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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文本、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摘　要：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媒介素养研究的两个核心议题：媒介文本与受众。索绪

尔以及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注重分析媒介文本潜在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媒介受众培养

批判性媒介素养能力，对媒介文本呈现的刻板印象、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解读和质疑。皮

尔斯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关注受众对媒介文本意义的创造性解释，并且参与媒介文本意义的生成，因
而有助于培养媒介受众参与式媒介素养能力。从批判性媒介素养到参与式媒介素养，符号学为媒

介素养研究提供了一种契合的从理论阐释到实践应用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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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素养（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作 为 当 前 传 播 与 媒

介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

至今已经历了四次范式转移。但是在媒介素养研究

的过程中却缺乏一种有效的理论方法，这是当前媒

介素养研究的一大困境。符号学理论则有可能为此

提供方法论的理论资源。约翰·菲斯克指出：“符号

学主要是一种旨在建立广泛的应用原则的传播理论

方法。它关注的是传播如何伴随语言体系与文化体

系，特别是符 号 体 系、文 化 及 现 实 的 结 构 关 系 而 进

行。”［１］符号学以文本分析为核心，主张文本 表 意 的

主体在于文本接收者的阐释。这与媒介素养研究中

的两个主体———媒介文本与受众，正好是相 互 对 应

的。沿着符号学的路径探讨媒介素养研究的核心议

题，有可 能 为 媒 介 素 养 研 究 提 供 一 种 全 新 的 理 论

视野。

一、媒介素养：术语激辩与范式转移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学者Ｆ．Ｒ．利维斯（Ｆ．Ｒ．
Ｌｅａｖｉｓ）和丹尼斯·汤普森（Ｄｅｎｙ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首次

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对

于媒介素养的定义仍然处于各种争议和辩论之中，

就连“媒介素养”的称谓，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

和出发点不同，也存在区别，除媒介素养外，“在媒介

素养教育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如英国，较多地使用

的是‘媒介教育’（Ｍｅｄｉ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而在澳大利亚

使用频繁的则是‘媒介研究’（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在其

它国家还使用‘媒介理解’（Ｍｅｄｉａ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这个

概念”［２］。

迄今为止，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１９９２年在美国

召开的“全 国 媒 介 素 养 领 导 会 议”对 媒 介 素 养 的 定

义：“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获取、分析、评估、传播信息

的能力。”［３］不过这个概念的致命伤在于：将 媒 介 素

养圈定在人使用媒介的能力，并且仅仅是一种技术

上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在自媒体时代，通过一定

的培训或学习，人人都能掌握一套获取信息的技术

手段。然而若认知媒介文本背后隐匿的社会文化内

涵，却非仅仅是技术手段的问题。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我们可以借鉴美国

学者詹姆斯·波特的观点，波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

“当我们面对媒体时，能够对媒体上的信息做出意义

上的解释，并且形成一系列的观点”［４］。波特将媒介

素养定义为一种知识习得的能力，其关键因素在于

个人拥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包括对信息进行分析、综
合、认知以及批判性质疑等能力。波特的这个定义

为我们理解媒介素养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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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从信息文本转移到了受众这里。
另外从词源的构成上来说，“媒介”是一个包含

内容相当广泛的概念，如果按照“ｍｅｄｉａ”的本意来理

解的话，它指的是传媒机构。但是现在人们泛化了

它的意思，一般指的是新闻或讯息的文本形态。我

们姑且沿着这个思路，将“媒介”等同于日常生活中

所见的新闻、广告等。那么，所谓的这些媒介文本远

远不是简单的信息。与这些媒介文本相关的，还包

括各种伴随文本、先后文本、副文本等，它们是理解

某个特定媒介文本必不可少的因素。换句话说，一

个人仅仅能够读懂媒介文本的明示意是不够的。盖

伊·塔奇曼将新闻看作是一种知识的活动，新闻是

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框架。或者如约翰·彼得斯所

言：传播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伦

理问题。
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素养”这个概念

是自１９世纪末以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其意指“阅

读的能力以及博学的状态”［５］。这个定义虽然比较

模糊，但是它包含了将个体的知识作为素养的一个

标准。国际上权威的《牛津辞典》则将素养概括为三

个方面：读写能力、文字知识、教育状况。综合来看，
关于素养的概念是指利用习得的知识对事物的认知

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素养与媒介认知具

有几多相似之处。詹姆斯·波特论述了媒介素养研

究中的认知理论，它能够“教会人们更多有关媒介文

化方面的知识，而不是仅仅关注媒介内容、媒介产业

以及媒介的负面效果；它需要更深层次上理解人们

每天使用的媒介，如何利用这些媒介达到他们的目

标，并且避免整日暴露在媒介之下从而可能引起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６］。
媒介素养研究范式的转移，大体与对媒介素养

概念的理 解 是 相 一 致 的。这 四 次 范 式 转 移 分 别 是

１９３０年代的保护主义，１９６０年代对媒介内容的选择

和辨别能力，１９８０年代的批判性媒介素养，１９９０年

代之后的参与式媒介素养研究。
前三次范式主要关注的是媒介内容，特别是早

期媒介研究的精英主义观点认为，媒介提供给受众

的大多是低水平、格调庸俗的产品，它们腐蚀了青年

一代的心灵，被认为是社会道德衰退的罪魁祸首之

一。而晚近关于参与式媒介素养研究的范式，则与

当下流行 的 受 众 理 论 是 分 不 开 的。作 为 能 动 的 主

体，现代社会的受众不但能够对媒介内容进行批判

性解读，而且能够基于当下的新媒介技术，利用它们

参与公共领域和社会权利的建构，在社群当中学会

自我表达，在交流中形成民主社会的观念。
二、媒介素养的文本分析：索绪尔与罗兰·巴尔

特符号学模式

媒介素养研究早期，学者们主要关心那些粗俗

的媒介内容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并为此深深忧虑。
社会各界将媒介产品视如“流毒”，各种反媒介行为

此起彼伏。事实上，当时社会各界对媒介的认知有

限，因此面对大众媒介的泛滥却束手无策。这种状

况的改观是随着西方社会教育的发展而出现的，人

们开始认识到，媒介内容并不总是有害的，它是一把

双刃剑，对媒介文本的分析，需要持有批判性质疑和

解读的能力，如果运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解读媒介

文本则是一个祛魅化的过程。
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就是人的

观念表达系统，从语言符号问题推而广之，我们整个

社会现实都是由符号构成的。由此索绪尔提出了构

建一门符号学的设想：“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

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

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

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

么规律支配。”［７］从符号的表意机制来看，符 号 主 要

由两种元素构成：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也是索绪尔提

出的符号第一原则，这种任意性在现实中是约定俗

成、不可论证的。比如十字路口的红灯，当它亮起来

的时候，意味着过往的车辆必须停下来，这是一种规

则，违反它就会遭到相应的惩罚。
一般说来，很少有符号作为孤立的个体产生意

义，符号的表意存在于与其它符号的关联之中。索

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认为，任何符号表意都存在于由

符号构成的两个轴上：聚合轴与组合轴。雅柯布森

于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 将 聚 合 轴 的 功 能 定 为 选 择 与 比

较，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与粘合。同时雅柯布森认

为，选择与连接是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最基

本的二元维度。聚合轴的特点，是将所有可供选择

的符号进行比较之后，选择符号发送者认为最合适

的一个，从而排除其它的符号。作为文本的建构方

式，一般人比较难以理解，它是隐匿的。组合轴的特

点则是文本的构成方式，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聚合在

前，组合在后，并且就文本的构成方式来看，相对于

聚合，组合是显性的，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所有的媒介文本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构成的。因

为按照李普曼的说法，记者们精力有限，每天在我们

的生活世界中发生不计其数的新闻。记者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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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到所有发生的新闻，它们也不可能全部成为媒

介机构报道的对象。各个媒介机构会根据利益需求

或相应规则对记者采集的新闻进行选择。
罗兰·巴尔特拓展了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领

域内的符号学研究，将符号学应用于广泛的社会文

化领域，即关注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在罗兰·巴尔

特看来，任何符号的意指化过程都包含两个序列，而
意识形 态 产 生 于 符 号 意 指 化 第 二 序 列，即 隐 含 意

之中。
当代的媒介建构主义认为，媒介文本中蕴含的

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按照阿尔都塞的

“询唤”或者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说，“对媒介进行

的意识形态分析，试图揭示某些观点和信仰是如何

通过媒介再现被合法化，被‘制造成真实的’”［８］。换

句话说，呈现在媒介文本上的内容不是全部现实的

摹写，按照上文提及的符号表意方式，媒介文本是一

种选择和建构的过程。
在媒介文本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文本形式，

一种是“源文本”，即新闻事件的客观性来源；另外一

种是“新闻文本”，即记者或编辑们对源文本的加工

与整理。因此，呈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的媒介文本经

历了由源文本到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以及其它复杂

的生产机制和社会因素。因此说，媒介文本再现是

意识形态的，它必然要表达某种观念或者意义。
通过媒介文本再现与意识形态表达，符号表意

完成了两个序列的意指化过程。巴尔特符号意指化

第二序列中隐含意和神话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传

达意识形态，巴尔特称之为“意识形态修辞”。在符

号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意指化的方式来维持

文化中的迷思和隐含的价值观，从而构建的是关于

现代社会的种种神话。在关于什么是现代神话的定

义上，巴尔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他认为“神话

是一种讲述”［９］，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一种意指

作用的形式。
运用符号学理论解读媒介文本的再现方式，与

批判性媒介素养研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可以呼应起

来。批判性媒介素养注重的是分析媒介文本符码和

规约的技能，对文本内容呈现的刻板印象、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解读和质疑。批判性媒介素养

关注五个核心议题：非透明性原则、编码与规约、受

众解码、内容 与 讯 息、动 机［１０］。非 透 明 性 原 则 作 为

批判性媒介素养中的第一原则，认为所有的媒介讯

息都是建构之物，马斯特曼说，媒介的内容生产和意

义表达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媒介再现，它包含了复杂

的媒介内容选择、加工和社会文化符码的植入，媒介

内容隐含了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动机在

于为了获取权力或者其它利益。
三、媒介素养的受众理论：皮尔斯符号表意模式

媒介素养研究除了对文本的关注之外，还有一

个关注的重点是受众。从符号表意的过程来看，接

收者是传播得以实现的要素。因为，文本意义的生

成来自受众的阅读活动与文本的互动，未被受众阅

读的文本只是作为等待理解的符号体系，被受众接

收的文本才是创造并生成意义的文本。
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意义只

有在文本符号与读者阐释活动的互动中才能显现出

来。与此对应的是，读者不能将自我从这样一种交

流中分离出来；相反的是，阅读活动能够刺激读者使

之与文本紧密联系并且创造文本发生效用所必需的

条件。这样文本与读者就处于对等的状况下，不存

在主客体相对立的情况，因而意义不再是被限定的

客体，而是一种被体验的结果。”［１１］伊瑟尔的这段话

旨在表明读者并非被动的接受文本的召唤，而是一

种创造性的主体间行为。
不过这样的观点在传播理论研究早期是没有市

场的，包括在批判性媒介素养研究之前。人们主要

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媒介传播效果研究上，被动的受

众研究理论直到１９７０年代之后才发生了转向，斯密

塞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商品阅听人”的
概念。真正从受众角度研究媒介理论，以英国伯明

翰学派的两位学者为主要代表：约翰·菲斯克和斯

图亚特·霍尔。约翰·菲斯克是从大众文化角度来

分析受众理论的，他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宰制性的

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之形成，永远是对宰制力量

的反应，并永远不会成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１２］因

而在大众文化中，受众不再是纯粹被动的角色，他们

也是意义的生产者。
斯图亚特·霍尔主要是从受众解码的视角来谈

论受众理论的，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认为，传
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根据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

线性模式，仅仅关注了信息的交流层面而未能考虑

到传播过程中复杂的关系结构，而实际上传播过程

仅是传播过程中的一部分。电视内容生产、流通、接
受实际上是三个既关联又区别的独立过程，受众的

接受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没有被受众接受的

电视文本其意义话语无法表达。在此基础上，霍尔

提出了积极的受众理论。
从斯图亚特·霍尔解码方式出发，戴维·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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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提出了受众研究的修正主义理论，“把意义的构

成看作是文本和受众的社会地位、话语地位相互作

用的过程”［１３］。这就给受众解读媒介文本提出了一

个新思路：受众的解释是媒介文本表意的核心要素。
这样一种理解媒介文本的模式，与上文提及的索绪

尔或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路明显不同。索绪

尔或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聚焦的是文本，
而现在我们所论述的解读模式则是将解释者作为关

键因素，它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符号学思路：皮尔斯的

实用主义符号学模式。
不同于索绪尔的二元符号学模式，皮尔斯的符

号学模式是三元的，什么是符号？皮尔斯给出了一

个精确的定义：“我们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

事物。首先，对于事物本身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理

解；第二，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事物与其它任何事物之

间的联系；第三，我们会将第一项与第二项联系起来

理解，如此，它就能够给我们的思想传递关于某个事

物的 意 义。这 样，它 就 是 一 个 符 号，或 者 表 征。”［１４］

从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符号意义

的生成特别依赖符号使用主体的运用和解释，尤其

是符号接收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皮尔斯在建构符号学模式的过程中受到了康德

对事物范畴划分的启发，根据康德的哲学解释，世界

上事物被划分为十二个范畴，皮尔斯将其精简为三

个范畴：范畴Ａ、范畴Ｂ、范畴Ｃ。其 中 范 畴Ｃ扮 演

着联结范畴Ａ与范畴Ｂ关 系 的 中 介 者 的 角 色。这

三个范畴分别对应着皮尔斯符号学模式中的三项：
符号（ｓｉｇｎ）、对象（ｏｂｊｅｃｔ）、解释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

解释项的提出是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创造性的表

现，它是符号主体使用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交流能

力的表征，符号意义的表达具有开放性，符号的传播

过程同时也是符号意义自身不断累积的过程，因此，
皮尔斯的符号学模式中，符号表意的过程就是：“（１）
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一个是解释

项。（２）解 释 项 是‘指 涉 同 一 对 象 的 另 一 个 表 现 形

式’。也就是说，解释项要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

（３）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
此延绵以至无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一个符号

的意义。”［１５］当符 号 在 社 会 文 化 系 统 中 被 叠 加 使 用

后就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意义，因此符号意义的使用

和传播就不会停滞，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和空间中，会
形成循环表达的意义流。但是如果社会语境发生了

变化，符号自身的意义也可能会被附加上新的表意

元素，从而形成新的意义表达。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表意模式，受众对媒介文本

意义的阐释就是开放性的，媒介文本的意义也不是

局限在封闭的框架中。从现实情况来看，新媒介技

术的飞速发 展 赋 予 现 代 社 会 公 众 更 多 的 媒 介 近 用

权，他们需要更多的在建构社会身份的过程中进行

自我表达。马斯特曼指出，现代社会公众所必须具

备的媒介素养能力，就在于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媒

介表达，在通向真正参与式民主的漫长道路上，显现

出自我的独特性和价值观。
四、结语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媒介素养研究中的文本分

析与受众研究，可以作为媒介素养研究一种普适性

的方法论基础。根据媒介研究专家们对媒介文本特

征的分析：“媒介讯息是建构的；媒介讯息生产与政

治、经济、社会及其美学语境相关；媒介意义的生成

是在受众、文本和文化三者之间展开的；媒介讯息依

据不同的语法规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特征和象征

系统；媒介表征在人们理解社会现实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１６］

符号学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媒介文本的这

些特征，并且利用媒介参与到社会的交流和互动中

去，能够对媒介文本的内容作出批判性的解读，而不

至于受到媒介内容文化霸权的宰制。可以认为，符

号学的理论方法在培育现代社会公众媒介素养能力

的问题上具有某种普适性，从批判性媒介素养发展

媒介交往能力，从参与式媒介素养出发构建参与式

文化，使得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成为构建现代民主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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