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号学 、 叙事学与意义伦理

论艺术符号的 出场

并 就教 于赵 奎 英教授

唐 小 林 付 宇

摘 要 ： 赵 奎 英 教 授 在 《 文 学 评 论 》 发 表 《 试 论 艺 术 作 为 出 场

符 号 》
一 文 ， 提 出 艺 术 的

“

出 场 符 号
”

论 。 她 通 过 对 索 绪 尔 和 皮 尔

斯 符 号 学 理 论 的 反 思 ， 从 海 德 格 尔 等 人 的 现 象 学 理 论 出 发 ， 回 应 并

试 图 解 决
“

朗 格 难 题
”

， 认 为 艺 术 作 为 符 号 ， 其 特 征 是 符 号 再 现 体 与

对 象 、 意 义 一

同 出 场 。 这 一 颇 具 洞 见 的 看 法 引 人 思 考 。 在 我 们 看 来 ，

符 号 出 场 并 非 艺 术 符 号 的 本 质 属 性 ， 它 只 不 过 是 所 有 符 号 表 意 过 程

的 必 然 阶 段 ， 没 有 符 号 的 出 场 就 没 有 意 义 的 表 达 。 艺 术 符 号 相 比 于

其 他 符 号 ， 其 意 义 不 仅 需 要 ， 而 且 更 加 依 赖 接 收 主 体 的 解 释 ， 对 此 ，

当 代 艺 术 尤 其 是 先 锋 艺 术 表 现 得 更 为 充 分 。 意 义 是 主 体 行 为 ， 是 心

物 之 间 的 交 汇 。 离 开 主 体 ， 单 纯 的 艺 术 符 号 毫 无 意 义 可 言 ， 就 更 谈

不 上 出 场 。 就 此 而 论 ， 艺 术 符 号 的 出 场 ， 核 心 是 接 收 主 体 的 出 场 ，

包 括 其 艺 术 感 知 、 艺 术 意 向 性 和 艺 术 解 释 的 出 场 。 其 中 ， 艺 术 意 向

性 的 出 场 是 艺 术 符 号 出 场 的 关 键 。

关键词 ： 艺 术符号 出 场 符 号 符 号 出 场 接 收 主 体 艺 术 意

向 性

本文 系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 目
“

当 代艺术提 出 的 重要美学 问题研究
”

（ ２ ０ ＆ ＺＤ０ ４ ９ ）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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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艺术 的
“

出 场符号
”

论

赵奎英教授 在 ２ ０ １ ８ 年 第 ４ 期 《 文 学 评论 》 发 表 《试论 艺 术 作 为 出 场符

号 》
一文 ， 提 出 艺术是

“

出 场符号
”

。 诚如作 者所 言 ， 将
“

出 场符号作 为 一个

专 门 术语 ， 在 目 前 的符号学著作 中 尚 为鲜见
”

， 实属 创 见 。

艺术
“

出 场符号
”

论 的提 出 ， 基 于 赵 奎英教授对 艺 术
“

是 不 是
”

符号 的

思考 。 在她看来 ，

“

艺 术 是符号
”

与
“

艺 术 不 是符 号
”

都 不 是理所 当 然 的 结

论 ， 而是与人们 所持有 的 艺术 观 ， 尤其是符号 观相 联 系 的 。 具体地说 ， 否 定

艺术是符号 的人 ， 主要 以 索绪尔 的符号理论为 参照 ， 而肯定 艺术是符号 的 人 ，

则 以 皮尔斯 的符号理论 为 基 础 展 开说 明 。 但她认为 ， 皮 尔斯 的 符号学 实质 是

再现论 的符号学 ， 符号不过是对另 一物 即
“

对象
”

的
“

代替
”

， 符号之所 以 能

替代对象 ， 是 因 为符号 与 对象之 间 存在像 似关 系 。 如 果 以 此 出 发 ， 把 艺 术归

为像似符号 ， 则 既无法说 明 艺 术符号 的 本质 ， 又 因 其与 模仿论 、 再现 论 同 出

一辙 ， 从而使艺术符号沦落 为一种工具 ， 其意义 就 只 能在符号之外 去 寻找 了 ，

这无疑会受到 当 代艺术 实践和 当 代 艺 术理论 的 挑 战 。 出 于对皮 尔斯符 号学这

一在艺术符号领域 的 局 限性 的 清理和 反 思 ， 赵 奎英教授指 出 ， 艺 术作 品 的 意

义 不在符号之外 ， 而 是
“

渗透在 艺 术符 号之 中 ， 与 艺 术符 号 不 可分 割 、

一体

生成 、 同 时在场
” ？

，

“

从本质上说 ， 艺术符号既不是代替不在场对象 的再现符

号 ， 也不是一种 既无关 于世界 也无关于 人 的 任 意 的 空 洞 的 纯 区 分性形 式 ， 艺

术符号在本质上 是一种显现性 的
‘

出 场符号
’
”

。

？ 她说 ， 从事实 的 角 度看 ， 现

实世界 中 就存在 出 场符 号 ， 如 某 些 场 合 重要 人 物 的 出 席 总 是具有 某 种 意 义 ，

“

出 场
”

本身就是一种符号 。 而从现象学 的 角 度 看 ， 艺 术作 为 现象 ， 是 以 其 自

身 的 出 场显 现其 自 身 的存在及相关意义 和 意味 ， 它就是
“

出 场符号
”

。

那么 ， 艺术作 为 出 场符号 ， 又 是 如何 出 场 的 呢 ？
“

出 场
”

或
“

出 场符号
”

又 包括哪些 意涵 呢 ？ 在 赵 奎英教授看来 ， 主要有 五个方 面 ： 其一 ， 从海德格

尔对于
“

出 场
”

与
“

在场
”

的 区 分来 看 ， 出 场
“

与 时 间 的 三 个 维 度 相 互作 用

联系 在一起 、 与 作 为 时 间 第 四 维 的 聚 集 着 的 敞 开 相 关联
” ？

， 出 场 的 含 义 与

“

敞开
”

相关联 ； 其二 ， 依 照通 常 的解释 ， 出 场乃 是
“

出 面
” “

露 面
”

的 意思 ，

一般指演员 、 运 动 员 在舞 台 或 运 动 场 上 的 出 现 ， 因 而
“

出 场 符号
”

所 凸 显 的

是符号 的 时 间 性 、 过程 性 、 动 作 性 和 展 示 性 ； 其三 ， 出 场符号 是 对 自 身存在

？ 赵奎 英 ： 《 试论艺术作 为 出 场符号 》 ， 《 文学评论 》 ， ２ ０ １ ８ 年 第 ４ 期 ， 第 １ ９ １ 页 。

② 赵奎 英 ： 《 试论艺术作 为 出 场符号 》 ， 《 文学评论 》 ，
２ ０ １ ８ 年 第 ４ 期 ， 第 １ ９ ２ 页 。

③ 赵奎 英 ： 《 试论艺术作 为 出 场符号 》 ， 《 文学评论 》 ，
２ ０ １ ８ 年 第 ４ 期 ， 第 １ ９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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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 味 的显示 ， 本质是
“

显 现符号
”

， 可理解 为 自 身存在和 意 味 的 出 场 ， 亦 即

符号和意义 的 同 时 出 场 ； 其 四 ， 出 场符号 意指
“

符号显 现体 、 符号 对象 、 符

号意义是 同
一

的 ， 同 时在 场 、 不 可分割 的
” ？

， 符号显 现体 的 改变 ， 意 味着对

象和 意义也会随之改变 ； 其五 ， 出 场符号 不仅指 符 号 自 身 出 场 ， 且 内 含符号

发 出 者和接收者 同 时 出 场 。

赵奎英教授进一步指 出 ， 把艺术符号视为
“

出 场符号
”

， 将获得三种理论

视野 。 第一 ， 作 为 出 场符 号 的 艺 术 ， 不 是对 于 不在 场 的 对象 的 代替 ， 而 是 对

于 自 身存在 以及相关意 义 的 显 现 。 第二 ， 出 场符号有 助 于更好地理解 艺 术符

号 的本质和 艺 术 活 动 的 本体 。 只 有 有 了 出 场 符 号 ， 我 们 才 能 更 清 楚 地 看 到 ，

艺术 的本质
“

是对存在 的 符号 显 现 ， 艺 术 的 意 义 正 是 存在 于 艺 术作 品 作 为 出

场符号所显现 出 来 的存在之 中
” ？

， 也 即 出 场符号显示 了
“

存在
”

。 当 然 ， 这里

的
“

存在
”

不是 空 洞 的 形式 和 封 闭 的 绝缘体 ， 而 是
“

由 艺 术 家 、 欣赏 者 、 艺

术作 品 以 及艺术作 品 所 由 生成并存在 于其 中 的 周 遭世 界 和 时机 场所共 同 构成

的
一个

‘

因 缘整体
’

、

一个
‘

存在 场域
’
” ？

。 即 是说 ， 艺 术符号 的 出 场 显 示符

号 自 身 的存在 ， 符号 自 身 出 场 照 亮 周 遭世界并把 与其遭遇 的 所 有 存在 者带 向

存在场域 ， 共 同 生成 艺 术作 品 的 意 义世 界 。 第 三 ， 出 场符号显 示 出 艺 术 的 物

质性 、 动作性 、 事件性 、 场 域性 、 展 示 性 、 具身性 ， 可 以 更 好地说 明 艺 术 活

动本体与
“

人物
” “

出 场
”

相伴 随等特征 。

长期 以来 ， 关于艺术符 号 的 看法 大都 聚 焦 于符号 自 身 ， 即 把破解 艺 术符

号 的秘密集 中在艺术符 号 的再 现体 或 能 指 上 。 某种 意 义 上 这是 艺 术 自 律论在

符号学上 的 反 映 。 比 如 雅 各 布 森关 于
“

诗性
”

 （ ｐ
ｏ ｅ ｔ ｉ ｃ ａ ｌ ｎ ｅ ｓ ｓ ） 是 符 号 自 指

（ ｓ ｅ ｌ ｆ ｒ ｅ ｆ ｌ ｅ 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 的理论 ， 再 比 如 赵 毅衡 对 艺 术
“

自 我 再 现
”

品 质 的 指 认 ，

皆 是如此 。 赵奎英教授 的 艺术
“

出 场符 号
”

论 ， 同 样 将论述 的 重 心 放在 艺 术

符号 自 身 ， 但它 的理论推进在 于 ， 试 图 将 艺 术符号 自 身 的 特性 与其所 显 现 的

真理性 内 在地沟通起来 ，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 艺术符号 的 意 义在其形式之 内 、

不在其形式之外这一违 背索绪尔符号定义 的
“

朗格难题
” ？

。 同 时
“

出 场符号
”

还 因 其对艺术本体 、 存在场域等 的 观照 ， 而有 助 于构建艺 术符号
“

整体 意 义
”

的学术视野 ， 为从符号美学视域探索艺术奥秘提供 了 有益 的理论借鉴 。

？赵奎 英

② 赵奎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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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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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艺术作 为 出 场符号 》 ，

《 试论艺术作 为 出 场符号 》 ，

《 索绪尔 局限 与 朗格难 题

《 文学评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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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符 号 学 推 进 的 几个 关键 》 ， 《 文 艺 争 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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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艺术符号之符号与意义是否 同 时 出 场

艺术 的
“

出 场符号
”

论 引 发 了 我 们 的 进 一 步思 考 ： 如果 艺 术作 为 出 场符

号是 以其 自 身 的 出 场表 达意 义 ， 那 么 其他类 型 的 符号 表 意 是 否 也需要 出 场来

表达意义 ？ 出 场是否可 以 成 为 划 分艺 术符号 与 非 艺 术符号 的 标准 ？ 出 场符号

的发 出 者和接收者能 否 同 时 出 场 ？ 意 义 是在符 号 与 主 体 的 关联 中 形成 的 ， 没

有接受主体 ， 单纯 的 艺 术符号 能 否 自 动 产 生 意 义 ？ 这里 ， 我 们 不 可 能 回 答所

有这些 问题 。 我们 的 基本观点 是 ， 出 场 是符 号 过程 的 必然 阶段 ， 出 场并 不代

表意义 的完成 ， 意义 的完成需要 主体 的 出 场和解释项 ， 正如皮 尔斯所 言 ，

“

只

有被解释成符号 ， 才是符号
” ？

。

“

出 场符号
”

论虽然指 出 了 艺术符号 自 指 的特

殊性 ， 但 由 于过分强调 艺 术符 号 自 身 的 意 义 显 现 ， 而 忽 视 了 解 释 主体 在 艺术

符号意义建构 中 的决定性作用 。

符号学 （ Ｓ ｅｍ ｉ ｏ ｔ ｉ ｃ ｓ ） 是 对符号 过 程 的 研究 ， 对 于符号 接 收 者来 说 ， 符 号

用来 沟通 意义 ， 但符号不是符号标记 自 身 ，

“

符号
”

不是
“

记号
”

。

“

符号
”

这

一术语来 源 于希腊文 ａ ７
） ；

＿ ｉ ｅ ｔ ａｊ Ｔ ｔ ｉｃ ６ ｓ
， 罗 马 字母拼写 为 ｓ £ ｍ ｅ ｉ ６ ｔ ｉ ｋ ｏ ｓ

。 洛 克 （ ｊ ｏ ｈ ｎ

Ｌ ｏ ｃ ｋ ｅ ） 作 为 医学人 士 ， 用 — 词命 名
“

诊 断学
”

， 斯 图 伯 （ Ｈ ｅ ｎ ｒ ｙ

Ｓ ｔ ｕ ｂ ｂ ｅ ） 将这一术语 翻译为 英文 ｓ ｅｍ ｅ ｉ ｏ ｔ ｉ ｃ ｓ 。 对 医 生来 说 ， ｓ ｅｍ ｅ ｉ ｏ ｔ ｉ ｃ ｓ 表示 通

过观察病人 出 现 的症状来探寻病人 的疾病 。 由 此 可知 ，
ｓ ｅｍ ｅ ｉ ｏ ｔ ｉ ｃ ｓ 指 用 可 见 的

指示 、 标记 、 符号揭示 不 可 见 的 事 物 ， 我 们 不 能机械地将符号理解 为 一 物对

另
一物 的代替 ， 就像

“

症状
”

不 能 简单地代替
“

疾病
”一样 。 日 本学 者池上

嘉彦将某种事 物 的 代 号 与 观念一 一 对 应 称 为 记 号 ， 而 不 是 符 号 ， 在他 看来 ，

符号是
“

从某种事物 中 领会 出 某种 意 义
” ？

。 因 此 ， 符号关 系 着 意 义 的 给予行

为 ， 而非一物代替一物 。

在皮 尔斯 的符号学理论 中 ， 符号 指 的 是 再现体 、 对 象和 解 释项 的 三元关

系 （ ｔ ｒ ｉ ａ ｄ ）
。 尽管在对其手稿 的 中 文 翻译 中 多 处 出 现

“

代替
”

或
“

替代
”

， 比

如
“

再现是这样一 种 东 西 ， 它代替 （ ｓ ｔ ａ ｎ ｄｆ ｏ ｒ ） 或 被再现 出 来 代替 另 一个东

西 ， 这样一来 ， 其他东西就 可 以 被某种 可 以 代替再现 的 东 西 所替代 。

” ？ 译者

在
“

代替
”

后 面标注 出 原文 （ ｓ ｔ ａ ｎ ｄｆ ｏ ｒ ）
， 提醒 了 我 们符号并 不 只 是

“

代替
”

，

符号指示 的 是意义 、 关系 和关联 。 正如皮 尔斯在另
一处写道 ：

“

符号是任何一

ＣＤＣ ｈ ａ ｒ ｌ ｅ ｓＳ ａ ｎ ｄ ｅ ｒ ｓ Ｐ ｅ ｉ ｒ ｃ ｅ
，Ｃ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ｅｄＰａｐ ｅ ｒ ｓ ．Ｃ ａｍ ｂ ｒ ｉ ｄ ｇ

ｅ
：Ｈ ａ ｒ ｖ ａ ｒ ｄ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Ｐ ｒ ｅ ｓ ｓ ． 丄 ９ ３ １ 丄 ９ ３ ５ ．

ＣＰ２ ． ３ ０ ８ ．

② 池 上嘉彦 ： 《 符号学入 门 》 ， 张 晓 云译 ， 国 际文化出版公 司 ，
１ ９ ８ ５ 年 ， 第 ３ 页 。

③ 皮尔斯 ： 《 皮尔斯 ： 论符号 》 ， 赵星植译 ， 四 川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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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物 ， 它可 以使别 的东西 （ 它 的 解 释项 ） 去 指 称一个对象 ， 并且这个符 号

自 身也可 以 用 同 样 的方式去指 涉 （ 它 的对象 ）
； 指示 项不停地变 成 （新 的 ） 符

号 ， 如此绵延 以 至 无穷 。

” ？ 在 皮 尔 斯 的 符 号 三 元 中 ， 符 号 是这样 一 种 载 体 ，

它把 某 物 从 心 灵 之 外 传 达 到 心 灵 之 中 ， 其 可 感 知 的 部 分 称 为 再 现 体

（ ｒ ｅ ｐ ｒ ｅ ｓ ｅ ｎ ｔ ａｍ ｅ ｎ ） ， 感知后在接收者 大脑 中 形成 的 心 理 图 像 或 意 义 叫 作 解 释项

（ ｉ ｎ ｔ ｅ ｒ
ｐ
ｒｅ ｔ ａ ｎ ｔ ）

， 符号所代表 的事物是其对象 （ ｒｅ ｆ ｅｒｅ ｎ ｔ ）
， 符号 即 是这再现体 、

对象 、 解释项三者共 同 构成 的 表 意体 系 。 在 这一体 系 中 ， 再现 体被视 为符号

的第一相关物 ， 对象为第二相关物 ， 解释项为 第三相关物 ，

“

第 三相关物 的决

定 （ ｄ ｅ ｔ ｅ ｒｍ ｉ ｎ ａ ｔ ｉ ｏ ｎ ） 具有某种 品 质 ， 该决定 与 第二 相 关物 （ ｓ ｅ ｃ ｏ ｎ ｄｃ ｏ ｒ ｒ ｅ ｌ ａ ｔ ｅ ）

处于某种存在关 系 （ ｅｘ ｉ ｓ ｔ ｅ ｎ ｔ ｉ ａ ｌｒ 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 之 中 ， 它 与 第 二位 的 某事 物 位 于 某

种思想关系 之 中
” ？

。 即 是说 ， 解 释项指 向 对象 ， 解释项 和 对象之 间 存在某种

关系 或者思想关联 ， 但对象并 不具有 唯 一性 ， 也未必 是 客 观实在 物 ， 含 义 相

当 宽泛 。 恰如李斯卡所指 出 的 ， 对象
“

可 以 是实在之物 ， 也 可 以 是抽象之物 、

关系 、 虚构之物 、 法则 等等
” ？

。 符号代表对象 ， 也并非代 表对象 的 方方面面 ，

何况 同
一符号在不 同 的 接 收 者 那 里所代 表 的 对象未必 完 全相 同 。 皮 尔 斯符号

三元 的核心在于 ： 符号之所 以 为 符号 ， 在 于符号 可 以 引 发解 释项 的 发生 。 由

于解释项总会成为新 的 符号 ， 引 起新 的 解 释 的 产 生 ， 因 而从理论上 看符号 的

意义 始终处在动态 的无 限衍义 的 过程 中 。

事实上 ， 艺术符号 正 是 由 于 引 发 了 不 同 的 解 释项 ， 才造 成 了 当 代 艺 术 观

念 的分化 。 众所周 知 ， 康德之后 形式 主 义 美学 和 表 现 主 义美学 有 了 长 足 的发

展 ， 形式 主 义 美学 的 代 表人 物 ， 如 克莱夫 ？ 贝 尔 和 罗 杰 ？ 弗莱等人认为 ， 艺

术 的价值在 于线 条 、 体 积 、 色 彩 及其关 系 ， 这构成 了 艺 术
“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

，

由 此激发人类 的 审美感 情 。 表 现 主 义 美 学 的 代 表人 物 ， 如 克 罗 齐认为 艺 术 即

直觉 ； 科林伍德认为情感表现都是美 ， 艺术 是先于逻辑判 断 的情感想象活 动 。

朗格看 出 了 形式 主义 和 表 现 主 义 各 自 的 局 限 ： 形式 主 义 强 调 形式 因 素 ， 却 不

能解释形式背后 的 实质 内 容 ； 表 现 主 义 只 注重 审 美 活 动 的 主 观 因 素 ， 忽 视 了

表现形式 。 因此 ， 朗 格 认为情 感 是 艺 术形式 的 意 义 ， 因 而 艺 术 是
“

有 表 现力

的形式
”

。

一般来说 ， 符号 的发 出 、 传送 和 接 收 构成符 号化 的 基本过 程 。 这一 过 程

必然存在某种 时 间 距离 、 空 间 距离 、 表 意 距离 ， 发 出 符号 、 传送符 号 、 接 收

？皮尔斯 ： 《 皮尔斯 ： 论符号 》 ， 赵星植译 ， 四 川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３ ２ 页 。

② 皮尔斯 ： 《 皮尔斯 ： 论符号 》 ， 赵星植译 ， 四 川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３ ３ 页 。

③ 詹姆斯 ■ 雅 各布 ■ 李 斯卡 ： 《 皮尔斯符 号 学 导 论 》 ， 皮 尔 斯 ， 《 皮 尔 斯 ： 论 符 号 》 ， 赵 星植 译 ，

四 川大学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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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这三个环节 不 可 能 同 时发生 。 赵 奎英教授指 出 ，

“

出 场
”

是 出 面 、 露 面 ，

指演员 在舞 台 出 现 ， 从符号 过程来看 ， 如 果 将演 出 视作
一 个符号文本 ， 演 员

的 出 场是符号文本 的 发送 和传 送 ， 即 使在演 出 的 过程 中 ， 观众 与 演 员 同 时处

在一个相 同 的 空 间 ， 艺 术 的符 号化 过程 也必然 是演 员 表演在先 ， 观众 观看在

后 ， 观众所感受和理解 的 意 义 更 是发生 在 观看之后 ， 时 间 和 距离上 的 差异使

得艺术符号与意义 不可能 同 时 出 场 。

“

出 场符号
”

其实更多强调 的 是诸如演示

类叙述文本 中 艺 术符 号 的
“

出 现
”

这 一 动 态 ， 但 这并 不 意 味 着 意 义 的 同 时

“

出 场
”

。 符号化过程三个环节 对应 的 是符号 的 三种 意 义 ， 即 符 号发送 者 的 意

图 意义 、 符号携带 的 文本意 义 、 符 号接 收 者 的 解 释 意 义 。 这三 种 意 义并 不完

全相 同 ， 尤其在艺 术领域 ， 它们 之 间 的 差异 还 相 当 明 显 。 传统 的 文 艺 理论侧

重研究符号发 出 者 的 意 图 意 义 ， 如 俄 国 形式 主 义 、 新 批评侧 重研究符 号 的文

本意义 ， 布拉格学派 后 期 、 海德格 尔 伽 达 默尔 解 释学 、 接 受 美学 和 读 者 反

应论侧重于接收者 的 解 释意 义 。 从皮 尔 斯发展 而来 的 符号学 ， 也 以 其 自 身 的

理论立场特别关注符号 的
“

解 释意义
”

。

从符号过程来看 ， 艺 术符号 的 审 美发生 大都在符 号被接 收 的 即 刻 。 对此

梅洛 庞 蒂说得很形 象 ， 他说奏 鸣 曲 的 意 义 与 声 音 不 可 分离 ， 意 义 由 符号 结

构本身
“

分泌
” ？

。 这种说法容 易 造 成 艺 术符号与 意 义 同 时 出 场 的错觉 。 究其

原 因 ， 艺术符号接收包 括着 丰 富 的 直 观感 受 ， 正 是这些 直 观感 受使艺 术符号

与其他符号类型 区别开来 。 实 际上 奏 鸣 曲 演奏 的 声音 所传 达 的 只 是这个艺术

符号 的文本意义 ， 由 其 品 质 （ ｑ ｕ ａ ｌ ｉ ｔ ｙ ） 引 发 ， 而其 意 义 的 最 终 实 现 依 赖 于 接

收者所获得 的解释意 义 。 丰 富 的 直观感 受 ， 即 人们 对 于 艺术符 号 的 这种 或愉

悦 、 或难过 、 或无可名 状 的 感 知 虽 是一种 意 义 形式 ， 但也 只 是 皮 尔斯所说 的

符号 的直接解释项 ， 属 于符号 的 第一性 ， 关涉符号 的 品 质 和 接 收 者对其 品 质

的感觉 、 印象与感受 ， 如某人 听完 贝 多芬第七交 响 曲 后 留 下 的最初 印 象 ？
， 但

“

它 （ 品 质 ） 多少是模糊 的或者潜在 的
” ？

， 然 而这却 是获得 艺术符号 意义 的基

础 。 艺术符号意义 的 获取 ， 须进人符号 的 动 态解 释项 ， 即 进人符号 的 第二性

范 畴 符号作用 于解释者 的 实 际 事 实 （ ａ ｃ ｔ ｕ ａ ｌｆ ａ ｃ ｔ ｓ ） 这个属 于 经 验 的
“

特

殊领域
” ？

。 只 有 从对 艺 术符号 的
“

感 知
”

进 人
“

经验
”

， 才 算 是 意 义 的 真 正

获取 。

？莫里斯 ■ 梅洛 庞蒂 ： 《 知觉现象学 》 ， 姜志辉译 ， 商务印 书馆 ，
２ ０ ０ １ 年 ， 第 ２ ３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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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的 符号 表 意 过程 ， 应该为
“

符号 出 场—接收 者感 知—接 收 者解 释符

号意义—新 的符号 出 场—新一轮符号 表意 过程 开始
”

， 如此循环往 复 ， 以 至无

穷 ， 除非 出 现 意 图 定 点 。 如果 如 赵 奎英教授所说
“

出 场
”

的 含 义 是 出 现 、 出

面 、 露面 ， 那么 一切符号 表 意都需要符号 出 场 ， 出 场 是所有 符 号 表 意 的 必然

起点 。 例 如 日 常生活 中 的 红绿 灯 以 其 出 场来 传递某种 具体 意 义 。 任何符号 的

出 场都具有 意义 ， 出 场并非 艺 术符号特有 的 品 质 。 显 然 赵 奎英教授 是 把符号

的文本意义 、 接收 主体 的 感 知 与其最终 的 解 释 意 义 视 为 一体 ， 并认为 它们 与

符号 的 出 场 同 时发生 ， 或 者径 直说 ， 她 是把 艺 术符号 的 意 义 等 同 于符 号 出 场

的文本意义 。 退 一 步讲 ， 接 收 主 体 即便获得感 知 ， 也 未必都 能获得 意 义 。 有

时人们会略过感知对象 ， 将意 向 投 向 别处 ， 这时 的感 知 因 符号 过程半途而废 ，

并未能进人符号 的 表 意领域 。 这就像一辆汽 车从 身边驶 过 ， 你感 知 到 了 ， 但

并没有将注意力 放在上 面 ， 这 时 的 汽 车并没有 因 为 你 的 感 知 而 成 为 有 意 义 的

符号 。 而你身边 的 人看 到 汽 车 飞驰 而来 ， 觉察到 了 危 险 ， 慌 忙躲 闪 ， 这辆 汽

车对于他就成为具有 接 收 意 义 的 符号 。 同 理 ， 对 于 一件艺 术 品 来说 ， 只 有 当

其进人符号过程 ， 被人们感知 ， 引起意识反应 ， 人们做 出 解 释 ， 获得 意义 时 ，

它才成为 艺术符 号 。 因 而 ， 从符 号 表 意 过 程上 看 ， 符号 、 感 知 、 意 义 无法 同

时 出 场 、

一体生成 。

意义 是人 的一种 主体行为 ， 离 开 了 人 这个 主 体 ， 意 义 既 不会产 生 ， 也 不

会存在 。 符号过程涉及 两个 主体 ， 即 符号 的 发送 者 和符号 的 接 收 者 。 发送 者

这一符号 主体随着符号 文本 的 生成 而退 隐 ， 只 有 接 收 主体贯穿符号 表 意 过程

的 始终 ？
， 接收 主体也就成为符号 的意义来源 。 在这个意义 上 ， 可 以 说是接收

者把某物解释为 艺术符 号 的 ， 恰 如 米 克 ？ 巴 尔 所说 ，

“

在 艺 术 史 的 演进 过 程

中 ， 正是无数 的解读行为构成 了 艺术
” ？

， 艺术也 因 此成为 一个
“

事件
”

，

一个

被接收者解读 的事件 ？
。 不得不承认 ， 解释是一种 主观行为 ， 不 同 的接收 主体

对 同
一艺术符号会做 出 不 同 的 解 释 ， 艺 术符号 的 意 义 是 开放 的 ， 不存在 固 定

的 、 唯
一

的 、 共 同 的 、 可 以 穷尽 的 、 与 艺 术符号 同 时 出 场 的 意 义 。 相 反 ， 每

一个接收 者 都 可 以 在 艺 术 符 号 中 创 造 、 发 现 属 于 自 己 的 意 义 系 统 。 正 所 谓

？ 唐小林 ： 《 建 立解释 主体 ： 论 反讽 时代 主体 符 号 学 的 建 构 》 ， 《 四 川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社会科学

版 ） 》 ，
２ ０ １ ２ 年 第 ２ 期 ， 第 ４ ９ ５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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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诠 释者赋予符号 以 意义 ， 正是在诠释者这一 主体 中 ， 符号 的 意 义效果得 以 生

效
” ？

。 反过来 ， 艺术符号也可 以 使接 收 者在庸 常 的 生 活 中 获得 自 我 对 于世界

意义 的理解和解码方式 ，

“

艺术成为一种 代理人 ， 它 是观众经验 的 生产者 ， 最

终 ， 使观众获得 自 己 的 主体性
” ？

。

赵奎英教授基 于海德 格 尔 现 象学对
“

现象
”

的 界定 ， 认为 艺 术符 号 自 身

的 出 场 即 是在显 现 自 身 的 存在 及其相 关 的 意 义 和 意 味 ， 得 出 艺 术符号 之符号

与 意义 同 时 出 场 的结论 。 海德 格 尔 在 《 存在 与 时 间 》 中 的 确 说过
“

现 象学 的

现象概念意指这样 的 显 现 者 ： 存在 者 的 存在 和 这种存在 的 意 义 ， 变 式 ， 和 衍

化物
”

， 但 海 德 格 尔 同 时 还 说
“

显 现 者
”

显 现 其
“

存在
”

的 路径 是
“

解 释
”

：

“

现象学描述 的方法上 的 意义就是解释 … … 通 过诠释 ， 存在 的本真意 义 与 处在

本 已存在 的基本结构就 向 居于此在本身 的存在之领悟宣告 出 来 。

” ？“

此在
”

为

“

存在
”

的 意义提供 了 依 据 ， 而 通 向 存在 意 义 的 道 路恰 是 诠 释 。 正 是 通 过 解

释 ， 海德格尔把凡 ？ 高 《农鞋 》 中
“

劳 动 者艰辛 的 步履
”

， 从
“

内 部那黑 洞 洞

的 敞 口 中
”

显 现 出 来 （ １）

， 使农鞋
“

这一存在者从它无蔽 的 存在 中 凸 现 出 来
”

。

？

的确 不存在什么 意义
“

自 身显 现
”

的 艺术符号 ， 如果真是那样 ， 面对艺术 ， 人

们 只 能
“

领受
”

意义 ， 人不过是艺术 的奴隶 ； 如果真是那样 ， 艺术符号就 只有

先验 的意义 ， 就 只 存在一种解释 ， 艺术符号和其他符号 的 区别也就取消 了 。

三 、 艺术符号如何 出 场

既然 已 经谈到 了
“

出 场
”

， 那 么 我们 不妨 问
一

问 ： 艺术符号究竟 是如何 出

场 的 ？ 前面我们 已 反 复 谈 到 ， 艺 术符 号 意 义 的 实 现 需 要符 号 接 收 者 的 解 释 。

如果一件艺术作 品 无人 知 悉 它 的 存在 ， 它就失 去 了 存在 的 意 义 ， 艺 术 的 意 义

存在于接收 主体 的接 收之 中 。 径直地说 ， 是接 收 者 的 解 释使艺 术符号 成其所

是 ， 因此 ， 艺术符号是伴 随着接受主体一 同 出 场 的 。

ＣＤＴ ｅ ｒ ｅ ｓ ａｄ ｅＬ ａ ｕ ｒ ｅ ｔ ｉ ｓ ．Ａ ｌ ｉ ｃ ｅＤ ｏ ｅ ｓ ｎ

＇

ｔ ：Ｆ ｅｍ ｉ ｎ ｉ ｓｍ  ．Ｓ ｅｍ ｉ ｏ ｔ ｉ ｃ ｓ  ．Ｃ ｉ ｎ ｅｍ ａ ．Ｌ ｏ ｎ ｄ ｏ ｎ
：Ｍ ａ ｃｍ ｉ ｌ ｌ ａ ｎＰ ｒ ｅ ｓ ｓ

Ｌ ｔ ｄ ， １ ９ ８ ４ ， ｐ ． １ ７ ９ ．

Ｃ２）Ａ ｎ ｎ ｅＤＡ ｌ ｉ ｅ ｖ ａ ．Ｍ ｅ ｔ ｈ ｏｄ ｓａ ｎｄＴｈ ｅ ｏ ｒ ｉ ｅ ｓｏｆ
Ａ ｒ ｔＨ ｉ ｓ ｔ ｏ ｒｙ ．Ｌ ｏ ｎ ｄ ｏ ｎ

 ：Ｌ ａ ｕ ｒ ｅ ｎ ｃ ｅＫ ｉ ｎ ｇＰ ｕ ｂ ｌ ｉ ｓ ｈ ｉ ｎ ｇ
．

２ ０ ０ ５ ， ｐ
． ３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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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８ 中 外 文 化 与 文论 （ ５ ４ ）

首先 ， 艺术符号 出 场 的起点 是 接 收 主体
“

艺 术感 知
”

的 出 场 。 任何符 号

都需要有被感知 的 品 质 ， 才会具有 被解 读 出 意 义 的 潜 能 。 不 同 艺 术 门 类具有

不 同 的可被接受 主体感知 的形式 ， 如雕刻 艺术 中 的纹理 ， 绘 画 艺术 中 的 画 布 、

色彩 、 颜料 ， 舞蹈 艺术 中 的 身体等 。 然 而并 不 是所有 的 感 知 都具有 固 态 的 物

理形式 ， 比 如诗歌艺术 感 知所 依靠 的 就 是语言 。 不 同 艺 术形式所具有 的 不 同

的 可被主体感知 的形式 ， 使艺 术符号 表 意 的 自 主性成 为 可 能 。 符号 的 接 收 者

和解码者首先感知 到 的 是符号 的
“

质地
”

， 只 有 当 艺 术符号 被人看 到 、 听 到 ，

甚至触摸到之后 ， 即人 们 通 过 自 己 的 感 官感 知 到 艺 术 作 品 时 ， 才算拉开 了 艺

术符号表意 的序 幕 。 有 的 作 品 似 乎 没有 感 知 ， 其实 不然 。 如 作 曲 家 约 翰 ？ 凯

奇 的作 品 《 ４ 分 ３ ３ 秒 》 ，

一位钢 琴 家 坐 在钢 琴 前什 么 也 不做 ，
４ 分 ３ ３ 秒后起

身谢幕 ， 完成作 品 的 演 奏 。 在这个作 品 中 ， 观众 没有 听 到 任何声音 ， 却并 不

能证 明 没有任何感知 ， 因 为他 以 欣赏音乐 的方式沉浸在 长达 ４ 分 ３ ３ 秒静音 的

持续感知 中 ， 并可 能 由 此 敞开无 限思 考 的 空 间 ： 这 是什 么 样 的 音 乐 艺 术 ？ 艺

术家难道在进行某种新 的 艺术 实验和 艺 术探索 ？ 无声 演奏 的 音 乐 形式 悖论背

后 ， 究竟传达 了 怎 样 的 艺 术理念 ？ 如 此种 种 。 总之 ， 接 收 主体 艺 术感 知 的 出

场 ， 是艺术符号 出 场 的起点 。

其次 ， 艺术符号 出 场 的 决定性 因 素 是接 收 主体 的 艺 术 意 向 性 的 出 场 。 主

体意 向 性是符号之为 艺 术符号 的 决定性 因 素 。 意 向 性
“

这一概念强 调 对象 的

意 向 性和 意识 的 意 向 性
” ？

。 在 艺 术领域 ， 不 同 的 主体 意 向 性 受 到 了 理论家 不

同 程 度 的 关 注 。 比 如 ， 穆 卡 洛 夫 斯 基 （ Ｍ ｕｋ ａ ｒ ｏ ｖ ｓｋ ｙ ） 关 注 的
“

意 向 性
”

（ ｉ ｎ ｔ ｅ ｎ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ｉ ｔ ｙ ） 实 际上指
“

作 者 意 向 性
”

， 保 罗 ． 得 ． 曼 （ Ｐ ａ ｕ ｌｄ ｅＭ ａ ｎ ） 和

英伽登 （ Ｒ ｏｍ ａ ｎ Ｉ ｎｇ ａ ｒ ｄ ｅ ｎ ） 注意 到
“

意 向 客 体
”

（ ｉ ｎ ｔ ｅ ｎ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ｏ ｂ
ｊ
ｅ ｃ ｔ ） 和

“

意

向 性客体
”

（ ｉ ｎ ｔ ｅ ｎ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ｉ ｔ ｙｏ ｂ ｊ
ｅ ｃ ｔ ） ， 艾柯 （ Ｕｍ ｂ ｅ ｒ ｔ ｏＥ ｃ ｏ ） 则 提 出 了

“

文 本意

向
”

（ ｔ ｅ ｘ ｔ

’

ｓ ｉ ｎ ｔ ｅ ｎ ｔ ｉ ｏ ｎ ） 的 概念 ， 等等 。 在这里 ， 意 向 性特指 艺术符号 的 接 收

主体 的 意 向 性 。 而艺术 意 向 性 是指 艺 术符 号 的 接 收 者 以
“

艺 术
”

这一 意 向 面

对艺术符号 ， 继而对其做 出 艺 术符号式 的 解码 ， 获取其艺术 意 义 的 一 种 意识

朝 向 。 更 明 确地说 ， 正 是接 收 主体获义 的 艺 术 意 向 性 ， 迫使其将 艺 术符号作

为
“

艺术
”

来感 知 、 来 理解 、 来 解 释 。 反 之 ， 如 果接 收 主体 不 是 以 艺 术 意 向

性 ， 而是 以 别 的 什 么 意 向 ， 比 如 物 品 、 商 品 意 向 等 去 面对 和 感 知 艺 术符 号 ，

艺术符号就不可能作为
“

艺 术
”

出 场 。 对于 现 代 艺 术 ， 尤其 是 对 于 当 代那 些

自 身 即 具 有 反 艺 术 、 反 符 号 特 征 ， 拒 绝 解 释 的 先 锋 艺 术 ， 更 是 如 此 。 美 国

“

波普艺术教父
”

安迪 ？ 沃霍 尔 （ Ａ ｎ ｄｙＷ ａ ｒ ｈ ｏ ｌ ） 的 艺 术作 品 《 布 里 洛 的 洗衣

？朱立 元 ： 《 当 代西方文 艺理论 》 ， 华东师范大 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９ ４ 页 。



符 号 学 、 叙 事学 与 意 义伦理 ３ ４ ９

粉盒 》 的遭遇 ， 可 以说 明 这一 点 。
１ ９ ６ ５ 年 ， 它 去加拿 大参加 一个雕塑 展 ， 进

人海关时 ， 海关官 员 坚持认为 它 不 是 艺 术 品 ， 必须交 纳关税 。 此事惊 动 了 当

时加拿大 国 家美术馆馆 长 ， 但 彼 时 的 馆 长也 不认为 它 是一件艺 术 品 。 由 此 我

们看到 ， 艺术符 号 的 出 场 ， 是 以 接 收 主 体 的 艺 术 意 向 性 出 场 为 先决 条件 的 ，

并不取决于这个艺术 品 自 身是否具有 出 场性 。

最后 ， 艺术符号 的 最终 出 场依 赖 于接 收 主体
“

艺 术解 释
”

的 出 场 。 不 只

是艺术符号 ， 对于任何符号 而 言 ， 符号 化 过程 的 完 成 都离 不 开 接 收 主 体 的 意

义解释 。 艺术符号 的最 终 出 场 ， 包括艺 术作 品 出 场 和 接 收 主体 出 场 两 个 主要

环节 的相交 ： 艺术符号 与 接 收 主体 两 者 总 是在某一个刹 那相 遇 ， 并在 艺 术 意

向 性与 艺术符号 的 全 面交 汇交 融 中 获得理解 和 解 释 ， 达成 意 义 建构 ， 实 现其

艺术符号 的 最 终 出 场 。

“

解 释 主 体 的 意 向 性 与 事 物 的 相 遇 是 意 义 的 唯
一 源

泉
” ？

， 接收 主体对 艺术符号 的 深度 卷人 ， 既 是接 收 主 体对 艺 术符号感 知 、 理

解 、 解释 的获义 过程 ， 也是艺术符号意义呈现或无 限衍义并最终 出 场 的 过程 。

这是一个动态 的 过 程 ， 艺 术符 号被感 知 、 被理解 、 被 解 释 的 多样性 、 开放性

决定 了 艺术符号 出 场方式 的 多样性 和 开放性 。 直 言之 ， 艺 术符号在何 时 、 何

处 、 以何种方式 出 场 ， 最终取决于 接 收 主体 的 艺 术解 释 的 出 场 ： 这种 解 释源

于接收者 以
“

文化程式
”

约定 的 艺术 的 意 向 性 ， 把某 一符 号 当 作
“

艺 术
”

来

感知 ， 它极大地依赖 于 某一解 释社群 的 某种 主 观性 。 因 此 ， 艺 术符号 的 本质

并不在艺术符号文本之 中 ， 而 是存在 于 一种关 系 、

一种 制 度 化 的 因 素 中 ， 它

也不具有 客 观属 性 ； 当 然 ， 也就更 不存在某 种先验 的
“

艺 术符 号就 是 出 场符

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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