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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相结合的年轻学科 , 认知符号学在形成之初就确定从认知角

度研究一切文化符号, 破解意义生成的认知结构和过程 "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 认知符号学被影

视 !文学 !广告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运用, 以解决学科的认知问题 , 拓展着学术领域 "而认知心

理学中, 符号表征的认知规律 !认知图示和社会认知等理论 , 可以为这个学科的理论建构提供更

多的开放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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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符号学(co gul tive se m iotic s )是一门从认 领域 , 以及具身化和非具身化的各种方式提供新的

知的角度研究意义的科学 , 它试图对包括语言在内 见解 , 从而在人类认知和人类符号经验和行为方面

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 , 寻求对人类意义生 进行创建 !对话 !辩论和合作 ",,I 2]

成的理解 " 0ll] 因为同时借助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 那么, 认知符号学的研究者究竟在研究什么?胡

理论 , 认知符号学的目标进人了人类意义生成的认 壮麟指出, 该学科旨在 /将认知科学和符号学传统结

知结构和过程的研究 "具体而言 , /认知符号学的 合起来 , 研究意义 0, 并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六项主要

任务就是阐述结构符号模型 , 对认知领域的研究结 内容:施事 !意识 !认知诗学 !新结构主义 !人类符

果予以综合考虑 , 从而将两方面的基本贡献融为一 号学和生物符号学 !美学认知阎"

体"0ll] "作为符号学领域内的新成员 , 认知符号学 中国第一个提出认知符号学概念的是苏晓军[.] ,

正试图追寻并分析符号意义研究的最新发展 , 探索 他从开放性的研究视角出发 , 认为 /认知符号学是一

和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与对话的可能 , 促进人文科学 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意义的科学 , 它试图对包括语

的跨学科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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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符号学不仅研究自然语言的

一 !认知符号学的缘起 意义构建, 同时还研究语言与注意系统之间的关系,
研究图画结构 !音乐结构等 "这是一种广义的认知

/认知符号学 0应该算是符号学领域中的一个年 符号学 , 在这一定义范围内, 包括皮尔斯符号学在

轻成员"2007年国际学术刊物((认知符号学 6在丹麦 内的一切从认知角度进行的符号研究都属于认知符

正式出版 , 发起人为丹麦的C as e W 七Ster n R es er ve 大 号学 "而狭义的认知符号学则指的是认知科学内部

学认知科学系的认知和文化中心以及 A ar hu s大学 的符号学转向"0[s] (见表l)

的符号学中心 "这一学派认为 , 人类的头脑既 /认 就认知符号学所说的符号而言 , 苏晓军更倾向

识事物0, 也 /感受事物0, 所具有的思考和感觉的能 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 "同样 , 郭鸿也认为 , /皮尔斯

力是互补的 "这本杂志的问世标志着认知符号学作 符号学就是认知符号学 "0[6l

为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已经从起步阶段逐渐走 认知科学是当代新兴 的研究门类 , 被看做

向成熟 "该杂志定位为 /M ultidi seiplinary Journalon 是 20世纪世界科学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认知心

Me an in g and Mi nd 0, 意为 /研究意义和心智的多学 理学的理论奠基人福多 (Fu dor )在谈到认知科学学

科学术期刊 0, /力图整合认知科学 !符号学和人文 科组成时说: /标准的一致意见是 , 核心学科是计算

科学的方法和理论 , 最终目的是对人类意义产生的 机科学 !语言学 !哲学 , 也许主要是认知心理学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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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观点 , 认知心理学是中心学科 "然后是神经

科学 , 人类学的某些部分以及与此类似的领域 "0 /如

果你是认知心理学家 , 但不知道这些领域的东西 , 那

么你是认知心理学家但不是认知科学家" 0=水就是

说 , 认知科学是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

认知科学试图对知识的本质 !构成 !发展及使

用进行探究 , 研究人类从感知 !行为到语言 !推理的

2 3

所有智力形式 "在认知科学里 , 智力的运用称为认

知 " /在众多有关认知科学的学科中, 认知心理学 !

人工智能和认知神经科学普遍被视为认知科学的三

大核心学科 ",,l v]3 对于文化符号研究 , 本文主要选择

认知心理学作为分析对象 , 揭示在认知过程中 , 认

知主体及其对象文本的内部心理机制 , 即信息是如

何获得 !贮存 !加工和使用的 "

表 1 符号学代表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比¹

符号学理论 理论框架 研 究 方 法

以索绪尔为代表

卡西尔 !岳克斯库尔

胡塞尔 !梅洛一庞蒂

以莫里斯等为代表

皮尔斯

语言符号观

生物人类学符号观

现象学符号观

行为主义符号观

认知符号学

符号作为文化的约定俗成 , 传递信息, 主体分享经验

符号是调节性行为"符号是动态的现实 , 基本功能是表征

把符号看成是意识的构块

符号学是一种学得行为的理论

着重研究思维 !认知

1879 年 , 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实验室 , 标志着心理学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跻身于科学之林 "在以什么作为研究

对象的问题上 , 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甚至反复 "

/全部心理学发展历史中研究方向的发展都可

以从行为主义到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线

索 "这个研究方向发展的线索就是认知研究的回

归 ",,l s] 认知心理学是在心理学家对行为主义观点

开始表现出怀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 如果说行为

主义是否定 !忽视或轻视认知等心理 !意识活动的

革命 , 那么认知心理学则是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只

研究人的外部行为的实证观念 , 而把人的心理活动

和意识活动再次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 回归认知

等意识活动的一场新的革命 "

一般认为 , 1956年是认知心理学诞生的第一年 ,

至今认知心理学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大潮流 ,

并且已经渗透到其他领域 , 如社会心理学 !传播学 !

经济学等许多领域 "

心理活动是人类思考和交流的一种特有能力 "

而 /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观点或原理研究心理

现象的科学 "主要研究内容包含心理加工过程的整

个范围 ) 从感觉到知觉 !神经科学 !模式识别 !注

意 !意识 !学习 !记忆 !概念形成 !思维 !想象 !记

忆 !语言及其发展过程等 "0101 1实质是研究心理的表

征 , 这是贯穿整个认知心理学的核心问题 "

二 !认知符号学研究的扩展脚步

符号学 /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

领域,,l l0] , 人们面对的世界本身就漂浮着多姿多彩

的符号 "随着认知符号学的兴起和研究的深人 , 人

们开始尝试将认知符号学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尝

试 , 以期解读这个愈益纷杂的符号世界 "

在 C N K I选择全部在线数据库以题名的精确方

式输人 -认 知符号学0, 有 12 篇文献 , 输人 /认知符

号 0, 有两篇文献 , 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刘搜的博士

论文 5基于认知符号架构下电影深层体系初探 6和

陈朝霞的论文 5现代科技英语课堂认知符号的再构

建 6[l1]"模糊搜索 /认知符号 0, 有79 篇文献 , 此类文

献多数是从认知 !认知符号 !认知心理等角度与符号

领域的某类文本现象进行交叉研究 "选择关键词输

人 , 共有文献 1434 条 , 选择摘要输人 -认知符号 0共

有文献 3530篇 , 选择主题 , 共有相关文献 4890 条 ,

这些文献涉及教学 !汉语现象 !词汇 !翻译 !小说 !

电影 !人工智能 !艺术设计等º"虽然以认知符号为

特定研究对象的文本屈指可数 , 但是用到相关概念

的文献却数量巨大 , 说明认知符号获得了一定程度

上的关注 , 但同时对认知符号的关注仅仅停留在片

面的程度上 , 专门研究认知符号的文献 , 以及以认

知符号为角度 , 对系列文本 !类型文本进行系统研

究的文献 , 都非常贫乏 , 以这个角度或者这种方法

进行研究的空间超乎想象的巨大 "

这些文献主要涉及以下研究领域 :

l) 认知符号与认知语言学 "王萍认为语言是语

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对应符号系统 , 是建立在两种

不同事物之间 , 通过心智形成联想的 , 语言的研究

不能脱离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 "人脑中的知识是以

符号表征的 , 知识表征存在于人的心理表征系统之

¹ 此表由笔者综合苏晓军与郭鸿的观点而成"
º文献检索截止时间为2012 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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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12]"

2 )认知符号与课堂教学 "如宋欣雄等认为 , 认

知范畴作为认知概念储存于大脑中, 其外部表现为

语言中的词 "一词多义现象源于大脑存储事物和概

念的局限性和事物及概念之间的相似性 , 是人类认

知概念的多义性在语言上的表现 , 是人类认知范畴

化的结果 ,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人类认知的经济性原

则113] "

3) 认知符号与新闻"如阮小玲介绍了皮亚杰 /发

生认识论 0及相关受众心理图式 , 考察了其对新闻传

播及社会发展的影响[l. >"

4 )认知符号与电影 "于方尝试运用符号学 !认
知心理学理论对传统文化符号在影视中的运用进行

学理分析 , 并认为中国现代电影的创新关键之一在

于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深层挖掘 !全方位借鉴和创造

性的应用I-5]"

5 )认知符号与诗歌 "认知诗学本身就是一门交

叉学科 , 因为它是意义符号学和关于思维的认知科

学的汇合点 , 可以说文学与思维互相呈现 "诗歌语

言符号的认知过程 , 又是文学解读的必要条件 "世

界激发我们思维产生意义的方法常依托于文学 , 而

诗歌则更是语言的起源 "

6 )认知符号与汉语现象"张积家等通过两个实

验 , 考察了 /上下意象图式 0对汉语成语感情色彩加

工的影响lls >"研究结果支持隐喻理论和具身认知

观 "

7) 认知符号与人工智能 "危辉强调认知结构统

一性的基石就是基于神经生理基础的 !以知觉的心
理生理学解释为依据的 !对语义的直接表达 , 这为

统一以神经系统动力学为模型的其他各种智能行为

提供了基础117}"

皮亚杰认为: /人类的智力活动都包含有一定的

认知结构 , 认知的获得必须用一个结构主义和建构

主义紧密连接的理论来说明 , 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

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 , 而心理发生就是一个从较初

级的结构转化为一个较复杂的结构 "0[lsl

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的过程使得我们可以真

正进人主体内心和符号文本来看待影视 !文学 !新

闻 !广告 !艺术设计 !音乐 !美术等具体文本的结

构及其内部运作 , 帮助我们清晰准确地把握 !读懂

文本 , 并因此带来更强烈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共鸣 "被

精确化的认知结构以及信息加工的观点使得分析性

的符号学不再因貌似冰冷的理论性而被束之高阁 "

无论是认知主体还是其对象文本 , 都渗透着人类的

智力活动 , 传达着认知过程 !结构与意义的关系 "

三 !认知符号学研究拓展的可能性

-认 知符号学 0应该算是符号学中的一个年轻成

员 , 虽然中西学界对认知符号有一些研究和探讨 , 但

是多围绕于理论讨论的层面 , 运用认知符号学对文

本的研究 , 还停留在片面和孤立的阶段 , 即还未对

认知符号学展开系统 !细致并且深人的跨学科体系

建构 , 实质上也是没有发现其他学科中与认知的系

!统关系以及产生的问题和效果 "
王寅认为 , -认 知符号学中所涉及的关键词大多

与认知语言学有较多重叠之处 , 如:体验感受 !主客

互动 !意象图式 !认知方式 !概念整合 !意义结构 !

隐喻转喻等 , 它们都可统一归人 -体验人本观,框架之

中作统一论述 "0[s] 这个观点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

进行认知符号的研究 "在理论上 , 或许无法比较认知

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涵盖主客体 , 但认知语言学

的体系建构无疑借鉴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从

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认知符号 , 重叠之处可以将

以上重叠关键词总结为 /符号表征的认知规律0, 此

外还多出一些新的领域:数字和音乐的认知 !元认

知及其应用 !情感认知 !社会认知 !认知的跨文化研

究等 "

借用认知心理学的分析脉络和原理 , 认知符号

学可以走更远的路 , 选择更多的方向 , 进行研究的

拓展和深化 , 不仅可以推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程 ,

对认知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也不窗于并非流于坐而论

道的学科拓展 "同时 , 当我们分辨出艺术认识活动

是由哪些活动构成的 , 还可进一步辨析它们同意识 !

潜意识 !无意识的关系 , 对文本的剖析也便更有深

度 !力度 "

认知心理学大致可以分为基本加工过程 !知识

的表征和组织 !信息的使用和操作 , 以及认知的个

体和情景差异等四大部分 , 有的学者进行新的尝试 ,

比如 , 何华将认知心理学除了划分为常规的七大部

分:知觉 !表象 !概念结构和记忆 !语言和言语 !思

维 !注意 !数字和音乐的认知 !元认知及其他;还划

分出生态学研究部分:认知心理的神经基础及临床

研究 !认知心理的社会基础研究 !认知心理的文化

基础研究 !认知心理学在人类认知发生 !发展和教

育的应用l0] "

通常具有操作性的方法大致如下 :

(一 )符号表征的认知规律

符号表征的认知规律即语言的智能处理 "语言

处理是语言的原则和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 它

包括生成和理解话语的内部过程 , 也包括学习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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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策略和范畴化 !隐喻 !转喻和转指等认知规

律 "

(二 )认知图式

认知语言学认为 , 在现实与语言之间存在 -认

知 0这一中介 , 即 /现实一认知一语言0, 认知是语言

运用的心理过程的基础 "认知过程中的心理图式理

论是心理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产物 "图式理论指当

人们通过不很精确的描写和不很强调同一性 , 去除

差异点 , 从不同结构中抽象出来的共性 "人类具有

对过去经历进行总结的能力 , 能从过去的经历中概

括出各种类型并确定它们的共同性 , 然后建立起知

识结构 , 并将其储存在记忆中, 用于以后理解类似

的文本 , 若遇到与以往经历相同的文本时 , 就会 自

动地运用这种知识结构理解当前的语篇 "图式是先

前知识结构在人脑中的结构化 , 是惯例的或习惯性

的结构化 , 它在经验的组织或理解过程中的作用相

当于 /概念骨架 0"人类在认识感知世界时 , 客观世

界的人 !物和事件在人脑中留下的印迹就是心理图

式 , 这种印记的体现方式包括意象和知识脚本 "

认知心理学中编码解码的过程已经成为认知符

号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 /人的审美活动首先是一种心

理活动 , 是主体内宇宙的精神活动 0 110 ], 即人们对

信息的注意 !表征 !记忆 !思维的一个认知过程 "注

意是人的认知活动的首要环节 , 其功能主要表现在

对人的认知活动的选择 !维持 !调节与监督 "而表征

是将外在现实世界转化为心理事件的历程 , 是将对

象的某些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以另一种对应的形式予

以表现 "

认知心理学将认知看做由不同环节组成的信息

流动 !加工过程 , 如 /刺激一感觉一记忆一反应 0等 ,

其中的每个具体环节便是一个具体活动 , 整个艺术

认识活动便是由许多具体活动构成的 " /文化是所有

具有意义的现实世俗 , 它在社会上的建立和巩固是

通过传播来达到的"文化塑造出我们的思维 !感受

和行动的方式 "0lz0 >/在大众传播媒介制造的符号程

序与受众的不断互动中, 文化在不断地被创造 !被

修复 !被改变 "0降-]在此基础上便可以进一步分析

这些活动之间的关系, 找出其中的规律 "

此外 , 认知符号学无法绕开认知心理学中的社

会认知概念 "社会认知 (soeialeognition )指的是能

促进同种个体间行为应答的信息加工过程 , 是一种

有益于复杂多变的社会行为的高级认知过程 "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环境下的认知 (角色心理 !社会

规范和群体影响等), 二是对社会环境或现象的认

知 (社会知觉 !刻板印象 !网络行为等 )101 226 "

人是社会动物 , 生活在各种人际交往的网络之

中, 常常需要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 , 比如他人的看

法 !意图 !愿望 !信念等 , 从而预测他人的想法 !判

断他人的行为 , 指导自身的社会行为 , 这种能力也

可以时髦地称之为现代人的情商 "

虽然社会认知看似早一种社会生存技能, 但是
同样促进对真实文本或虚拟文本的深度解读 "因为

在这些文本内外 , 不可能缺少人 ) 这一最为生动

同时也最为复杂的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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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rac t : A s a 扣 u n g d iseip li n e co m b in in g e og n itive seien ee an d se m iotics , Co gn itive se m io tics stu d ies al l eu ltu ral

sy m b o ls an d d ec o d es th e eo gn ltive St ruc tur e an d P roeess of m ean in g- ge n erat in n . In th e eo u rse of its d eve lop m ent ,

eogn itive sem iot iCS has bee n ext en ded int o the stu勿 offilm , telev is ion , literat ure , ad ve rtis ing an d ot her fields wi th the

in tent io n of so ly in g eo gn ltive P rob lems an d ex P an d in g th e 鱿 ad em ie terra in . T h eo ries o n th e se m iotie reP resent at fo n s o f

eogn itive Pro eess , eognitive illus tration , soeial co 酗 tion , ete一 w hlch are norm all y ineluded in se m iotie Psych ology一

e an b e son g ht o r eons u it ed to fu rth er d eve fo P the th eor et ieal sc o P e o f eogn itive sem io 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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