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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我国第一本女性时尚杂志———《世界时装之

苑 ELLE》 1987 年创办以来， 女性时尚杂志经历了蓬勃的

发展。 在我国， 女性时尚杂志拥有庞大的读者市场。 笔者

从符号学的角度， 以索绪尔、 皮尔斯、 罗兰·巴特、 鲍德

里亚等符号学家的理论为支撑， 对女性时尚杂志中的书写

服装和意象服装进行分析， 探讨女性时尚杂志是怎样通过

创造意义来刺激消费者购买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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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现代女性对于时尚的

追逐， 女性时尚杂志应运而生。 女性时尚杂志何以蓬勃发

展？ 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解读。
瑞 士 语 言 学 家 索 绪 尔 认 为 ， 语 言 是 一 个 符 号 系 统 ，

符 号 由 “能 指” 与 “所 指” 两 部 分 组 成。 “能 指” 是 指

符 号 的 声 音 形 象， “所 指” 是 指 符 号 所 反 映 的 事 物 的 概

念。 美 国 实 用 主 义 哲 学 家 皮 尔 斯 按 照 符 号 与 其 所 指 对 象

的 关 系 ， 将 符 号 分 为 三 种 类 型 ： 图 像 符 号 、 指 示 符 号 、
象 征 符 号。 图 像 符 号 是 指 通 过 形 象 的 相 似 就 可 以 辨 认 出

来 的 符 号， 人 们 对 它 具 有 直 觉 的 感 知。 指 示 符 号 是 指 与

所 指 对 象 有 各 种 相 互 关 联 的 符 号。 象 征 符 号 是 指 靠 社 会

规约联系能指与所指的符号。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

符 号 的 意 义 分 为 两 个 层 次 ： 一 是 外 延 义 ， 二 是 内 涵 义 。
外 延 义 是 符 号 的 直 接 性 意 指， 直 接 地 指 涉 符 号 的 原 始 对

象 或 阐 释， 基 本 上 与 符 号 的 所 指 意 义 相 一 致。 内 涵 义 是

符号的联想性的意指， 但是这种联想并非是不着边际的，
受到文化系统、 意识形态系统等的制约。 法国哲学家让·
鲍 德 里 亚 把 符 号 学 运 用 到 消 费 社 会 的 研 究 当 中 并 提 出 了

符 号 价 值 的 观 念。 他 认 为， 在 当 今 消 费 社 会 中 商 品 已 然

成 为 一 种 符 号， 人 们 不 仅 购 买 商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而 且 购

买 商 品 的 符 号 价 值， 这 种 符 号 价 值 代 表 着 消 费 者 的 社 会

地位及身份象征。
二、 符号学视角下的女性时尚杂志

在本文中， 笔者参考的是罗兰·巴特关于服装的分类。
罗兰·巴特认为有三种服装类型： 一是真实服装， 二是意

象服装， 三是书写服装。 真实服装是指我们在生活中穿着

的实际的服装； 意象服装是指通过摄影或者绘图的方式呈

现在杂志等上面的服装； 书写服装是指以语言形式呈现的

服装。 笔者认为， 罗兰·巴特关于服装的这种分类适用于

其他的消费品， 比如化妆品、 包等， 本文用 “服装” 一词

统括这些消费品。 因为女性时尚杂志上呈现的是意象服饰

与书写服饰， 因此， 本文主要对书写服装以及意象服装进

行分析探讨。
（一） 女性时尚杂志中的书写服装

女性时尚杂志总是乐此不疲地玩着它们擅长的文字游

戏， 文字语言有时能传递摄影很难传递或者无法传递的信

息。 “流行文本以貌似权威的口吻说话， 仿佛它能透视我

们所能看到的外观形式， 透过其杂乱文章或者残缺不全的

外表洞悉一切。” [1]在女性时尚杂志中这样的 “说教” 比比

皆 是。 “潮 流 不 属 于 任 何 人， 直 到 你 懂 得 如 何 把 它 穿 上

身”、 “……不失为这一季的上上之选”、 “如果你的衣橱

里没有……， 那就真的有点 OUT 了”、 “这一季还有什么

比……更诱人” 这一系列带有强烈暗示性的文字撩动读者

的心弦， 仿佛不买就会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大大地刺激了

消费者的购买欲。
根 据 皮 尔 斯 的 符 号 分 类， 书 写 服 装 属 于 一 种 象 征 符

号， 文 字 符 号 的 “能 指” 与 “所 指” 的 关 系 并 不 是 必 然

的。 杂志对服装的文字表述构成服饰符号的 “能指”， 然

而其 “所指” 是时尚编辑人为创造的， 他们将服饰的符号

意义引申， 甚至无中生有， 创造出与自身符号毫不相干的

意义。 鲍德里亚认为， 如今， 任何商品都符号化了， 服装

的符号价值退居不起眼的角落。 人们要买的已经不仅仅是

商品本身， 更重要的是由时尚杂志所创造、 嫁接的符号价

值、 象征意义。 “与其说他们是在消费服装， 毋宁说是在

消费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符号意义， 消费他们的欲望。 ”[2]

女性时尚杂志书写服装所创造的新的所指意义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塑造完美女人

时尚杂志对书写服装符号的所指进行创造， 创造一种

概念， 一种象征意义， 塑造女性的各种特质： 或者淑女，
或者可爱， 或者文艺。 然而这种特质与商品本身并没有必

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时尚杂志编辑刻意创造出来的。 使

之 成 为 淑 女、 可 爱 女 孩、 文 艺 女 孩 的 与 其 说 是 这 样 的 搭

配， 不如说是女性时尚杂志创造的这种象征意义。
2. 创造身份、 社会地位的象征

米德认为， “自我” 可以分为作为意愿与行为主体的

“主我” 和作为他人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的 “客我”。 现

在， 人们越来越看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即 “客我”。 在

书写服装中， 身着 “PARADA”， 手挎 “LV” 的模特成为

女性高贵气质、 社会地位的象征。 “在符号消费时代， 服

饰品牌是身份特征的第一标识。 在显示社会中， 人们用品

牌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3]

时尚杂志通过不断地宣扬， 把符号的象征意义深深地

植入人们的潜意识。 时尚杂志通过对服装、 化妆品等的文

字表述试图构建一种观念， 一种身份地位， 仿佛你购买了

它， 就可以步入引领潮流的阶层， 就可以拥有某种社会地

位。 “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 （使用价值） ———人们总

是把物 （从广义的角度） 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 或

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 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

摆脱本团体。 ”[4]

（二） 女性时尚杂志中的意象服装

罗兰·巴特的 《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 只

研究了书写服装， 而对于意象服装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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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及。 然而，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读图时代， 我们被各种

各样的图片包围， 已经有了图片取代文字， 成为主流话语

之势， 海德格尔预言的 “世界图像时代” 已经到来， 这一

点在女性时尚杂志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很多时候， 时

尚杂志上的照片成为重要的表现方式， 甚至比文字更有说

服力。 杂志上的图片不仅仅是纪实功能， 更在于创造一种

引申意义， 人们一看到图片已经怦然心动， 联想到图片所

传达的引申意义， 从而产生购买欲望。
1.意象服装的外延义

外延义是符号的直接性意指， 直接地指涉符号的原始

对象或阐释。 罗兰·巴特认为， 意象服装是指以摄影或者

绘图的形式呈现的服装。 即便在有了 PhotoShop 等图像软

件的情况下， 摄影以及绘图是相对真实的， 因为， 时尚杂

志的编辑在修图时仍把真实性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因此，
意象服装相对真实地再现了 “服装” 这一客观存在的外在

形式， 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直观的感受———这件服

饰 是 这 个 样 子 的， 这 种 颜 色 的 等。 因 此， 从 这 个 层 面 来

讲， 意象服装是一种图像符号。
2.意象服装的内涵义

内涵义是符号的联想性的意指， 但是这种联想受到文

化系统、 意识形态系统等的制约。 根据索绪尔的能指、 所

指符号学理论， 女性时尚杂志中的意象服装的能指即是指

杂志上的服装图片， 而其所指却不再仅仅指 “服装” 这一

概念， 还包括由杂志编辑所创造出来的引申的意义。 时装

摄影也成为了时尚杂志制造服装符号意义的重要手段。 女

性时尚杂志经常运用出血大照片， 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
在 《都市丽人》 2013 年 5 月 总 第 156 期 一 个 介 绍 梦 妆 化

妆品的版面中， 是少女时代之一权俞利的颈部以上特写。
图片中的权俞利皮肤细腻、 光滑、 有光泽， 编辑是想传达

出一种 “用了梦妆的化妆品也能像她拥有这样的皮肤” 的

观念。
时 尚 杂 志 编 辑 通 过 别 出 心 裁 的 构 图， 通 过 模 特 的 展

示， 导演一场场视觉盛宴。 女性时尚杂志中通常是通过女

性来展示这些服饰的， 这些女性漂亮、 性感， 读者在观赏

这些图片的时候会脱离现实中的自己， 想象自己成为图片

中的女主角， 产生一种 “穿上它， 我也能像她那样完美”
的联想。 女性时尚杂志中的意象服装正是通过对服装符号

的所指进行引申， 从而刺激读者的购买欲。
三、 结语

女性时尚杂志通过图片符号和文字符号人为创造一种

联系， 一种象征意义， 极大地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深深地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女性时尚杂志塑造出一

种关于美的规范和标准， 通过不断地宣传渗入到每个追求

现代时尚生活的个体的观念之中， 进而成为左右其消费行

为的观念。 ■
注释：

[1] [法] 罗兰·巴特著， 敖军译.流行体系———符号学

与服饰符码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13-14
[2] 王 蕾 、 代 小 琳 ， 霓 裳 神 话·媒 体 服 饰 话 语 研 究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74
[3] 夏 晓 春， 从 符 号 消 费 解 读 现 代 服 饰 [J] .商 业 时

代， 2009 （33）： 31
[4] [法] 让·鲍德里亚著， 刘成富、 金志刚译， 消费

社会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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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关心什么、 厌恶什么。 这样的编辑才能在编稿时采用

观众或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进行二次加工， 使节目

和版面为更多的受众喜欢。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 《打舆晒网》 节目在这一点上

就做得很好， 它是一档纯编辑的节目， 没有自采稿件， 网

罗全球、 全国的新奇事， 但编辑的能力很强， 每一个节目

都进行了二次加工， 用当地的语言和当地观众喜欢的形式

重新包装， 节目形式亲民， 语言诙谐幽默， 内容轻松但不

低俗， 观众不仅能获得信息， 更能感受新闻的乐趣， 节目

的收视率特别高。
2.4 编排能力

新闻编辑除了应具备编辑单篇稿件的能力外， 还应具

备编排能力， 新闻编排衡量的是编辑驾驭全局的能力。 所

谓编排， 就是一个版面或者一期节目的新闻如何排列， 如

何组合， 如何搭配， 才能使主题更突出， 更有节奏感。 编

辑在组稿时， 一定要明白这期稿件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

主 题， 什 么 样 的 稿 件 能 放 头 条， 什 么 样 的 稿 件 放 在 次 头

条， 每个稿件的位置不是随随便便放的。 编排中常见的有

组合排列、 对比排列、 综合排列。 组合排列， 就是把内容

相 近 的 新 闻 排 列 在 一 起 形 成 一 组， 可 以 有 长 消 息、 短 消

息、 简讯， 形成重点， 深化主题思想， 同时将编辑的观点

寓于编排之中， 客观上起到评论的作用。 一般主题性重点

报道大多采用这一组合方式。 对比编排， 就是把内容反差

很 大 的 新 闻 编 排 在 一 起， 赞 成 什 么、 反 对 什 么， 旗 帜 鲜

明， 产生积极的舆论导向。 综合编排， 是把同类题材综合

在一起编成一组综合新闻。 这样的新闻单独一条一条发会

给人以单调之感， 综合一起各取其有特点部分， 以综合优

势 给 受 众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一 般 的 纪 念 性 节 日 活 动， 如

3.15 消费者权益日、 教师节等都可以采用这种组合形式。
总 之， 新 闻 编 排 要 研 究 的 问 题 很 多，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也 很

多， 需要在新闻实践中不断摸索、 实践、 创新， 只要肯下

功夫， 新闻编排的质量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3. 结语

新 媒 体 时 代 汹 涌 而 来， 对 传 统 媒 体 是 一 个 严 峻 的 考

验。 在 新 媒 体 发 展 已 成 燎 原 之 势 时， 传 统 媒 体 就 要 积 极

应 对， 发 掘 自 己 的 优 势 以 质 取 胜。 新 闻 编 辑 也 应 摆 脱 固

有 的 做 法 ， 进 行 全 方 位 转 型 ， 用 全 新 的 思 维 武 装 自 己 ，
充 分 发 挥 编 辑 对 信 息 或 稿 件 的 选 择、 分 析 整 合 的 能 力 以

及 提 升 编 辑 策 划 系 列 报 道 的 能 力， 使 传 统 媒 体 在 新 闻 报

道 的 深 度 和 角 度 上 出 彩， 形 成 有 别 于 网 络、 微 博、 微 信

等新媒体的新特点。 ■
[参考文献]

[ 1] 百 度 百 科 .新 媒 体 的 概 念 [ EB/OL] .http://baike.
baidu.com/view/339017.htm

[2] 邱 丽 红 .新 闻 编 辑 素 质 之 我 见 [ J] .青 年 记 者 ，
2006 (11)

[3] 周 建 克 .奥 运 会 新 媒 体 传 播 探 析 [J] .浙 江 体 育 科

学， 2009 （11）
[4] 徐沁 .媒介融合论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 2009

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