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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将英美符号学传统中指称物的概念运用于其符号学实践中，从而达到对由指称物所代

表的社会现实领域进行认知和分析的目的，同时弥补了此前在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时存在的方法论缺陷。此外，马克思

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运用，客观上对英美、结构主义两种符号学传统的方法论进行了理论汇通，并突出了指称物在

符号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为符号学理论建构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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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符号学概念的“指称物”( referent)，源自以皮尔

士为鼻祖的英美符号学传统。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开始借鉴符号学方法以进行社

会文化批评实践，①而指称物因其所指涉的现实领域成为

诸多马克思批评家至为关注的考察维度，因此在马克思

主义的符号学批评中至为重要。本文拟从对“指称物”符

号学意义的考察出发，以列斐伏尔和詹姆逊等马克思主

义批评家的相关论著为例，对指称物在马克思主义批评

理论的符号学实践中的建构作用及意义进行探讨。

一、“指称物”概念溯源

按照《韦氏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的

解释，“指称物”意为“象征( 词或符号) 所代表的东西”。

随着近代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渐获得诸多

学科领域的关注。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指称物在弗

雷格、罗素、G． 摩尔、斯特劳森、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指称理

论建构中均极为重要。同时，对于与分析哲学存在学科

谱系联系的英美符号学传统而言，对作为符号学概念的

指称物的研究始终贯穿于其各个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

皮尔士、奥格登、瑞恰兹、C． 莫里斯等人都为这一概念赋

予过指涉范畴不尽相同、却又彼此相关的术语含义。

尽管最早出现于英国符号学家奥格登与瑞恰兹 1923

年所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但被用作符号学术语的“指

称物”，实际是在皮尔士理论中的“对象”( object)②概念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众所周知，以逻辑学等学科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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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皮尔士符号学，开启了与欧陆索绪尔语言模式符号

学分庭抗礼的英美符号学传统。作为这一传统的创始

者，皮尔士建立了与语言模式符号学不尽相同的符号概

念，亦即以其特有的意指三分法( tripartite semiosis)———
将符号 界 定 为 由“再 现 体”( representamen)、“解 释 项”
( interretant)和“对象”(object) 三部分构成(Peirce 228)。
尽管皮尔士对这组概念的解释不甚确切，但有西方学者

指出:与索绪尔所确立的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的符

号概念相比，“再现体”大致相当于能指，亦即符号的感觉

形式;而“解释项”大致等于所指，亦即符号的概念意义

(Fiske 43)。较之索绪尔的“符号”概念，皮尔士意指三

分法中所多出的“对象”，指由再现体所代表的事物，亦即

解释项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关于“对象”的存在属

性，皮尔士曾通过所举实例，指出其指涉范畴包括解释项

在物质和意识两个层面所对应的具体存在物:“考察对象

在感知中对人类意识施加影响，且并不存在于意识之外;

作为 现 实 经 验 的 对 象，也 指 涉 其 他 事 物”( qtd． in
Johansen 203)。换言之，对象作为解释项所意指的具体

事物，既可以是属于客观世界的物理实存，也可以是人类

观念领域的想象物。
奥格登、瑞恰兹两人受皮尔士符号学思想影响，为符

号建立起“象征(symbol)—指称( refer-ence)—指称物”的

三元模式，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于皮尔士意指三分法中的

再现体、解释项和对象(Fiske 42)。奥、瑞二人的“指称

物”概念基本继承了皮尔士对“对象”的界定，只是所举实

例更为具体:在两人看来，指称物在不同语境中分别指代

“调适性生理反应的产物”(Ogden and Ｒichards 53)、“事

件”(event) (Ogden and Ｒichards 62)、“虚假观念”( false
belief)(Ogden and Ｒichards 71) 等，同时，指称物还具有

被确切定位的物质属性 (Ogden and Ｒichards 106)。可

见，奥格登与瑞恰兹对指称物的论述，不仅从存在属性角

度扩展了皮尔士符号概念的意指范畴，而且使英美符号

学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学观照途径更为具体化。
不难看出，与皮尔士对“对象”存在属性的界定相似，

奥、瑞同样将“指称物”的存在属性确定为同时属于客观

实存和主观想象两种范畴，这种观念在此后莫里斯的理

论 中 得 到 发 展。莫 里 斯 将 指 称 物 称 为 被 指 项

(designatum)，并从中划分出指涉想象世界中虚拟对象的

虚拟项(denotatum)。同时，相对于此前皮尔士、奥格登与

瑞恰兹将指称物视为对单个事物的指涉，莫里斯还从类

属角度扩展了指称物的指涉范畴，提出指称物的指涉对

象是“让阐释者经由符号载体(sign vehicle)的显现而虑及

其属性的一种对象”，并指出“一个被指项并非指单个事

物，而是指一类对象或一系列对象”(Morris 5)。显然，

莫里斯从指称物的类属范畴角度对指称物进行了重新界

定，使指称物摆脱了仅仅指涉单个事物的局限，从而极大

地扩展了指称物的指涉范畴，为此后指称物被运用于社

会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上述几位英美符号学家关于指称物的论述的

梳理，大致可以归纳出这一概念在英美符号学发展中的

理论建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指称物虽备受符号学界

关注，但其符号学意义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曾受到质

疑，例如实证语义学派代表厄尔曼(S． Ullman) 在批评奥

格登和瑞恰兹的符号三元模式时指出:指称物往往用来

指涉现 实 中 不 存 在 的 虚 拟 物，其 存 在 属 性 过 于 模 糊

(Petrilli 63 － 65)，并提出符号学应对“意义的指称物理

论”加以限定(Ullman 68 － 70);同时，翁贝托·艾柯(U．
Eco) 也 曾 一 度 以 相 同 理 由 反 对 使 用 这 一 概 念

(Petrilli 63)。直到此后莫里斯等人对指称物的符号学

意义进行充分阐述后，这种将其剔除出符号学研究的主

张才日渐式微。尽管如此，指称物这一概念在相当长时

间内仍未获得学界足够重视，尤其是在注重共时分析、轻
视历时考察的欧陆索绪尔符号学传统中，更是难以找到

与指称物含义相近的概念。指称物似乎成为西方主流符

号学界中一个被边缘化的领域。

然而，从七十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

物的应用，使得这一概念开始频繁出现于符号学视域中。

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对指称物的发掘与重视

从 20 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日渐受

到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其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符号学将

结构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发展出与结构主义

研究领域几乎重合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甚至有学者提

出“符号学范畴(如果它有)与结构主义大致上彼此相接:

两个领域的旨趣并无本质区别”(Hawkes 101)，并将这

一符号学支系视为整个符号学的代名词。与此同时，西

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中叶基本完成“文化转向”，

且基本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兴起时间一致，因此从六十

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开始自觉地将以结

构主义支系为主的符号学方法运用于社会文化批判之

中。然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从一开始便意识到结构

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

层面的本质差异。具体而言，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

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颇为复杂而矛盾，但许多批

评家还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以辩证眼光来衡量客观社

会结构变革的方法态度，例如阿尔都塞即认为:“马克思

主义 的 精 髓 在 于 对 现 实 ( concrete) 情 形 的 实 际 分 析”
(Althusser 30)。同时，结构主义符号学主张以共时性静

态视角来考察对象，从而忽视了符号所意指的社会性、历
史性的具体因素。两股思潮在共时 /历时、动态 /静态的

考察维度的选择上，亦即在考察社会文化现象时，应以社

会现实还是理论抽象模式作为考察对象的问题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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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难以弥合的分歧。③

皮尔士将“对象”及奥格登和瑞恰兹等人将“指称物”
纳入对符号学的基本建构，标志着现代符号学理论对现

实世界的基本观照，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索绪尔所抛弃的

符号历时性、现实性因素进行了补充。如前所述，马克思

主义批评理论从六十年代开始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时，

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符号学支系忽视社会现实维度所带来

的缺陷。因此大约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始，当马克思主义

批评家们发现英美符号学具有结构主义符号学所不具备

的社会现实观照功能时，便自然而然地将英美符号学理

论应用于其社会文化批评之中，而这种应用的重要表现

之一，便是对“客观现实”意义上的指称物的借用。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借

用主要源于英美符号学传统，而非英美分析哲学，原因在

于: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相关著作中，英美分析

哲学的 影 响 痕 迹 十 分 有 限，詹 姆 逊 便 曾 提 出“英 美 思

想———经验主 义、日 常 语 言 哲 学、维 特 根 斯 坦，诸 如 此

类———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阻碍”，同时，又承认“自

皮尔斯以来在英美传统中有极为有趣的东西”( 詹姆逊

6);其次，分析哲学虽将指称物视为意指化过程的重要构

成因素，却否定了指称物在文学及文化领域的意义，“分

析哲学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共同特点都是否认文学语言与

指称物或现实的关系”( 汪正龙 27)，这种特质必然限制

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分析哲学中对指称物的援引;再

次，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往往将英美符号学与索绪尔传统

符号学相提并论，并将“指称物”与结构主义传统的“能

指”、“所指”等符号概念并用，因此以英美符号学观念来

修正和补充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针对倾向十分明显。由此

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对指称物的借鉴应当主要源

于英美符号学，而非分析哲学。

英国文化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在相当长时间内曾

以“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者”(McＲobbie 10) 身份活跃于文化

研究界;同时，在其早年一系列社会文化批评实践———例

如对时事节目权力结构的分析中，都带有明显的结构主

义符号学方法痕迹。然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在社会文化

批评中所暴露出的封闭性缺陷，令霍尔逐渐意识到这一

符号学支系已使文化研究学科陷入方法论的窘境。④

霍尔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致命缺陷，在于未能认

识到符号学的分析对象实际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索绪尔

几乎只关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却很少甚至根本不注意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如何有助于我们此前所说的指称的目

的———亦即存在于语言之外、‘现实’世界之内的事物、人
和事件”(Hall 34)。同时，霍尔也注意到皮尔士符号学

中的指称物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语言学

家恰尔斯·桑德斯·皮尔士虽使用了与索绪尔类似的方

法，却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和被他称

为指称物的概念上”(Hall 34)。从霍尔此处所举的“书”

的例子来看，他所说的指涉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指称

的目的”(purpose of reference)，指的正是奥格登和瑞恰兹

的“指称物”，只不过他误将这一术语的提出者当成了皮

尔士。霍尔显然注意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

文化批评实践中所暴露出的方法论缺陷，能够以英美传

统符号学的“指称物”加以弥补。

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社会学家阿尔伯特·柏格森

(A． Bergesen)从指称物角度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社会观

进行批评。柏格森首先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范畴，具有明显的异质同

构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犹如索绪尔的“语言”，能够

通过“传唤”手段，使诸多社会个体如能指在系统内获得

固定的所指一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应扮演的具体

角色(Bergesen 6 － 9)。在柏格森看来，阿尔都塞对社会

结构所做的这种结构主义式阐释，将社会的发展归因于

作为意识形态的“结构”作用，在本质上是以静态眼光来

看待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因此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

迥然相异。

在柏格森看来，结构主义符号学这种忽视作为社会

现实的指称物的方法模式，在语言学领域也许无可厚非;

但当该模式被阿尔都塞隐喻式地运用于对社会结构的分

析时，其忽视指称物作用的特质，便使结构主义符号学方

法的共时性缺陷暴露无遗:“忽视外部指称物对社会地位

和阶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使社会

脱离了其外部世界的物质属性”(Bergesen 10) ，其方法

模式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截然相悖。

因此，如果要调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结构主义符号

学，使两者间不致发生认识论冲突，便必须引入“指称物”

概念，将被遮蔽的社会现实维度纳入观照视野。反之，

“如果忽视外在指称物的作用，那么包括生产力的变化在

内的诸多现实条件，作为影响社会结构的诸多因素，同样

会被忽视”(Bergesen 10)。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运用符号学进行

社会文化批评的过程中，对指称物的运用，并非单纯的符

号学术语援引，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被结构主义符

号学所忽略的、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珍视的社

会现实因素纳入了符号学考察视野。

三、列斐伏尔与詹姆逊对指称物的运用

如果说霍尔和柏格森只是单纯强调了指称物在对社

会现实的符号学分析过程中应有的作用，那么在列斐伏

尔及詹姆逊两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作中，指称物概

念则不仅得到了细致的分析，还被直接运用到对具体社

会文化的符号学分析之中。

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形态逐渐产生变化，其重要特征之一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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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系与社会生产结构间关系的复杂

化。马克·波斯特指出，在全新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以对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为基本考察对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

已很难对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系进行有效分

析(Poster 68 － 70)。在这种情况下，业已完成文化转向

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必须借助符号学知识，才能有效

解译渗透于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符码含义，并揭示新的生

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特质。其中，列斐伏

尔、詹姆逊等正是运用符号学方法进行社会文化剖析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代表。
列斐伏尔曾明确表达对福柯、巴尔特及拉康等人结

构主义方法的反感，尤其在批评结构主义之代表列维 －
斯特劳斯的论述中，列斐伏尔对其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用

作社会文化分析方法时存在的缺陷更是大加抨击。⑤尽管

如此，列斐伏尔仍批判性地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某些概

念和方法运用于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剖析当中。
如前所述，当结构主义符号学被隐喻式地运用于社

会文化分析时，其轻视表意化过程的共时性方法特质，使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般社会学都最为重视的社会现实维

度被抛弃，而只能通过列维 － 斯特劳斯的语言学理论模型

途径，对社会进行抽象的形式化分析(Levi-Strauss 279 －
80)。列斐伏尔意识到了当结构主义符号学被应用于社会文

化分析时所具有的缺陷:在其符号系统论中，能指与所指

的组合———亦即符号意义的形成，必须以系统内彼此间

所具有的差异性为前提，而不是直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

反映，因此符号意义的形成在本质上具有明显形式化的、

形而上学的特征，也便不适用于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
列斐伏尔由此提出:“问题不应再被局限于语言或超语言

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语言学方法，并认识到作为社会

现象的指称物在社会学中的作用”(Lefebvre 111)，并对

作为符号学重要维度的“指称物”展开了讨论。
列斐伏尔指出，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致命缺陷，在

于忽视了对符号与表意对象之间关系确立机制，亦即对

表意化过程的阐述:“‘椅子’一词意指‘椅子’这样一个

概念;然而‘椅子’的对象(object) 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却

被置之度外”(110)，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表意化过程的忽

视，使符号无法与具体指涉对象之间建立联系，“如果脱

离法 国 社 会，脱 离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诸 多 具 体 存 在

(specifications)，我们便无法确定或定义任何事物，例如

‘椅子’的对象、现实的‘路’及法国的语言”(111)。那

么，如果要确定单词“椅子”、“路”在现实生活中所指涉的

哪把具体椅子、哪条具体的路，便必须以特定时空场域中

的具体实存来限定这一词汇，也就是将此词汇符号置于

具体的现实性语境之中去考察，并确定其指称物。列斐

伏尔认为，只有通过指称物才能在符号与现实世界间建

立联系，才能真正使符号学在社会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

得到体现，并由此将指称物这种能够确定符号指涉对象

的功能称为“指称物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
在对指称物重要性的认识基础上，列斐伏尔将这一

概念运用于对社会文化的符号学批评之中。列斐伏尔提

出，符号意义的形成，亦即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确立，必然

建立在人们对具体指称物的认识基础上。但他觉察到:

就社会语言符号而言，其符号表意机制建立在“可靠且彼

此连贯的指称物基础上”(111)的状况，仅仅停留于 19 世

纪中叶;此后，随着现代科技对人类社会诸多领域影响的

剧增，日新月异的社会形态变化使人类认识世界的眼光

产生质变，尤其是电讯工业的蓬勃发展，使人类的世界认

知方式逐渐脱离对真实可感的客观事物进行观察这一基

础，并从视觉上营造出符号化的社会景观，从而使社会现

实被这种景观遮蔽。列斐伏尔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

清晰的认识:“欧几里德和牛顿意义上的绝对时空不复存

在，可感知的现实失去了它稳固的指称物”(113)，人类对

社会的认知不再建基于对物质现实的感性直观和概念归

纳，而是直接建立在对由符号体系所构建的虚拟世界的

基础上。“客体(objects) 在现实中变成符号，而符号却变

成客体;‘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取代了此前的‘自然’

状态，亦即取代了感知性的真实性这一首要维度”(113)。
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描述在

其弟子波德里亚的“拟像论”中同样获得深入探讨:“整个

系统如今都被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 所遮蔽，一切真实

性都 被 符 码 与 拟 像 的 超 真 实 性 ( hyperreality) 所 吞 并”
(Baudrillard 2)。两人都觉察到:在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

条件及社会状况下，包括语言在内的诸多社会符号系统，

都失去了以社会现实为指称物的历史基础和准则，而只

剩下能指与所指的随意组合，这种状况在 1910 年的西方

艺术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音乐家们在作曲前，首先确定

作品的情感基调，然后才为这一情感所指“寻找能指”;而

在绘画界，不同绘画流派则基于对画作“所指主题”与“能

指形式”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或根据所指主题为绘画创造

能指形式，或先创造能指形式，再为其赋予所指主题，进

行着截然不同的艺术实践(113 － 14)。可见，社会指称物

从人类认知视野内的消失，使人类文化的符号表意体系

及文化生产体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剧变。

列斐伏尔通过将指称物引入其符号学实践，对资本

主义社会文化的符号虚拟性特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

析，从而为其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文化革命”构想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 － 206)。

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亦即

符号意义的产生，必须以形而上学式共时系统中的差异

性对立关系为基本条件，而英美符号学却强调符号中指

称物的客观属性及其经验主义式的感知方式。显然，能

指 /所指与指称物分别属于不同的认识论体系。因此，当

两种分属于不同认识论体系的符号学概念被同时应用

时，必须解决的是如何在形而上学的和经验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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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建立关联，亦即如何调和符号学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

方法维度的问题。列斐伏尔通过指出指称物确定符号现

实属性的“指称物功能”，使其能够为能指、所指的结合提

供具体社会现实语境，为本处于抽象符号系统的能指、所
指赋予意指客观现实的功能，从而将共时性和历时性两

种考察维度联系了起来。这种方式，也使得列斐伏尔的

符号学方法具备了某种后结构主义色彩。

在将符号学方法运用于文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批

评家里，对结构主义自身的形而上学方法维度进行过最

为全面而透彻剖析的当属詹姆逊。同时，詹姆逊还对结

构主义符号学与英美符号学进行了深入比较。如前所

述，能指 /所指与指称物两组符号学概念分属于不同的认

识论体系，关于当两者同时被应用于社会文化分析时如

何在两者间建立关联的问题，詹姆逊做出了有别于列斐

伏尔的阐释。

首先，詹姆逊意识到指称物的重要性，“一个符号、词
汇或文本，在这里都被模型化(modelled) 为能指( 即物质

的客体、词汇的发音及文本的原本) 和所指( 即物质性词

汇或文本的意义) 间的关系。第三个因素是所谓‘指称

物’，也就是由符号指涉的‘真实’世界的‘真实’客体”
(Jameson“Postmodernism”118 － 19)，同时，他批评结构主

义符号学不应忽视指称物这一重要认识维度:“索绪尔在

其语言体系中认为它( 指称物) 对科学语言学无足轻重，

因而始 终 把 它 置 于 一 旁 或 极 不 显 眼 的 位 置”( 詹 姆 逊

283)，“结构主义一般认为，对指称的感知只是一种趋向

于神话的东西，人们不再能够通过外部或客观途径来谈

论‘真 实’，以 致 仅 剩 下 符 号 自 身 及 其 两 个 构 成 因 素”
(“Post-modernism”119)。詹姆逊显然认为，忽视指称物

及符号表意化过程，是结构主义符号学陷入共时性方法

论窠臼的重要原因。

其次，詹姆逊也意识到英美符号学的经验主义传统

使其符号学的认识功能受到极大限制:“英美经验主义的

缺陷表现在固执地将考察对象与其他对象彼此分离———
无论它是物质的东西、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事件’，

还是一个 词 汇、一 个 句 子、一 个‘意 义’”( Jameson“The
Prison”23)。经验主义使符号表意被局限于主体相对独

立的感性活动中，而无法对作为整体的现象范畴进行充

分认识和阐释，从而走向了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缺陷相反

的另一个极端。正如詹姆逊所觉察到的，奥、瑞符号学所

采取的经验主义方法尽管使其避免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

共时性思维，却使符号学的考察对象被彼此隔绝，而无法

从整体上去认识对象，也就使其无法如结构主义符号学

那样被有效地运用于对社会和历史整体的分析与探讨，

“在我们尝试决定指称物的意义时，相同的本体论解散现

象(ontological dispersal)、相同的离散而经验式的破碎会

被人所感知”，这种状况也使符号学家“在承认指称物的

作用时却将其束之高阁”(“The Prison”211)，从而在符

号学被应用于社会文化分析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着

重考察的一系列社会因素无法得到有效的审视与分析。
在此基础上，詹姆逊对两种符号学体系的表意功能

及认知方式进行调和。在他看来，“整个符号系统、整个

语言( langue)领域与现实自身平起平坐;换言之，语言体

系的整体与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有被组织化的结构彼此

类似，我们对对象的理解是从一个整体或完形(Gestalt) 到

另一个整体或完形来完成的，而决非在一一对应的基础

上”(“The Prison”33)。詹姆逊援引完形心理学理论，指

出作为指称物的现实环境能够在形式上产生与主体意识

领域相应的构型，换言之，现实环境总是作为整体被纳入

意识领域内。同时，意识领域通过系统化的语言符号，对

被内化为心象的现实环境进行分门别类的概念化活动，

完成符号分节(articulation)过程，使得语言体系能够从整

体上意指现实世界。这样，詹姆逊便在理论上实现了对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系统论和英美符号学的经验主义的调

和，使符号学在发挥社会文化分析功能时，得以同时兼顾

对社会的抽象整体和客观现实双重层面的观照。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詹姆逊将英美符号学的三分

法式符号概念运用于其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实践中。有趣

的是，对于符号的各构成因素，詹姆逊并未采取奥格登、

瑞恰兹的“象征—指称—指称物”的表述方式，而是比列

斐伏尔更为直接地以“能指”、“所指“和“指称物”组合成

新的符号概念。这种全新的符号组合方式，并不仅仅意

味着符号概念表述方式的变化，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

意味着詹姆逊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系统论特质与英美符

号学的经验主义特质结合起来的尝试。
詹姆逊运用所创立的新符号概念，通过能指 /所指和

指称物间关系的裂变维度来审视社会文化状况，与列斐

伏尔的符号学实践极为相似。这种实践集中体现为詹姆

逊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特质所进行

的历史性维度的分析(詹姆逊 279 － 82)，他从德勒兹、伽
塔列和曼德尔的著作中获得灵感，将西方国家的历史社

会形态划分为“前资本主义时期”、“市场资本主义向垄断

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和“跨国资本主义时期”三个阶段。
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社会文化

符号化、体系化的特征的认识(“The Prison”ix)，詹姆逊

从符号学角度对三个阶段所分别对应的文学形态———现

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进

行了分析及归纳: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语言的能指 /所指

准确地反映外在的指称物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语言在资

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物化( reification) 作用下，能指 /所指脱

离指称物基础，独立地构造虚拟的文学世界;对后现代主

义文学语言而言，能指与所指彼此分裂，能指随语境的变

化而获得不同的所指意义(詹姆逊 282 － 86)。
此外，詹姆还通过对录像文本的观察，对资本主义内

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形态完成了进一步的符号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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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中，对社会指称物的考察依旧是其符号学分析的重

要维度(Jameson“Ｒeading”219 － 23)。由此，詹姆逊以

其特有的符号学理论，对西方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阶段

的社会文化特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辨析，从而在历时

性层面阐述了其观点独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结 语

通过对霍尔、柏格森、列斐伏尔及詹姆逊等马克思主

义批评家相关著作的分析，不难看出指称物在马克思主

义批评理论的符号学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

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将指称物概念纳入自身的批评

体系，绝 不 仅 是 简 单 的 术 语 援 引，而 是 具 有 多 层 重 要

意义:

首先，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完成“文化转向”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借助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

文化批评实践时，意识到结构主义符号学重共时性分析、

轻历时性表意实践的方法特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

法存在严重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对指称物的运用，使马

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得以有效达到对社会现实进行观照与

分析的目的，从而弥补了此前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所

产生的方法缺陷。

其次，作为西方两大符号学传统，索绪尔结构主义符

号学与英美符号学在哲学谱系渊源、方法论基础及符号

实践的侧重维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批

评理论对指称物的分析与运用，是以两大符号学传统各

自的方法优势对对方的缺陷进行弥补，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对两者进行了理论汇通。

再次，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分析与应用，

使指称物这一一度受到符号学界忽视的重要概念，重新

获得符号学界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也由此在符

号学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对指称物的运用，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批评

理论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及社会语境中所具有的与时俱

进的时代性特征;同时，通过指称物概念对两大符号学传

统进行理论汇通的工作，也令人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在人文科学知识领域内无可辩驳的元语言地位叹服不

已。当然，指称物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内的建构，只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符号学知识进行社会批评实践的冰

山一角，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符号学因素的发掘和

探求，仍有漫长而曲折的研究之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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