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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中符号学方法的演进

张 碧

摘 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文学反映论往往在诉诸于经验论、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辅

以语义学、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不同符号学类型的方法，形成为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途径，在对

此前反映论模式进行反思与演进的过程中，也对反映论自身进行了某种改造和发展，并以此维护了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的科学品质。
关键词 经验论; 后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文学反映论; 符号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63( 2020) 12 － 0117 － 08
DOI: 10． 15937 / j． cnki． issn 1001 － 8263． 2020． 12． 016

作者简介 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导 西安 710127

由于苏联哲学及文艺理论界的长期影响，在

中国当代学界，文学反映论业已成为文艺领域最

为主要的批评范式之一。作为文艺批评方法的反

映论，主要以文艺作品对外在现实的再现功能为

探讨中心，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有着漫长而复杂

的思想渊源与学术谱系。学者汪正龙曾对文学反

映论从古希腊哲学思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现代

苏联与东欧时期学术界直至当代中国文论界的理

论之旅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①，至今，文学反映

论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史、乃至思想史

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现代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传统的结构主义

符号学支系以及作为其反题而得以形成的后结构

主义符号学，由于具有鲜明的技术操作性，因此在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传统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在文学对基础、意识形态和作家个人意识形式的

辩证性“反映”的认识方面，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其各自的哲学谱系出发，运用不同类型的符号

学方法，体现出对文学反映论的不同阐释和运用

方式。

一、文学反映论对感性经验的观照维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文学反映论的符号学方法而言，对感性经验维

度的重视是不可回避的。尽管成熟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反映论，往往更为重视作为集体意识集合的

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从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直至此后的诸多论著中，其反映论都

不乏对个体感性经验的观照。
汪正龙业已准确地指出，文学反映论与洛克

等人所开创的英国经验论思想传统相关②，换言

之，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或“反映”，涉及

到作家通过个体感知方式对外在客体的映现，这

种认识相当中肯。应当说，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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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现，必然首先与作家个人对外在环境、时代特

征的体验与感知密切相关，脱离了这一前提，则无

所谓通过文学文本来观照或“反映”社会现实。
应当说，对感性经验的观照，正是文学反映论的基

本哲学认识论之一。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言，诉诸于感性

经验的认识方法，依然较为明显。波兰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沙夫认为，英国 17 世纪以来的经验论传

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具有十分基础

性的方法意义，并指出“唯物主义的认识只能与

经验论这种哲学立场发生关联，而与其他哲学立

场毫无关系”③，并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

感性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明确

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

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④在他看

来，人类的思想观念，源自对意识外客体的感性认

识与加工。众所周知，康德曾提出感性经验必须

经由先验范畴的加工，方可能形成为人类知识，并

以此试图调和英国经验论和欧陆唯理论。此处，

马克思对意识再现外在客体功能的认识，事实上

恰与经验论传统存在共通之处。此外，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文学反映论的论述里，马克

思虽未直接援引经验论哲学表述，但他所描述的

作家对诸多社会性观念的认识，必然经由作家个

体在对这些观念所指涉的具体社会存在进行经验

感知，换言之，作家必须对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观

念意识所涉及的诸多社会实存、社会存在方式等

进行直接的接触、感知，方才能够对其加以“反

映”。例如，在谈及欧洲近代以来的“享乐哲学”
时，马克思便认为，这种作为生活方式与习性的哲

学观念能够“反映于回忆录、诗歌、小说”等文学

形式中。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封建贵族作家们，

必须经由对享乐哲学理念所描述的一系列具体的

感官享乐方式的感性体验和认识，亦即对“现实

的享乐形式”的感知⑥，才能够将其“反映”于作

品之中。这种认识在列宁那里也得到了某种论

证:“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

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

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⑦外在世界，必须首先

通过感性经验的方式，才可能在心理和文本层面

得到再现。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认识基础，与社会实践者对身处其中的具体实

践和日常生活环境———亦即周围世界 ( the envi-
roned world) 的经验息息相关。⑧可见，作家个人

的感性经验对于文学反映论具有认识论层面的基

础意义。
严格地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这种建

基于经验论的符号反映论思想，体现出某种符号

表征( represent) 理论特征。所谓表征，即首先以

概念形式，将外在感性事物映现于头脑中，同时运

用诸多符号所组成的语义链，对这些感性事物进

行形象化表达，并使之具有意义向度，“符号被组

织成诸多语言后，一种共有语言的存在，使我们得

以将我们的思维或概念转译为话语( words) 、音响

或语象，并将之运用为一种语言，以之向他人表达

意义、传递思想”。⑨作家通过对外在感性事物的

感知，将之以概念体系的方式存储于头脑之中，并

通过语言符号的方式，对这些概念进行组织，使之

成为具有意义向度的语义链，亦即文学创作。这

恰是经验论式反映论的基本创作模式。
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

之中，即便在此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等传统中，同样

留有不同程度的痕迹。此处以美国当代马克思主

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为例。杰姆逊在其

独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中，便在事实上将

个体的感性经验维度融合于文学反映论之中。文

学的社会维度批评，往往涉及对作家在进行文学

创作或生产的过程、与作家所处历史语境之间的

关系的考察。在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中，杰

姆逊对文学的社会阐释方法进行了三重划分，分

别是“政治历史”( political history) 、“社会”( socie-
ty) 和“历史”( history ) 。⑩尽管杰姆逊的原意在

于，从批评的角度，阐释工作应通过构建特殊的意

识形态阐释方式，将潜藏于文本符号中的意识形

态加以还原，但必须指出的是，杰姆逊亦在事实上

阐明了作家在特定政治语境之中，通过感性经验

和无意识的方式，将特定意识及观念在作品中加

以符号化再现的过程。
事实上，此处所阐述的“政治历史”角度，恰

恰涉及文学反映论中的经验方法传统。杰姆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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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认为，作家个体能够从其感性经验角度，在对其

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状况、政治环境给予感性观照

和理性思考后，无意识地将其融入文学符号形式

中; 同时，也往往以某种特定的文学符号将其反映

出来。杰姆逊认为，这种创作维度，正是通过对外

在环境的经验性感知、认识，以相对个性化、审美

化的方式，“在解释文学或文化性文本时，将其视

为符号活动，且不可避免地将其当成特别矛盾的

化解途径”。瑏瑡这一认识，显然受到了弗洛伊德关

于作家与白日梦理论的影响。当代符号学界往往

将弗洛伊德视为“开拓性的符号学家”( a proto －
semiotician) 瑏瑢，将文学作品视为作家个体解决心

理创伤的符号化途径; 而对于杰姆逊而言，作家基

于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经验性感知，并将其以

某种文学符号形式再现于文本之中，由此使自己

所经验到的实际问题在想象中获得象征性解决，

这正是杰姆逊对作家基于感性经验而进行的反映

论创作的认识方式。可以说，杰姆逊此处对文学

作品“政治历史”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对感性经验维度的重

视传统。

二、文学反映论中的语义学途径

对于苏联、东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

在各自的文学反映论论述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

现出一定的经验论式思维特征，且往往将包括具

有心理学特征的符号学在内的诸多现代学科纳入

其反映论建构中瑏瑣，体现出对感性经验的观照。
同时，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伽尔瓦诺·德

拉 － 沃尔佩瑏瑤，也在此前关于经验论的观照基础

上，批判性地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学反映论。同时，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德拉 － 沃尔佩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艺界对文艺批评方法的固

化理解———尤其是对机械的文学反映论不甚满

意，并由此从语义符号学角度，对此前建基于感性

经验认识的反映论进行了发展。
德拉 － 沃尔佩主张以实证主义方法，从文学

作品中的诸多具体文学因素中发掘意识形态因

素。这种实证主义方法，与德拉 － 沃尔佩早年接

受的休谟的经验论哲学较为紧密。与前文所述的

洛克一样，英国 17 世纪哲学家休谟同样将个体感

性经验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德拉 － 沃尔佩正是在

对休谟经验论哲学的吸纳上，试图将马克思主义

发展为一种建立在经验论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纯

粹科学性的方法。恰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 “德

拉 － 沃尔佩显然受到了康德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

这种做法的影响”瑏瑥，对经验论方法的运用，恰是

德拉 － 沃尔佩批评方法科学化的体现。
德拉 － 沃尔佩曾以其“具象—抽象—具象”

这一公式化表述瑏瑦，试图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化的知识论。在这一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德拉

－ 沃尔佩虽未过多地使用经验论术语，但从其建

基于感性经验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看，显然是将作

家个体的感性经验，视为其通过文学来再现社会

现实的基本科学维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德

拉 － 沃尔佩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中

的经验论方法。
但必须指出的是，德拉 － 沃尔佩虽认识到感

性经验在反映论中的重要性，且同样认识到文学

符号在反映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意义，但他也指

出，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承认传统反映论认

为文学能够精准地再现社会现实的观念。德拉 －
沃尔佩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必须从语义

学这一独到的符号学支系角度出发，并认识到: 作

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往往经过了意识形态的某

种过滤，意识形态以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日常语

言———抑或“历史语言”“科学语言”的方式得以

表达，而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的最大区别，在于表

达意识形态的日常语言具有单义性，而诗性语言

具有多义性，这便涉及到德拉 － 沃尔佩对文学反

映论的认识。
在西方文学史上，象征、寓言或隐喻手法往往

被文学家作为基本技法而普遍使用，其中尤以中

世纪教会文学为典型。在象征等修辞学技法的运

用过程中，作者往往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情况

下，在其中寄予某种宗教、文化或风俗观念，即意

识形态。例如，但丁便将寓言或象征等技法作为

文学的首要特征。从意识形态批评角度看，象征

或寓言中的语象所蕴藏的诸多观念集合，正是在

特定时代的基础、生产关系中形成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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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德拉 － 沃尔佩认为，象征、寓言等

诗性语言符号并不精确地与源自基础的意识形态

发生锚定，而是在由表达意识形态的日常语言转

向诗性语言的过程中，相应地由单一语义而转换

为多义性语言。德拉 － 沃尔佩将这种转换关系称

为“语义的辩证法”( dialéctica semántica) ，并以其

独到的“有机性语境”( contexuales － organicos) 理

论来加以阐释: 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在与其同类

语言所共同构成的所谓“无机性语境”中，其语言

符号并不因这种语境的作用而产生其他意义; 而

诗性语言符号则在由同类语言所共同构成的“有

机性语境”中，因与其他诗性符号彼此间发生影

响，而易于产生其他意义内涵。正因为此，德拉 －
沃尔佩认为，由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及其他艺

术的语义张力的作用，它们对“社会现实”或意识

形态的“反映”过程是较为曲折而含混的。
由此，唯有通过经验论的综合方法，和类似于

唯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共同运用，才有可能通过对

文学文本中各种意识形式语义因素的发掘和甄

别，从中提炼出对社会现实因素的认识，“一种综

合的、唯物主义的语义的辩证法 ( 它接替了莫名

其妙的‘反映论’( reflejos) 的镜子式隐喻) 使其得

以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何以逐步转型为诗歌的真实

条件”瑏瑧，“除非我们克 服 诗 歌 的 智 力 属 性 ( in-
telectual) ……否则便无法确认它如何‘反映’社

会及社会的意识形态( ideologías) ”瑏瑨，从而做出有

别于传统反映论的判断。
总而言之，德拉 － 沃尔佩从文学的语义张力

角度，对此前建立于感性经验基础上的文学反映

论进行了发展，并由此提出了相对独到的文学反

映论观念。这种认识，是对德拉 － 沃尔佩所处的

西方思想界“语言学转向”的呼应，也体现出西方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科学性旨向。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中的结构—后结

构主义符号学

有西方学者提出，20 世纪的诸多思想理论，

都涉及以“深层 /表层”的对立方式来审视研究对

象，其中，马克思与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分别关于

“基础”/“上层建筑”、“语言”/“言语”关系的论

述，都属于这一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常被某些学者以“语言”/
“言语”关系来加以结构主义式的认识与表述。瑏瑩

西方后世学者关于索绪尔“语言”/“言语”概

念的结构主义式解读，被西方近代诸多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视为重要学科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在

深层结构的作用下，客体的表层结构中诸多组成

元素得以展开，并因形成某种语义链而具有了价

值向度。结构主义理论的这种思想方法，借由 20
世纪以来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而在西方学术

界盛行一时。在这一过程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

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从类似的二元对立的

认识角度来理解文学对意识形态或基础的再现关

系。反映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运用的本质，是

对“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视域

的重视，是对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多样化

的思想来源的重视。相对于此前所述的文学反映

论中的经验论倾向，马克思主义对结构主义理论

的观照和运用，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在再

现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自律性逻辑，也相

应地体现出对文学反映问题复杂性的考察和认

识，也是对此前经验论式反映论的重新认识。
如上所述，德拉 － 沃尔佩提出以诉诸经验的

实证主义方法来认识文学作品对意识形态的语义

转换。然而，在此后的其他论著中，德拉 － 沃尔佩

在谈及文学文本对意识形态的再现关系上，却又

采取了典型的结构主义认识方法，而忽视了结构

主义自身的反经验论特征。瑐瑠他认为“语言”/“言

语”，亦即人类的个性话语和话语习性之间，是上

层建筑和个性化的话语表述间的关系，并以此来

理解和阐释意识形态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瑐瑡在评

析罗兰·巴尔特典型的结构主义“零度”( Degree
Zero) 写作理论时，德拉 － 沃尔佩便批判性地采纳

了巴尔特的结构主义认识方法: 巴尔特一味地将

“语言”和“言语”理解为特定时代的统一性写作

风格和作家具体的个人表述，从而将“语言”形而

上学化; 事实上，如果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文学

中“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便只能将其理解为文

学经由语言表述而对意识形态的再现。瑐瑢严格地

讲，此处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体现出德拉 － 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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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佩对结构主义认识的含混性，但同时在客观上也

体现出文学反映论认识方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此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则将意识

形态视为“语法”( grammar) ，而将文学作品视为

具体“表述”( speech) 。瑐瑣有学者指出，伊格尔顿的

这种认识，实际是上述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种论

述方式。瑐瑤显然，伊格尔顿与德拉 － 沃尔佩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都将文学文本视为对作为文学结

构的意识形态的反映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

学反映论采取了结构主义式的阐述方式。
尽管如此，这种对意识形态 和 文 学 文 本 间

“反映”关系的结构主义式理解，却仍受到包括马

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诸多批评者的诟病，其原因主

要在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往往过分强调文学结

构对文学表述的统摄作用，而忽视了文学结构自

身的复杂性，这也致使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其文学

反映论带上了些许卡尔纳普所描述的“还原论”
色彩，而被不少学者批评为具有“机械唯物主义”
特征。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结构与文本关系的认识

与论述，却因对结构问题自身的认识的复杂性而

存在差异。结构主义自身的方法缺陷，直接引发

了后结构主义思想方法的兴起。对于文学反映论

而言，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式反映论的

质疑同样存在。例如，往往被西方学界视为“后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巴赫金和马舍雷瑐瑥，

都曾从类似于结构论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体现

出对文学反映论的复杂性的探讨，并由此对传统

文学反映论加以批判性阐释。两人都意识到文学

反映论的实质在于: 文学对作为基础的社会现实

的再现，必须经由对意识形态的曲折而复杂的再

现过程; 甚至，与其称这一过程为“反映”( reflec-
tion) ，毋宁称其为“折射”( refraction) 。因此，他

们对文学反映论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

结构主义式符号学的一般认识，相应地步入了后

结构主义的范畴，并由此对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上

的反映论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
阿尔 都 塞 曾 以 其 结 构 因 果 论、“多 元 决 定

论”，间接地表述了作为深层结构的基础与作为

文学作品的表层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在事

实上探讨了文学反映论的复杂机制，阿尔都塞也

因此常被视为后结构主义者。瑐瑦相对于阿尔都塞

和其他此类马克思主义者，巴赫金和马舍雷则在

近代语言哲学及符号学的影响下，进一步认识到，

文学文本含有十分复杂的意识形式，因而对意识

形态的再现亦具有至为复杂的作用机制，而绝非

简单的经验性或机械性反映。
如前所示，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

将不同文化文本视为对基础的直接“反映”。在

这种认识下，文化文本和经济基础之间是直接对

应关系，而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艺

术批评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一味将其归于上

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这一批评视域的方法窠臼内。
鉴于这种状况，巴赫金批评了苏联时代的机械反

映论倾向，并从社会学、哲学及心理学角度提出，

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意识形态与基础间的

复杂关系，决定了前者对后者的再现必然经历一

个极为曲折的过程; 同时，文学文本对意识形态的

再现，经历了另一个同样细微而繁密的过程。
首先，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必然经由不同符

号而得以体现，并在凭借符号的彼此交往过程中，

可能产生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基

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体现出社会群体在社会

交往行为中的沟通、协作等过程中形成的关系; 同

时，群体间经由语言符号的沟通，是否形成了足以

再现基础的意识形态，必须经由具体的社会生产

方式及语言符号的语用功能效应等来加以判断:

“语词( word) 是对社会性变动最为敏锐的指示符

号( index) ———尽管它可能仍处于缓慢增加的过

程中，或暂时未被调整为全然确定下来的意识形

态系统。”瑐瑧可见，经由符号载体而得到呈现的意

识形态，在其中的一部分得以再现基础的情况下，

其他部分则体现出脱离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这

便是意识形态对基础的再现具有复杂性的缘由。
其次，文学文本作为话语符号的集合方式，在再现

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同样因其符号自身的混杂性

而带上了非线性、曲折性特征。质而言之，“未经

加工的事实，若不通过折射( unrefracted) 作用，很

难映射到文学内容里”。瑐瑨这样，巴赫金便从意识

形态的符号属性角度，阐述了文学折射基础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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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过程及复杂属性。
此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马舍雷同样正面回

应了机械反映论，并以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认识

方式，提出作为所谓文学“结构”的意识形态具有

断裂性特征。学界关于马舍雷这种“离心论”的

论述已较为完备，此处不再赘言。马舍雷同样从

意识形态结构的复杂性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在

再现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曲折过程。
总而言之，巴赫金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认识

到作为符号体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与冲突

性，从而相应阐述了文学对社会现实进行再现的

方式的多样性及其机制的复杂性。确切地讲，巴

赫金等人的批评方式，既是对建立在经验论基础

上的文学反映论的反思、对结构主义文学反映论

的突破，也是从语言哲学角度建构全新反映论的

尝试。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反映论的符号

学维度反思

文学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要的方法

论，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符号学批评实践中，

往往因其哲学方法背景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批

评维度。然而，在当代中外学界，文学反映论也愈

益受到诸多质疑，原因主要体现为反映论在某种

程度上淡化了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作家主体精神及

其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事实。传统的经验论

式反映论，固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映现社会现实

的实际状况，然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却在总体

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文学中既含有基于

作家个人精神体验的意识形式，同时，考察与特定

生产条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同样是探讨文学创

作至为重要的维度。然而，传统的经验论式反映

论，却在较大的程度上忽视了文学创作的这两个

重要方面。
传统的反映论，强调了个体的感性经验在文

学文本中的映现，却首先忽视了作家在创作过程

中往往将个体意识或精神体验融汇于作品当中。
巴赫金曾提出，个体往往会基于内在精神体验形

成某种个体符号形态，并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

社会交际过程中，将其外化为一般性社会符号，从

这一角度讲，作为内在个体性符号的作家个人精

神体验，在被编码于作品当中后，便成为一种获得

普遍理解的、被巴赫金称为“重音符号”的意识形

态符号，“所有意识形态重音符号都是由个体声

音 ( 就 像 在 语 汇 中 ) 或 有 机 物 个 体 制 造 出 来

的”瑐瑩，“外在意识形态符号产生、且持续地存在于

内在符号的汪洋里”瑑瑠。所有意识形态符号都源

于个体意识中，只是这种个体意识必须在个体间

的交际、传播过程中获得普遍意识形态“重音”化

而已。有学者曾阐释过巴赫金这一理论的反映论

意义:“巴赫金式的互文本性( 作为陌生声音的交

界处，即过去和现代文本的复制和整合) ，具体体

裁的编码，作者个人体裁的诗性，他个人的风格与

写作过程等。”瑑瑡巴赫金的这种认识，潜在地将作

为个人精神体验的个体符号视为文学创作不可或

缺的内在要素，从而对传统反映论进行了间接的

批评。
同时，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

基本维度，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受到其他

思想体系的影响，从而保证了文学批评的科学品

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尤其是其

文学结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显然在某种

程度上充当了传统反映论的反题形式。必须指出

的是，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虽然强调了意识形态

在文学创作中的基本作用，但却因忽视了这一过

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表征过程的复杂性，而备

受批评; 而后结构主义批评，却逻辑性地表达了关

于文学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文学表征过程复杂性

的认识。
此外，以德拉 － 沃尔佩为代表的语义学批评，

对意识形态由潜在的日常话语转向“象征”“隐

喻”等诗性话语的过程所做的考察，更是对文学

意识形态内在转换形态的深入探讨。这些探讨，

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传统反映论所进

行的有力反思。
如前所述，在反映论传统中，马克思主义批评

的符号学维度，首先是对反映论中合理成分的充

分肯定; 更为重要的是，此后的结构—后结构符号

学理论、以及语义符号学理论，则从意识形态角

度，对传统反映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可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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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从符号学维度对反映论进行了辩证而有效的

审视和运用。

五、结语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视域和途径，文学反映论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至为重要的

地位。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在文学反映论方面运用

了不同的符号学方法，往往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

对文学再现机制复杂性的思考与探讨，从而使得

文学反映论成为一种愈益成熟的批评观念及方

法，也进一步确保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

应有的科学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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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mpiric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The Evolution
of Semiotic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ry Ｒeflection

Zhang Bi

Abstract: As a very significant approach，the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ry reflection，always ap-
plied different types of semiotics approaches such as empiricism，semantics，structuralism and post-
structuralism into several different Marxist critical approaches in the base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or
theories of structure，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cientificity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s．

Key words: empiricism; post-structuralism;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ry reflection; perspectives
of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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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Prevention，Control and Governance
of Internet Ｒumors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Ding Xiaowei

Abstract: Internet rumors are cancer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s． Internet rumors are close-
ly related to major crisis events，daily life and public opinions． Major public crisis events are the
breeding grounds of online rumors． Internet rumors in daily life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mis-
understanding，prejudice，speculation and slander． In recent years，significant results had been a-
chieved in the prevention，control and governance of Internet rumors． Ye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
lems． Prevention，control and governa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 multi-pronged wa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e focus of network rumor control is put
forward，the“information isolated islands”and“platform monopolies”are eliminated，the comple-
mentarity of technology and people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are imple-
mented，the trusted Internet and trusted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built，the underlying
backbone networks of national credible new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re constructed with the help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the technology is combined with humanity( incentivizing the regulating hu-
man nature) and supplemented by efficient supervision． Thru the above means，it is expected that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control and governance of Internet rumors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blockchain; credible big data and credible AI; internet rumors; governance; pub-
lic opnions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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