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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拟到表征再到自我指涉 
— — 论人类的三种符号崇拜 

■ 曾庆香 苏学良 邱秀聪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了三种符号崇拜：仪式符号崇拜、宗教符号崇拜和身份符 

号崇拜，并指出人类所崇拜的这三种符号的意指方式分别是模拟模式、表征模式与自我指涉模式。 

【关键词】 符号崇拜；巫术；模拟；表征；自我指涉 

法国学者拉康指出，符号是 “挖空存在使之成为 

欲望”的东西。即符号正是由于客体的不在场，才具 

有意义。 因此 ，某种东西在我们 内心所激发的情感 

会 自发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 这 自然导 

致符号崇拜现象。 

英国学者鲍曼认为，人类社会可分为两个阶段： 

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笔者认为，他这里 的人 

类社会应该不包含原始社会，因为原始社会或者以狩 

猎和采集经济为主，或者以渔业为主，或者以简单的 

自然农业为主。总之，他们只是利用简单的工具从大 

自然中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 ，而不是创造生活资料。 

而生产则是指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应该包括 

三个阶段 ：获取者社会、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 

本文试图厘清人类在这三个社会阶段的符号崇拜及其 

指代特征。 

一

、 人类的三种符号崇拜 

追溯社会发展的这三个历程，可认为人类符号崇 

拜的演变历程是 ：获取者社会的仪式符号崇拜，生产 

者社会的宗教符号崇拜 ，消费者社会的身份符号崇 

拜。而诸如英国的爱德华 ·泰勒，法国的列维 一斯特 

劳斯等众多人类学家把人类的智力演化划分为三个阶 

段 ：巫术时代、宗教时代和科学时代。人类学家的阶 

段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人类符号崇拜演变历程的 

佐证。 

1．仪式符号崇拜 

在获取者社会，即原始社会，人类靠天吃饭。这 

使得那时的人们对大 自然或者大自然中与他们生存攸 

关的某种事物充满了崇拜与畏惧。如由于埃及的食物 

供应依赖于尼罗河的潮汛 ，因此他们最古老的神灵俄 

西里斯 的祭祀仪式和历法都依赖 于尼罗河的潮汛。 

为了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 ，于是人们举行各种仪式进 

行控制、祈祷、祭祀、赎罪，以取悦于他们所认为的 

能够控制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的神圣事物或者 

超 自然力量。 

在原始社会，人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相信宇宙存 

在某种超经验、超 自然的力量，而且认为只要通过特 

定的仪式便能得到这种力量的帮助。“倘若真的有人 

仅凭一句话或一个手势，就能够调兵遣将 、斗转星 

移、呼风唤雨，对原始人来说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在 

原始人看来，借助仪式使土地肥沃、猪羊满圈，使 自 

己繁盛兴旺起来，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就像在 

我们的眼里，利用农学技术手段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 

一 样。”⑤因此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着仪式崇拜 ：无论是 

生命转折，还是部落节 日；无论遭遇天灾人祸 (譬如 

长期干旱，或者亲属去世 )还是 出现失意困扰 (譬 

如不孕不育，或者诞下双胞胎)，都会求助于仪式。 

而对仪式的崇拜之所以是对仪式符号的崇拜，一 

是原始人认为主宰宇宙中的一切的 “神秘的 (或非经 

验的)存在或力量”因看不见、摸不着而在仪式上 

被化约为一种符号，这使得崇拜 “神秘的 (或非经 

验的)存在或力量”变成 了崇拜指代它的符号。原 

始社会的仪式崇拜实质上是巫术仪式崇拜@，而 “原 

始巫术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由于人们创造了支配 

现实的形象，人们就能实际地支配现实，⋯⋯因此， 

以事先施行的祭仪作为实际活动获得成果的原因” 。 

卢卡奇的这一观点 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在原始社会，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播符号研究”(项目编号：08CXWOIO)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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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形象 (即符号)被原始人认 为具有一种魔力， 

这样才成就了巫术，也促使他们诸事求助于仪式。 

二是仪式本身就是 由一个个符号组成 的体系： 

“每一类仪式都可以看作象征符号的布局，一种 ‘乐 

谱’，而象征符号则是它的音符。” 

在原始社会 ，仪式符号的崇拜最突出地表现在图 

腾膜拜。“图腾首先是一个符号，是对另外某种东西 

的有形的表达。” 因此，图腾崇拜实质上是图腾符号 

崇拜。 

总之，原始人相信，只要举行对应的仪式，即只 

要有那些仪式符号 ，他们形形色色的问题就能迎刃 

而解。 

2．宗教符号崇拜 

随着人类在物质领域从获取阶段进入生产阶段 ， 

这时的人类已经凭借 自身的知识与大自然的条件生产 

出剩余产品，这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奠定了 

基础。为了维护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巩固业已形 

成的社会分工，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利用人们心 

目中的 “万物有灵论”等自发宗教意识，控制神权， 

而创造了人为宗教。因此，人类的精神领域也相应地 

从巫术时代进人到宗教时代 (有的学者称之为由自发 

宗教时代进入到人为宗教时代)。 

与仪式一样 ，宗教的存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符号的 

存在。缪勒指出：“一切宗教 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 

承认有神灵的存在，那既不是感性所能领悟的，也不 

是理性所能理解的。”弗雷泽也认为宗教是通过讨好、 

邀宠、取悦于神灵 以实现 自己的 目的。 显然，神灵 

是看不见摸不着又不可接近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于是，人类便制造各种符号代表神灵，如布亚特人常 

常以木头 、金属、蚕丝、动物皮 、羽毛等各种材料构 

思神灵的图像，“制造图像的目的，是为了给神灵提 

供一个实体居住地”@。这样，神的符号便成为神的 

替代品，“象征 (即符号——笔者注)并非用来当作 

概念的同义字，或是众神的单纯复制品。相反的，象 

征具体地扩大了心中意象的特质、并对这些特质加以 

评论、凸显，让它们也成为主体。” 这样对神灵的 

“讨好、邀宠、取悦”，实质上变成了对神灵符号的 

“讨好、邀宠、取悦”，因此 ，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一 

种宗教符号崇拜。 

这种宗教崇拜的实质为宗教符号崇拜的典型表现 

是，人们对亵渎宗教符号的行为的不可容忍，如2005 

年美国 《新闻周刊》 透露，美军在关塔那摩监狱里 

曾经以亵 渎 《古兰经》 的方式作为打击穆斯林囚犯 

意志的手段。这引起了整个穆斯林的强烈愤慨。 

因此 ，人类对宗教的信仰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符 

号 (及其世界)崇拜。只不过，由于宗教符号的表 

征方式 、其符号所指的神圣性以及所指等同于指涉物 

的误识，掩盖了宗教的符号特性。这如同人们照镜 

子，人们只看到镜中的影像，而忽略镜子本身。这种 

情形类同人类看待巫术，人们以为巫师驾驭着一种超 

自然的力量，而实质上，巫师操控 的只是 “巫术” 

符号而已。 

3．身份符号崇拜 

不少人类学者指出，人类有许多属性，基本的属 

性除了 “生物存在和经济存在”之外，还有 “故事 

的讲述者 (storyteller)”，即符号存在。 显然，“生物 

存在和经济存在”是马斯洛的物质性价值需求，而 

“符号存在”则是其精神性价值需求。人类对符号存 

在的追求是与取得荣誉、博取尊重的本能需求紧密相 

连，而荣誉与尊重的来源则是通过诸如力量、财产 、 

金钱和消费等各种竞争后所显示的身份地位的优越。 

因此，人类的 “符号存在”属性，即精神价值需求 

决定其对身份地位的追求，对符号资本的角逐，或者 

说，人类的 “符号存在”的形式便是其符号资本， 

“符号资本涉及到对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 

累”蟹，拥有符号资本就意味着获得社会和他人的欣 

赏、尊重与佩服，并进而获得其他服务 与物品。总 

之，对身份地位的追求 、对欣赏与尊重的向往是一种 

人类潜藏的本能。 

在消费者社会，其符号运作，即 “物品 =符 

号”，且 “消费符号 =身份象征”，极大地刺激了这 

种本能的释放 ，甚至放大了这一精神价值。物品 “要 

成为消费的对象 ，必须成为符号”，消费过程是 “一 

种符号的系统化操纵活动” ，“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 

吸收的过程”。物品的符号化使其本身 “都彻底地与 

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而 “对应的是 

另一种完全不 同的东西” 。因此，现在的商品交换 

更多的是一种符号交换、一种象征交换。 

由于 “物品 =符号”，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区 

分与对立是符号最重要的特性。因此物品符号化的过 

程，也就是社会进行区分并显示差异的编码过程 ，即 

进行身份定位的过程。 “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普 

通大众不仅被生存所迫的劳动之需所控制，而且还被 

交换符号差异的需要所控制。个体从他者的角度获得 

自己的身份，其首要来源并不是他们的工作类型，而 

是他们所展示和消费的符号和意义”凹。 

由于 “消费符号=身份象征”，导致人们理所当 

然地认为，身份有差异，消费的商品也应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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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消费符号与身份象征紧密相关 ，所以消费符号 

常常成 为那些具有 “地位恐 慌” 的人们 用来仓 造 

“地位假相”的手段，即他们通过消费比自己地位更 

高、或者 自己视为理想的阶层的物品符号 ，以摆脱 自 

己所属阶层的身份，并获得更高阶层的身份幻象。在 

以往的社会中，身份地位只能依靠恩赐，如家庭出身 

来获取，而在消费社会 ， “消费符号 ：身份象征”， 

这导致在很多情况下能达到 “想在无法通过恩赐拯救 

的情况下通过 自身的努力来拯救” 自己的地位等级的 

目的。由于存在着通过消费符号来表现身份的现象， 

导致身份更高的人只好追求更高等级的商品。如此循 

环往复，最终导致消费的主体，沉浸到这种 “社会地 

位能指秩序”，即身份象征之中而不能自拔 ，沉浸到 
一 面在其中极端扮演 自己的镜子之中。 

人类的这三个符号崇拜历程，可从以下事实得到 

佐证 ：在获取者社会，一个人如果难受 ，不知如何应 

对 ，他会举行仪式。而在生产者社会 “一个人如果难 

受 ，不知如何 是好 ，他 也许会去教堂，也许会闹革 

命 ，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 

解脱呢?去消费!”凹 

二、三种符号崇拜的指代特征：从模拟到表征再 

到自我指涉 

福柯将符号与现实的逻辑关系演进顺序总结为相 

似性模式 、表征模式和 自我指涉模式。∞纵观从仪式 

符号崇拜到宗教符号崇拜再到身份符号崇拜可发现 ， 

人们所崇拜的符号的指代方式也同样依次经历了从模 

拟模式到表征模式再到自我指涉模式的过程 ，即相似 

性模式在仪式符号中表现为模拟模式。不过在此强调 
一 点，此处的仪式符号的模拟模式并非指所有符号而 

是指大多数符号以及支配性符号是因模拟而产生，其 

他两类也是如此。 

1．仪式符号：模拟模式 

无论是现代社会的仪式 ，还是原始社会 的仪式 ， 

它们几乎都是由场景、动作 (包括舞蹈 )、话语 (包 

括歌曲、咒语)、实物等组成。而这些符号的形成大 

多数是通过模仿的方式得以产生。因为在原始社会 ， 

人们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巫师 

认为，“通过模仿就可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 。如在 

北美洲的奥马哈印第安人部落 ，每当旱灾肆虐 、庄稼 

枯萎之时，部落中的宗教性组织野牛会就会将一个巨 

大的罐子装满水，围绕着它婆娑起舞。其中一个舞者 

从罐子里喝一口水，然后朝向空中，喷水成雾 ，用以 

模拟雾气和毛毛雨。然后，他们把罐子倾倒 ，让水流 

到地上，众人纷纷趴到地上喝水 ，弄得 自己满脸泥水 

模糊。他们相信这样就能够让天降甘霖 ，浇灌庄稼。@ 

仪式的模拟不仅使实物成为符号 ，而且其中大多 

数的动作、场景都是通过模拟而成为符号。正是因为 

模拟的原因，导致原始社会的仪式符号不少由自然界 

的事物充当。而这种模拟在原始社会的大量存在是由 

于原始人类的思维具有集体表象和互渗律的特征 ，@ 

导致他们在这些 自然界符号身上既能看到事物 的表 

象，又能看到人类社会的身影。因此，他们便用事物 

的表象指代着人类社会的身影。如恩登布人仪式中的 

支配性符号穆迪树 ，由于会分泌类似于人类乳汁的白 

色乳胶 ，而被赋予 “乳房”、“乳汁”、“哺乳”、“喂 

养”等感 觉极含 义。继 而又被赋予 “母 子关 系”、 

“部落风俗”、“母系继嗣制度”、“和谐、仁爱”、“依 

赖”、“上学”等理念极意义。锄显然，这些符号的感 

觉极意义是建立在能指与所指的相似性基础之上，即 

具有一定模拟性的基础上。虽然理念极的意义越来越 

抽象，但都与其感觉极意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思 

登布人之所以把奶树视为 “部落风俗”和 “上学”， 

在于他们分别认为部落习俗能够滋养部落成员，孩子 

接受训导 (即上学)就类似婴儿吮吸乳汁。 

后来，仪式的精神虽然瓦解了，人们对其灵验的 

信念消失了，但仪式本身，即仪式的模仿特性，却保 

留了下来。@ 

2．宗教符号：表征模式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把符号分为 肖似符号、指示符 

号和象征符号 (Symbol，指语言，有学者将其翻译为 

表征符号固)。由于仪式符号 因模拟而产生 ，因此它 

类似 肖似符号，而宗教符号则类同象征符号。 

正如福柯所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词与 

物之间，尤其是仪式象征符号与其所指代的事物之间 

存在着相似性。“当上帝本人把语言赋予人类时，语 

言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因为语言与物相 

似。” 文字的初始状态向我们证明了这一一观点的正确 

性 ，如我国的甲骨文基本都是象形字 、指事字、会意 

字 ；又如古代 的 四大文 明 的文字，几 乎都是 象形 

文字。 

由于模拟模式本身的局限性，人类便摸索出表征 

模式。表征 (Representation)的基本含义是 “一物代 

表另一物的行为”固，这说 明表征注重指代性，注重 

约定俗成性。虽然表征的内涵既包括形象表征模式， 

又包括语言表征模式，但与形象表征相比，语言表征 

更具有表征特性。而且虽然表征符号包括皮尔士的三 

种符号类型，但 由于 肖似符号和指示符号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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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象征符号的产生。且由于象征符号的便利性 ，导 

致其产生之后便占据了主导地位，语言表征也随之主 

导了表征模式。也就是说，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 

语言表征 ，以致语言表征成了表征的代表，正因如 

此，在皮尔士的符号三分说中，有学者把他指语言的 
“

symbol”翻译为表征符号。 

表征模式意味着符号与事物之间不再在表象上过 

于寻求相似之处，而是强调约定俗成。固约定俗成既 

意味着符号与事物之间不再强调甚至不再局限于 (显 

而易见的)理据性或者模拟性 ，又意味着符号与事物 

之间存在 (一定程度的)任意性。 

虽然在表征阶段，符号与事物之间不再具有像似 

性，但社会表征仍然与现实世界具有紧密的联系。 

“如果语言不再直接与自己所命名的物相似，那么， 

语言并不因此就脱离了世界；它仍以另一种形式成为 

启示的场所并包含在 真理被 宣明又被表达 的空 间 

中。”固这就是说 ，这时的符号表征不再纠缠于形似， 

即形式上的像似，而是寻求神似，即关系上的像似， 

即符号世界反映真实世界的本质，符号以真理的方式 

与事物存在着联系。当然，无论是神似，还是真理， 

都具有社会时代的局限性。正因如此，学者们认同人 

类所崇拜的宗教，实质上就是一整套关于人、自然、 

社会的理论体系，并且在历史与现实中也已经证明它 

们确实成为人类掌握 自然、掌握 自我、掌握社会的一 

种实践方式。 

正是由于符号的模拟模式存在局限性，而符号的 

表征模式存在着上述的长处，导致世界上的不少宗教 

拒绝图像模拟或者说形象表征，而赞成语言表征。如 

《圣经 ·创世纪》一开始就是神用 “言”或者说用 

“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的。与此同时，《圣经》中 

也非常明白地表达了对于图像的反对与禁止。如摩西 

十诫的第一条就是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 

什么形象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 

表征模式是人类从 “杰出的、严峻的和有约束的 

相似性形式”的符号中摆脱出来，进入到一个 “理 

性主义”的阶段。固 

3．身份符号：自我指涉模式 

由于功能的现实性、目的性，大多数的仪式符号 

显然指涉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的客观事物。如上所述， 

由于宗教的精神鸦片作用，使得其大部分的符号及符 

号世界的指涉脱离了现实世界具体的事物，而是虚无 

缥缈的希望 以及现实世界的综合、总体的把握。无 

疑，二者都是现实指涉，但相比而言，仪式符号比宗 

教符号的现实指涉性更突出。 

在消费者社会，身份符号 (即符号资本)更多 

地与现实没有多大联系，而是一种迷思运作曰。生产 

者社会中的那种 “符号与真实的辩证法的黄金时代” 

已经过去，“真实死了，确定性死 了，不确定性成为 

主宰”锄，即符号与指涉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被粉碎 

了，“指涉衰弱” 了。 

在这里，需澄清的一点是，符号与指涉之间的关 

系并非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符号与现实 

之间的关系。 “真实死了”，并非指所指死了。所指 

虽然与现实有关，但并不就是现实，它只不过是现实 

的心理再现，即所指是有关现实的概念。 

索绪尔曾经从两个角度考察符号项的交换，一是 

各符号项之间的替换对比，形成了符号的结构价值； 

一 是各符号项的指称交流，形成了符号的功能价值。 

由此他把符号项比做货币，前者类似于货币系统中各 

项之间的关系，后者类似于货币购买实际物品。 

由于身份象征不再与真实有关联，即符号虽然有 

所指，但所指并不指涉现实，因此其概念、命题无所 

谓真伪。因此，符号的指称功能价值消失，而只剩下 

结构价值，符号得以从现实中挣脱、解放出来。于是 

人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排列组合，这样就变成了 

纯粹的符号游戏。“所指价值被消除，为价值的结构 

作用提供了方便。换言之，结构方面获得了自主性 ， 

指涉方面被排除在外 ，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尸骨上。生 

产、表意、影响、实质、历史等指涉乃至赋予符号以 

某种有用的分量、亦即符号形式所代表的整个 ‘真 

实’内容 ，已经荡然无存。”够因为真实，即指涉物已 

经死亡，所以符号成了自我指涉，“词所要讲述的只 

是自身，词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曰。 

针对消费者社会商品符号的这种自我指涉，鲍德 

里亚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美拉尼西亚的土著 

人曾经被天上飞行的飞机搅得心醉神迷，他们以为那 

是神奇的大鸟。但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 

降落过。他们看到白人在地面上布置了相似的东西来 

引导飞机，于是就用藤条和树枝建造了一架模拟飞 

机，精心地划出一块夜间照亮的地面。于是，他们耐 

心地在那里等待着飞机前来着陆。接着他指出，消费 

中的人们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 

标志，然后期待着幸福的降临。我们知道，白人之所 

以能够引导飞机着陆 ，是因为他们的相似物是真实的 

着力引导系统，而土著人的模拟飞机与真实的着陆引 

导系统没有关系，所以空中的飞机 自然不会着陆。同 

样 ，在商品消费中，商品类似于土著人的模拟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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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赋予了幸福的含义，但却与真实的幸福没有关 

系，因此人们期待的幸福自然难以降临。如人们满怀 

希望地戴着象征永恒纯洁的爱情的铂金钻戒结婚 ，但 

永恒纯洁的爱情却并不会如期而至，更不会终身相 

随。因此，这些被赋予了幸福含义的商品只是自我指 

涉而已。 

综上所述，这三个阶段是指涉物逐渐淡出符号的 

视野之外的过程，同时是符号的自主性逐渐增强的过 

程 ：在模拟模式阶段，指涉物与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 

— — 符号紧密相连，常常出现于符号主体的视线之内 

而影响、左右他的符号行为；在表征阶段，虽然外在 

的作为 “参照物的世界、现实、日常生活仍然存在于 

地平线上”，但已经 “像一团已经收缩 的白矮星”一。 

也就是说，外在的作为参照物的客观世界对符号主体 

的影响力 日益衰退 ，而这个时期的符号更多的是能指 

和所指的结合 ，符号与符号的结合 ，且它们的结合似 

乎有它 自己的一套有机的逻辑 ，虽然如此，但客观世 

界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而在 自我指涉阶段，作为外在 

的参照物的客观世界，已经完全消失在符号主体的视 

线之外，符号已经完全能够 自主，并进而转变为一种 

能指游戏。这一演变过程其实就是 “话语”的 “能 

指／所指／指涉物的三元结构”逐渐被 “能指／所指 

的二元结构”再 被 “能指 的一元 结构”所 取代的 

过程 。 

人类符号崇拜的演变规律除了在指代方式上经历 

了从相似到表征再到自我指涉的演变外，还经历了从 

符号巫术到符号迷思 、从所指崇拜到能指崇拜的演 

变，限于篇幅，笔者会另文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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