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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通达 ： 《符号学诸领域 》 的新拓展

宋 文 朱静芳

摘 要 ： 随着 当代文 化迅速进入
“

高 度符 号化 时代
”

， 符号 生产

与 消 费 已远远超过物 质 消 费 。 面对新形势 ， 符 号 学 为 纷繁 的文化 现

象提供 了
一个共通 的 理论和方 法论 框架 。 而 以 四 川 大 学 为 重 镇 ，

以

赵毅衡为核心 ， 以 文化
一

传媒为 中 心 的 西部符 号 学 学派 的 诞 生 ， 是

符 号学在 中 国 ９ ０ 年发展成 为 显学 的 明 证 。 赵毅衡提 出 虚构文本是 由

可 能世界 、 不 可能 世界和实在世界共 同 构筑 的
“

三界通达
”

的 混杂

世界 。 本论文借用 赵毅衡提 出 的
“

三界通达
”

概念 ， 作 为 贯 穿全 文

的核 心 ， 以此建构文化
一

媒介
一

符 号 的 三 位一 体 。 四 川 大 学 出版社

２０１ ２ 年 出版的 《符 号 学诸领域 》 正是在此着 力 ， 本论文 总 结 了 此 书

对西方符 号 学 诸理论 的 梳理 ， 融入 中 国 符号 学在理论方 面 的发展 ，

并拓展 了理论的 应 用领域 。 以 符号 学 视 角 研 究 文化和传媒 ， 以高 度

开放 、 对话 的姿 态 ， 融合哲 学 、 语 言 学和 不 同 媒介文 化 ， 目 的在于

实 现现 实文化担 当 ， 开拓新 的 符号 学领域 。

关键词 ： 三界通达 《符号学诸领域 》 新拓展

本书以中 国学者对西方符号学诸理论的一系列 细致的综述 、 译

介工作开篇 。 唐小林高屋建瓴 ， 从宏观角度出发 ， 认为在近百年的

发展 中 ， 符号诗学诸领域由形式论符号诗学 、 结构论符号诗学 、 模

式论符号诗学和解释论符号诗学构成 。
？ 符号诗学为文学意义的方法

论 。 乔琦的 《诗歌理论符号学 》 梳理了 中外诗歌符号学理论 ， 赵毅

衡 《文学符号学 》 从符号学角度讨论诗歌 ， 提 出
“

标出性 、 刺点 、

① 唐小林 、 祝东主编 ：
《符号诸领域 》

， 成都 ： 四川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第 １３ 页 。 本文此后

引此书仅随文标注页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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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 与文论 （
３〇 ）

根据性滑动 、 阐释游涡等理论
”

（ ３３ ５ ） 。 里法泰尔的 《诗歌符号学 》 建立在
“

主型
－

模式
－

文本
”

理论框架上 ， 主型是诗歌的最核心意义单元 ， 模式是主

型的最基本的实现方式 （ ３３ ８ ） 。 雅各布森诗学围绕三点 内容 ： 诗的功能说 ，

诗的对等原则说 ， 诗 的隐喻和转喻 。 诗性的核心在于符号 的 自 指性 。 卡勒构

建了结构主义诗学 ， 又参与到解构主义文学活动中 ， 坚持文学本体论的探索 。

赵毅衡指出中 国 ８０ 年代 的符号学讨论的
一大特点是和结构主义混杂在

一

起 ， 本书的许多论文则梳理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的符号学理论转变过

程 。 其中 ， 张碧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 》 对结构 主义符号学传统进行 回应 。

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而取得重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属阿尔都塞 ， 其
“

结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
”

主要体现在
“

问题式
”

等概念上 ；
马舍雷以结

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对文本进行条分缕析地剖析 ， 由此提出
“

离心说
”

； 詹姆逊

站在历时性的现实维度上 ， 对索绪尔结构主义传统 中的
“

共时性
”

维度进行

抨击 。 张艾然指出 ，

“

精神分析符号学
”

体现了符号学科从索绪尔到皮尔斯模

式的转变 ，
也是结构主义 向后结构主义突破的过程 。 克里斯蒂娃是真正建立

精神分析符号学的学者 ， 同时打开了性别符号学研究的新局 面 。 她独创
“

子

宫间
”

的概念 ， 提 出
“

符号 的
”

女性和
“

象征 的
”

男 性之别 。 彭佳关注 的
“

民族符号学
”

早期研究集 中在民俗 、 艺术 、 神话的某一符号上 ， 体现 了结构

主义特点 。 沃伊特引入
“

文本的
”

的概念 ， 给这
一

学科带来真正 的增长点 ，

走 向了更为开放 、 广阔的后结构主义体系 。

对当今西方符号学理论热点能够准确把握是本文的另一大特点 。 现代符

号学运动包括三大潮流
——结构的 、 现象学的和实用主义的 。 董明来在 《现

象学符号学 》 中指 出 ， 胡塞尔倡导的现象学运动 ， 对
“

自 然认识
”

采取
一

种

悬置态度 ， 寻求无成见的知识 ， 进行意向性研究 。 海德格尔思考 了
“

符号的

存在
”

， 建立了此在的生存论
－

现象学的研究框架 。 德里达批评胡塞尔形而上

学的
“

在场性
”

统治 ， 而忽略 了
“

缺席
”

与
“

沉默
”

的意义 。 伏飞雄在其

《哲学阐释学与符号学 》 中指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海德格尔发动了
“

阐释学的存

在论传向
”

， 主张
“

语言言说
”

， 伽达默尔
“

人之理解的语言性
”

具有存在论

的意义 。 利科将语言符号还原到
“

言事传意
”

之话语交流层面 ， 这在当今符

号膨胀至异常工具化的时代 ， 尤有警醒意义。 伽达默尔特别指出 了 当代语言

符号的危机 ：
工业化时代拉平了 生活方式 ， 导致语言词汇 内在生命力 的枯竭

现象 ， 使语言近似于
一

种技术符号系统 。 （ ８８ ）

本书借鉴西方主体性概念 ， 是对 中 国文化民族心理构成的
一

种补充 。 魏

全凤的 《存在符号学 》 揭示 了塔拉斯蒂否定与肯定的存在轨迹 ， 发展了 萨特

虚无的观念
；
自我和 自 身区分发展了米德 的主我和宾我的概念 ； 自我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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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存在发展了黑格尔 自在存在和 自 为存在的观念 ， 是重建主体的先锋尝试 。

（ ９９ ） 罗伯特 ？ 威利在 《符号 自 我 》 中将 自我理解为
一个充满社会性 、 对话性

及 自反性的符号 ， 是
一

个充满弹性的符号化阐释过程 。 文
一茗从符号学原理

梳理 自我的种种概念 ， 以探究主体哲学和符号学 的关系 。 女性主义符号学论

著提出 了
一些概念 ， 使女性获得了 言说主体地位 。 而菲斯克

“

自 我 民族志
”

探寻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如何利用可用 的社会资源创造 出
一

个符号空间 ， 并

由此建构 出社会成员及其在社会空间中 的位置 。 （ ３ １ １ ）

除哲学的维度之外 ， 符号学的语言维度值得重视 。 索绪尔依然受到 中 国

学者的最大推崇 ， 黄晓冬在 《语言符号学 》 中指出索绪尔开创了语言符号理

论 ， 即符号二元化任意性结构 ， 区分历时
一

共时 、 语言
－

言语。 雅各布森则强

烈批评索绪尔的任意性 ， 提出语言组合关系上的
“

像似性
”

。 黄晓冬还就后学

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以皮尔斯为核心的符号三分思想对语

言研究的启示 ， 对中 国语言学界对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的论争进行 了综述。

刘丽 《认知符号学 》 ， 试图对包括语言在 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 ， 寻

求对人类意义生成的理解 。 马睿在其 《 电影符号学 ： 西方和 中 国 》 中指出 ，

电影符号学奠基者之
一

艾柯在结构主义之外引人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 ，

英国沃伦的 《 电影中的符号和意义 》 同样借用皮尔斯的
“

三分法
”

把电影符

号分为像似 、 指示和规约三个体系 。 可 以说 ， 中国符号学 的发展不仅揭示 了

８０ 年代 以来符号学科长期被结构主义所掩盖的状况 ， 也凸显 了 中国符号学学

者从深受索绪尔影响到受皮尔斯符号思想影响 日 隆的过程 。

本书对新世纪以来 出现的符号理论发展也有所涉猎 。 周劲松 《伦理符号

学 》 梳理了该名称的出 处 。 新世纪之初 由意大利符号学家庞齐奥和佩特里尼

在 以之为题的专著中正式提出 ， 通过对全球性交流生产的反思 ， 从符号活动

和符号伦理维度来凸显人作为
“

符号活动的动物
”

， 对地球 、 生命的关怀和责

任 。 （ １２４ ） 与此 同时 ， 中 国学者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欠缺之处也非 常清醒 。

程丽蓉指出 ，

“

性别符号学
”

成为各类符号系统话语演练和编织的场所 ， 迄今

还未有该领域特有的话语和理论出现 。 胡易容指出 ， 传播
“

无学
”

问题由来

已久 。

唐小林在本书序言 中 阐明 ， 中国西部学派有 自 己独特的理论贡献 。 有些

理论是中 国学者的创见 ， 第
一

次提出新概念 ， 进行所谓的理论
“

圈地
”

。 赵毅

衡将符号叙述学定义为
“

广义叙述学 ， 就是研究所有可 以用来讲故事的符号

文本的共同规律
”

。
（ ３ ） 符号叙述学试图在

一

般叙述的共性背景下重新理解传

统体裁 （小说 、 电影 ） 的特征 ， 同时也为被叙述学与符号学忽 略的叙述体裁

（新闻 、 广告 、 游戏 、 体育等 ） 提供一个学理化的研究模式 。 （ １ 〇 ） 方芳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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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３ 〇 ）

提出
“

奇幻符号学
”

的定义
——

以奇幻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 ， 主要研究

奇幻文本意义的产生 、 传播及接受 （４ ０） ， 其核心重在建构
一个异世界 ， 营造

出这个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 ， 产生现实与虚幻之 间若即若离的审美

张力与快感 。 （ ３９ ）

赵毅衡回顾中国符号学 ９０年的发展历程 ，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赵元任独立

提出
“

符号学
”

始 ，
以金克木 １ ９８３ 在 《读书 》 第 ５ 期上发表的文章 《谈符号

学 》 为标志 ， 到 ８０ 年代汇成大潮 ， ９０ 年代后期符号学运动进人新阶段 ， 中国

成为符号学大国 。 赵毅衡提出 把数量变成质量 ， 把
“

中文的符号学
”

变成
“

中国符号学
”

（ ３８ １ ） 的殷切希望 ， 用 中国传统的符号学遗产补充符号理论体

系 ， 在符号学发展前沿上建构新的体系 。

盂华在 《汉字符号学 》 中大胆预言 ２ １ 世纪
“

中国学术将面临
一

场汉字转

向
”

， 指出
“

文字间性
”

是当代中国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 以汉字符号为对

象概括出的文字间性理论 ， 整合了索绪尔 、 巴赫金的
“

言
”

， 德里达的
“

文
”

，

皮尔斯的
“

象
”

。 汉宇 与 图 画 、 抽象记号 、 实物 符号发生高度 的关联性 。

（ １ ４ ５ ） 中 国文化传统对 自然物有着
“

意象化
”

情结 ， 让物言志 ， 产生 了
“

物

语
”

的实物符号 。 祝东对周易 、 名墨 、 孔孟 、 老庄的
一

系列研究表明 ， 上述

诸家很早就充分运用符号 ， 探索符号与人类表意活动的关系 。 《周易 》 作为一

个人类早期解释世界的符号系统 ， 以 阴 阳为基本元素 ， 以高度抽象化的符号

组成六十四卦 ， 象征天地万物 。 孔孟关注的焦点是正名论和礼乐论 ， 都与符

号研究相关联 。 道家 、 名学和逻辑学相关 ，
而言意之辩与语言学 密切相关 。

“

得意忘言
”

是庄子言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言意之辩的贵意论对中 国文化

思维习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 。 兰兴在 《术数符号学 》
一

文中论及中华民

族原初符号四柱禄命 ， 其最基本的五行和干支两组符号在 中 国人生活 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 ， 对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 孙金燕 《
“

江湖世界
”

符号学 》 勾

画出 中 国侠文化创造的
“

江湖世界
”

， 多数研究者讨论
“

江湖
”

所潜藏的批判

现实的乌托邦冲动 ，
即中国社会的 民间

“

江湖
”

是
“

法外世界
”

江湖的符号

秩序翻转价值和平衡 ， 惩恶扬善 ，

“

以暴制暴
”

。

语言符号是人类思维对 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反映 。 在老子的观念里 ，

“

道
”

是支配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 。 老子认为人类的贪欲和
“

名
”

的发展

有关 ， 治理的药方是
“

无名
”

，

“

名
”

是人们欲望膨胀 、 社会纷扰的根源 ， 必

须去除 。 （ １ ８ １ ） 老庄的无名思想针对过度追求权力符号 的社会现实而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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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消解人类的符号欲望 ，
回归心灵的宁静和 自适 。 佛教对中 国思想

影响极大 ， 续戒法师 《唯识学与符号学 》 是该领域 的开拓性研究 。 唯识学说

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 的基本理论 ，

“

缘起
”

是其教义中的枢纽 ， 是对语言

符号实体化倾向的消解与剥离 。

赵毅衡指 出 ， 另一种引人注 目 的探索是用符号学来解读中 国古典文学 。

文
一茗的专著 《 〈红楼梦 〉 叙述中 的符号 自 我 》 ， 是用符号学来解读中 国古典

文学值得注意 的最新尝试 。 张劲松论刘勰 《文心雕龙 》 被认为是古代理论性

和系统性最好的文艺评论之书 。 刘勰规范和确定了
“

《文心雕龙 》 符号学
”

和
“

历代诗话符号学
”

， 对 中 国传统诗话研究做了一定的总结工作 。 古代文论批

评话语的符号学系统 ， 构建了古代 中 国谈艺的
“

符号结构主义
”

思维 ， 在儒

家礼教尊卑秩序之
“

道
”

的规范下 ， 将
“

文
”

纳人这个系统 。 文学依附于儒

道 ， 属于肩负载道任务的文化符号之位 。 在张劲松的 《历代诗话符号学 》 概

述中 ， 钱钟书是第
一

个真正注意 到
“

诗话
”

符号学的学者 ， 点出诗话最重要

的符号文本特质
——

“

轶事类小说
”

。 （ １９ ６ ） 马建智 的 《 中 国诗味论与符号

学 》 论证中国论诗的
“

体味
”

心态 ， 阐释古代
“

滋味
”

论的发展 。 ９０ 年代赵

毅衡的 《文学符号学 》 揭示 了古代诗话评点与符号学相通之处 ， 论及诗歌的

非直接指语
“

悖论
”

、 语言 的
“

消义化
”

、 比喻的反常组合 。 张劲松还指 出 ，

由欧阳修命名 的
“

诗话
”

是亲切 随便的漫谈杂话 ， 因而少有系统性的宏大叙

事 ， 它注重的是类小说叙事的记言录事 。 （ ２０ ５ ）

中国符号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
汉字的意象思维性质成为汉民族视觉符号

的共同表征 。 （ １ ４９ ） 孔孟儒家思想是中 国古代文化思想评价的元语言 。 （ １ ７３ ）

老庄 的无名思想有对现代符号横流的社会弊端的救治作用 。 史传记事和诸子

言谈遗风的结合构成诗话诞生的两个元符号文本 。 四柱禄命被当作维护封建

统治的工具之
一

，
也满足了最广大民众的文化需要 ， 即需要

一

种工具来实现

趋利避害的朴素理想 。
通过理解

“

江湖世界
”

盗亦有道的符号秩序 ， 而理解

中国整个社会组织的表意符号系统 。 （ ２ ３３ ） 《周易 》 采用拟物取象 、 设卦观象

等方法 ， 直窥整个宇宙生命生成的隐秘 ， 其易象是中 国古代文化的元符号 ，

其符号研究重点在于用来 占 卜 的依据和为现实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资

源 ，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 。 用 自 己的话语系

统 ， 探索中国学术文化精 神的独特风貌 。 而佛教唯识学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厘

清并转换人的认知模式 ， 使人对
“

真实
”

有离开语言层面的观照体验 ： 依于
“

正智
”

了解
“

真如
”

的认知模式 ， 即通过超越的 、 不掺人任何语言思维活动

的直观智慧完成对真实的体认。 （ ２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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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索绪尔语言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突破 ， 强调文化
－

媒介
－

符号

三位
一

体 。

“

符号本质上是媒介 ， 文化是符号活动的总集合 ， 就是符号化的媒

介文化 。

”
（序 ３ ） 鲍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 》 中指出 ， 符号消费成为当下消费的

主要形态 ， 人们消费 的是
一个故事 、

一种身份或一种生活方式 。 始 自 七八十

年代的
“

新历史主义
”

中 ， 海登 ？ 怀特开创用叙述改造历史学 的运动 ， 由 此

开启
“

叙述转向
”

这
一

大潮 。 叙述转 向使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

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去考察 。 这和赵毅衡论述的异化符号消费和广

义叙述学的 旨趣不谋而合 。 赵毅衡指出 当代社会已进人
“

以追求符号价值为

主的
４

异化符号消费
’ ”

， 只能在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上下功夫 。 广义叙述学

拓展了过去被传统叙述体裁忽略的新闻 、 广告 、 游戏 、 体育等 ， 并提供一个

学理化的研究模式 ， 通过学科融合 ， 为理解当代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

符号学应用最多的领域是文化与传媒研究 。 在 《传播符号学 》 中 ， 胡易

容指出施拉姆 《传播学概论 》 认为
“

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
”

。 胡易容通过梳

理传播学经典模型 ， 从伯格纳 的总模式到霍尔的编码译码 ， 再到非斯克的话

语模式 ， 人们看到了传播学对意义的重视 。 胡易容在 《图像符号学 》 中揭示

了米切尔的
“

图像转 向
”

， 海量图像加上传媒对视觉感知的地位确认 ， 宣告了
“

新图像时代
”

的到来 。 同时艺术已成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表意行为 ， 部分艺

术转化为实用性的设计语言 。 图像符号学正转化为一 门
“

泛视觉文化符号学
”

（ ３４５ ） 。 饶广祥在 《广告符号学 》 中指出罗兰 ？ 巴尔特的 《图像修辞学 》 是最

早研究广告符号学的著作 ， 而 比斯利和达内西 《说服符号 ： 广告符号学 》 的

目标是对广告作一个系统的符号学分析 ， 在广告的意指方面有系统的讨论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 广告出现
“

叙述转 向
”

， 以受众为核心 ， 更强调创意和

娱乐 ， 以讲故事 的手法 ， 表达情感 。

在广义叙述学的框架下 ， 和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体育 、 时装 、 品牌都需

警锡和意识形态 的关系 。 冷战后 ， 竞技体育成为国家 、
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战

争隐喻 ， 受到的关注度大大提升 。 像奥运会 、 足球世界杯这样的
“

奇观
”

赛

事成为联系全人类的纽带 。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 体育符号研究进人了高速发展的

轨道。 魏伟 《体育符号学 》 总结了符号学先驱 的体育符号思想 ， 包括 巴尔特 、

鲍德里亚 、 布尔迪厄和艾柯的早期符号学研究 。 巴尔特 《神话学 》 中的开篇

之作 《摔跤世界 》 ， 构建起
一

个复杂的身体符号系统 。 他通过对摔跤手比赛中

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和比赛共时系统和聚合轴 的分析 ， 让体育符号研究分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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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式和框架 。 （ ２８２ ） 巴尔特的 《流行体系 》 开启 了对时装

符号学的最初探讨 。 衣服作为
一种非语言交际手段 ， 具有言说功能 ， 扮演着

符号 、 交际和美学的角色 。 布尔迪厄提出场域论 ， 进
一

步提出体育社会学构

架 ， 并论及体育和权力 、 经济的关系 。 宋颖在 《时装符号学 》 中提醒人们要

警慑由广告 、 媒体 、 陈列 、 品牌建构 的时 尚意识形态 。 蒋诗萍在 《品牌符号

学 》 中援引鲍德里亚商品符号价值理论 ， 认为品牌是市场营销意义的符号 ，

也是商品的社会象征性 。 因此品牌的功能在于赋予商品符号价值 ， 品牌已成

为当今社会拉动消费的最主要 因素 。 近年来 ， 名人文化在中 国空前兴盛 ， 名

人是人化的符号 ， 引领社会的行为方式与消费潮流 。 闫文君提 出
“

名人符号

学
”

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以名人符号的生产与消费为理论提供参照 ；
通过对

名人符号的历时性分析 ， 揭示其背后 的社会意识形态变迁 ；
通过对名人现象

的分析
，
在理论层面对名人文化进行归纳 ， 推进大众文化的研究 。

宗争尝试构建
“

游戏符号学
”

的初步构架 ， 为游戏研究领域提供
一条可

资探索的新路 。

“

游戏美学
”

是近 ２０ 年才兴起的
一

门学科 ， 与电子游戏的诞

生和发展同步 。 宗争列举席勒的
“

审美游戏论
”

、 维特根斯坦的
“

语言游戏

论
”

、 伽达默尔的
“

艺术游戏论
”

等研究理论 ，
以凸显 当代电子游戏研究的重

点问题
——游戏叙述问题 、 超文本与交互性问题 、 新媒体与赛博空 间 问题 ，

都与广义上的符号学相关 。 王小英 《网络文学符号学 》 揭示了 中国 网络文学

的主流仍然走 的 是传统写作的老路 ， 进而和 欧美的 网络超文本 、 赛博文本 、

遍历化文本形成区别 。 中 国网络小说的特点是冗余多 、 注水多 ， 是具有互动

性与快速更新性的
一

次性表演 。
（３ ６ ７ ） 网络小说的传播具有社会政治性 ， 受

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

谭光辉的 《幸福感与符号学 》 宣称幸福 问题就是解决人的生存 目 的和意

义的问题 ， 是符号学的基本问题之
一

， 幸福感是主体在符号 自 我意义被确认

时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 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幸福论讨论的核心 问题是
“

符号 自

我
”

的定位问题 ： 亚里士多德的
“

符号 自 我
”

定位是
“

善
”

； 笛卡尔的定位是
“

理性
”

； 康德的定位是
“

德性
”

； 马克思的定位是
“

社会人
”

；
尼采的定位是

“

自我本身 弗洛伊德 的幸福与无意识本能欲望相联系 ， 人生 目 的 由享乐原

则决定
；
马尔库塞将弗 洛伊德的性欲论发展为爱欲论 ； 萨特强调个人的 自 由

意志对个人幸福的绝对主宰 。 幸福感符号研究 能够帮助 自 我重建 ， 对现代人

的精神救赎意义重大 。 （ ３２３ ） 陆正兰以 哈贝马斯的
“

交互行动
”

为理论 ， 指

出流行歌曲 的歌者与歌众相互融合 ， 体现 了
“

共 同 主体性
”

的实践典型 。

（ ３４９ ）

综上所述 ， 《符号学诸领域 》 突破索绪尔的二元语言学模式 ， 吸收 了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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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符号三分思想 ， 形成语言 、 文化和传媒互动 的多元符号运动 ，
以抵达赵

毅衡所说的
“

三界通达
”

的混杂世界 。 本书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综述全面 ， 重

在揭示符号学的理论发展脉络 ， 同时将中 国符号学研究进
一步拓展和深化 ，

凸显中 国学者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 ； 通过整合孔孟儒家 、 老庄无名思想 、 《周

易 》 卦象和江湖
“

法外世界
”

， 力图揭示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 ； 通过借鉴先

进的符号 自我 、

“

主体世界
”

等理论成果 ， 重塑灵魂 ， 重建 自我 ， 提升中 国人

的幸福感 ，
以解决当代中 国人的伦理道德困境 、 信仰危机 。 本书尤其重视符

号学在文化研究和传媒领域的应用 ， 在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的框架下进行跨媒

介叙事 ， 彰显了符号学这
一交叉学科对各种知识的令人惊异 的吸收能力和符

号强大的言说功能 ， 它必将成为 国内符号学后续研究者绕不过去的
一

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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