６ 年 ， 第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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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 ， 通常成为公社本身内部的最早的货 币 。

”？ 物物交换实际上是
一

种简单

的情节再现 （ ｅｐ ｉｓｏｄｉ
ｃｒｅｐｒ ｅｓ ｅｎ ｔ ａ ｔｉｏ ｎ） ， 该交换时代最大的局限在于一对一 的

供求关系 ， 它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不便 ， 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 最初的 、

原始 的物物交换时代被马克思看成是人类商品交换的第
一

个时代 ， 这个时代

具有修辞上的隐喻性 。

２
． 转喻性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代

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 ， 交换次数的增加 ， 许多不同用途和 目 的的产

品在数量上大幅增加 ， 积极进入交换过程 ， 瓦解 了物物交换 的形式 。 此时为

了方便交换 ， 就需要第三方来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 作为第三方的商品 ， 可

以成为所有商品 的
一般等价物 ， 商品交换过程 以物物交换的直接形式转变为

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形式 。

在人类历史上 ， 贝 壳 、 米 、 家畜 、 木材等都在 不同时期扮演过第三方的

角色 。 然而这种实物货币存在很多缺点 ， 如不方便携带 、
不易分割 、 质量 不

恒定且不易保存 。 随着商品经济 的不断发展 ， 实物货币 必然会被金属货币取

代 。 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 在历史上
一

直被看作商品 交换的重大革命 。

货币解决了在原始物物交换时代 出现的难题 ， 使得交换冲破 了时间上和空间

上的制约 ， 让商品交换可 以随时随地进行 ； 它增进 了经济的横 向联 系 ， 也使

交换的时空范畴进
一

步扩展 ， 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代 ， 可以看成是转喻性的 ， 即 寻找外在于商

品本身的某种交换物 ， 以此达到商品交换的 目 的 。

３
． 提喻性的以商业为媒介的 商品交换

上述两种商品 的交换都是 由 生产者作为商品交易 的双方而进行 的 。 商品

交换的范围和规模随着商 品生产的发展不断扩大 ， 商品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

之间的矛盾 日 益突出 。 为了解决这对矛盾 ， 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应运而生 ，

这类人被称为商人 ， 他们专 门针对商品交换的需要进行相应 的活 动 。 至此 ，

商品交换的形式较之以往表现出复杂的
一面 。

商人资本是商品资本职能 的独立化形态 ， 商人的 出现使货币具有 了资本

的属性 ， 商人在商品的流通领域 中专 门从事商品 销售 ， 以获取商业利润为最

终 目的 。 商人的 出现 ， 有利于加速商品 的流转 ， 能够有效缩短商品 的流通时

间 ， 再次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规模和空间 ， 从整体上来说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 。

以商业为媒介 的商品交换时代是提喻性时代 ， 资本主 义是其社会现实 ，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２ ３ 卷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 ７ ２年 ， 第 ３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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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实需要
“

商业
”

来提示整个社会 ， 从而强调社会被
“

商业
”

所联系 。

４
． 反讽性质的符号消费时代

“

正如符号学的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
一样 ， 商品关系 中的交换价值也最终

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 。

”？ 在鲍德里亚看来 ， 产 品过剩 的消费社会是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 其根本原 因在于生产力 的 发展 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产

品过剩 ， 意味着人类从原有 的商品拜物教时代进入被符号所控制的符号消费

时代 ， 现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符号的控制与支配 。

基于符号控制的新符号消费对传统的社会伦理和风俗习 惯产生 了 巨大的

影响 。 如果说此前传统政治经济学意义上 的消费主要是对物在使用功能意义

上的消费的话 ， 那么符号消费就是对马克思 ？ 韦伯所崇 尚的清教伦理的一种

颠覆。 依照传统观念 ， 生产 、 积累和消 费三者之间 的顺序是不 曾改变的 ， 消

费总是在生产和积累到
一定程度之后进行的 。 然而按 照符号消费的观念 ， 生

产力的提高导致产品绝对过剩 ， 在产品绝对过剩 的时代 ， 消费的 已经不再是

产品本身 ， 而更多是附加在产 品上的其他因素 。 与此 同时 ， 整个社会为鼓励

消费实施 了消费贷款和信用制度 ， 在某种程度上 ， 是否过度消费成为衡量
一

个人社会地位高低 的标尺 。 创造欲望 ， 消费狂欢 ， 是消费社会下的新的道德

观念 ， 象征着消费社会的历史性讽刺 。

回顾商品交换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发现 ， 商品 的交换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分

工从简单的初级形式
一

步步走 向复杂的高级形式的 。 在原始社会末期 ， 第一

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了剩余产品 的 出现 ， 部落之间 和少数的个人之间产生 了直

接的物物交换 ， 以满足部落和个人的生存之需 。 严格地说 ， 这些交换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 ， 因 为这只是少量的剩余产品的交换 ， 生产的 目 的也

不是交换 ， 交换只是部落或个人在消费不了 自 己 的产品 时进行的一种活动 。

原始社会瓦解后 ， 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 由 于使用 了 铁器

等劳动工具 ， 人类生产能力提髙了 ， 产品开始出现大量剩余 ， 私有制 由此产

生 。 大量的私有剩余产品被投入产品交换过程 ， 这个过程中 的剩余产品就具

有了商品属性 。 随着剩余产品交换的不断扩大 ， 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 出现了 ，

人类社会也进人商品生产 阶段 。 因 此 ， 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是 出现于商品

交换之后的 。

随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 ， 金银充当 了商品交换的
一

般

等价物 ， 并且出现了 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 ， 这种人被称为商人 。 此时第 三

① 李军学 ：
《消费社会和符码统治 ：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性研 究 》 ． 见曹顺庆 、 赵毅衡主

编 ，
《 符号与传媒 》 （第 ８ 辑）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２０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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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类社会大分工发生了 ， 专门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具有了增值货币的属性 ，

也就是具有 了商人资本属性 。

随着专 门从事商品交换人数的增加 ， 商 品交换成为
一种特殊 的工作 ， 这

个
“

特殊工作
”

， 被称为
“

商业
”

。

商业史学家研究发现 ， 早在夏代我 国就 已经出 现了
一些专 门从事商品交

换的人 ， 只是这些人是零散的 、
不成规模的 。 商业 的诞生则解决 了生产过程

和交换过程之间存在的矛盾 。 不过应当 指出 的是 ， 即使商业从生产过程 中独

立 出来 ， 商品生产者摆脱了大部分的交换事务 ， 也不能说明商业交换完全代

替了生产者的交换职能 ， 因为在商业独立后 ， 仍有部分交易是直接在生产者

和消费者之间发生 的 ， 即便在商业更发达的今天 ， 仍然存在商品的直接交换 ，

比如企业直销 。

人类商品交换阶段的发展过程表明 ，
历时的 四体演进最终共时性地存在

于人类社会 ， 人类无法避免地在 同
一阶段同时运用几种商品交换形式 。 从人

类社会发展来说 ， 不仅商品交换是共时存在 的 ， 文化主导权亦是 。

（
二

） 媒介发展的共时性

文化主导权在社会中最直接的呈现方式就是媒介 。 尼尔 ？ 波兹曼认为媒

介创造了 我们 的文化内 容 。 波兹曼在 《娱乐 至死 》 （ Ａｍｕ ｓｉ ｎｇＯｕｒｓｅ ｌｖｅｓｔｏ

ＤｅＷ／Ｏ 中写道 ：

“

媒介 的形势偏好某些特殊的 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

”？

也就是说媒介对于某
一时期文化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作用 。

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 的人类传播活动按照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分

为 口语传播 、 文字传播 、 印刷传播 、 电子传播 四个阶段 。 这个历史进程 中 ，

各种媒介并不是简单叠加 ， 而是历时出现 、 共时推进 。

口语传播归功于人类的劳动 。 长期的劳动促进了人体大脑的发育和思维

能力 的产生 ， 形成了 口语传播的生理条件 。 口语传播大大加快 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进程 。 到今天为止 ， 口语仍然是最基本 、 最普遍 、 最灵活 的交流方式 。

口语传播的简单性和直接性是
一种隐喻 ， 此隐喻指 向了人类传播 的最初形式。

作为人类最初传播阶段的 口语传播有着局限性 。 首先 ， 口语只能在近距

离内交流和传播 ；
其次 ， 口语传播转瞬 即逝 ， 记录性较差 ， 它的保存和积 累

只能依靠人类大脑的记忆能力 。 所 以说 ， 时间和空间是对 口语传播最大的限

制 ， 口语传播只能被应用于近距离 的社会群体传播和小 范围 内 的信息传输 ，

当社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 ， 简单的 口语传播便再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 。

① 尼尔 ？ 波兹曼 ：
《娱乐至死 》 ， 章艳译 ， 中信出版社 ， ２ ０１ ５ 年

，
第 １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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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历史上第二座重要 的 里程碑就是文字的发 明 。 如果说上文谈到

的 口语的产生与传播使人类摆脱了原始动物的状态 ， 那么文字的 出现就转喻

式地标志着人类进人更高阶段的文明 。 文字基于结绳符号和原始 图画而被创

造 ， 人类传播的时 间性和空间性 由 于文字的产生发生 了 巨大 的变革 ， 文字在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

印刷时代是以纸和印刷术的发明 为基础 的 ， 这是 中华民族对世界文 明的

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 直到 １ ５ 世纪 ４０ ．年代 ， 德 国工匠古腾堡在中 国活字印

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创造了 金属活字排版 ， 至此文字信息得以机械生产和

大量复制 ， 信息的传播速度较之以 往有 了 明显加快 。 印刷机的 出现直接催生

了近代报业。 伴随着知识的普及和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 ， 印刷媒介开始在社

会生活中扮演重要 的角 色 ， 大多社会变革往往都是依靠印刷媒介进行宣传的 。

印刷媒介提取了１ ８ 、 １ ９ 世纪人类社会的生活片段 ， 在今天看来 ， 那种提喻代

表了
“

昔 日 的美好时光
”

（ ｔｈｅｇｏｏｄｏ ｌｄｄａｙ ｓ） 。

如果说 口语传播使人类具备了基本 的传播条件 ， 文字 的发明突破了传播

的时空限制 ， 印刷媒介实现了文字信息的批量生产和复制 ， 那么电子信息技

术就实现 了信息传播的瞬时性 ， 以时间换空间 ， 时间上的瞬时性带给人类空

间上的临近感 ， 同时电子信息技术使大量信息得以保存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 电子通信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 ， 人类进入了前所

未有的信息社会 。 在信息社会里 ， 信息 的重要程度与物质和能源 不相上下 ，

甚至可能比二者更加重要而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核心动力 。 信息在当今社会

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 。

依托 电子技术的新媒介的产生 ， 让地球变为
一

个小小的
“

村落
”

， 极大地

促进了全球
一

体化的进程 。 与此同时 ， 新媒介也引发了
“

信息爆炸
”

， 海量的

信息垃圾充斥着现代人类的生活 ， 公众在传播过程中 的角色从单
一

的受传者

变成了传播者和受传者兼具 。 媒介的这种变化和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文 明和

文化的影响也已经 日 益凸显 ， 这种凸显也成为一种讽刺 ， 讽刺 了人类思维的

碎片化与片段化 ， 讽刺 了 当媒介真的成为人体延伸后 ， 人类对媒介的依赖与

媒介技术对人类的奴役 。

从媒介技术发展来说 ， 每 当
一

种新的媒介技术出 现 ， 人们都会认为它会

完全取代旧的 、 已有的媒介技术 。 比方说十年前就有专家断言 ， 互联网 的 出

现会终结纸质书籍 。 但时至今 日 ， 从 目前 图书市场的现状来说 ， 纸质书籍非

但没有被互联网完全取代 ， 反 而开始恢复生机 ，
２０ １ ４ 年全国实体书店图 书零

售市场同 比增长率达 ３
．２ ６％ ， 结束了

２０ １ ３ 、
２ ０ １ ２ 年连续两年的负增长 ， 人们

似乎更愿意挣脱互联网技术而回归朴素的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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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 、 文字 、 印刷 、 电子 ， 人类传播发展的 四个阶段 ， 历时地出 现 ， 共

时地存在于人类的生活 中 ， 从单
一到多元化的媒介 ， 每天都对人类的生产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四 、 结语 ： 四体演进 ， 共时之后 ， 走向何方 ？

任何符号表意都逃 不出 四体演进的历史规律 。 四体演进 的尽头是反讽 ，

反讽之后 ， 又将如何？ 赵毅衡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提 出了两点 ：

第
一

种方式是重新开始另
一种表意方式 ， 重新构成

一

个从隐喻到反讽的

历史演变 ； 第二种方式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
“

反讽
”

状态 。

笔者认为 ， 赵毅衡教授
“

狡猾
”

地用这两种方式对所有符号表意按规律

演变之后 的状况作了总结 。 然而笔者认为 ， 在这两条路径之外 的新的表意方

式没有穷尽 ， 用反讽结束 自 身 的 ， 多半是 以新替 旧 ， 是一种革命式的改变 。

而坚持
“

反讽主义
”

的哲学家罗 蒂则认为反讽才是现代社会最合适的状态 ，

但是要达到这个状态很难 ， 因此笔者认为还存在第三种方式
——

共存 。 上文

提到 ， 无论以新替旧 的重新开始还是漫长的反讽状态 ， 在某种程度上都难以

到达 。 以新替旧 的重新开始涉及推翻既存 的所有符号文本表意方式 ； 漫长的

反讽状态则需要社会性交流达成共识 。 在未达到以上两种局面之前 ， 符号文

本表意更多处于
一

种四体共时 的状态 ， 人类社会 的四种商品交换方式共时地

存在于人类社会 ， 不同媒介更是共时地存在于人类社会 。

回顾历史也会发现 ， 历史上所有 的符号表意方式的演变总是遵循这三条

路线 ， 无论是朝代的更替 、 文化的发展还是传播的变化 ， 无一例外 。 笔者认

为这三条路线之间是
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 ， 三条路线不可能并存于人类社会 ，

路线的选择取决于人类 的表意方式 ， 哪
一

种表 意方式更能对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起到促进作用 ， 人类就会选择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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