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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些符号学家区别了传达符号学与意指符号学，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代码、对象、理论来源、发送者
意图等方面。这种区别对于符号化过程和符号学研究方法的探讨确实大有裨益。然而，这种研究很容易走向
极端，即只看到二者之间差异，看不到二者的统一之处。本文重点考察了传达符号学与意指符号学在符号形
成过程、代码、能指所指关系、文学作品等方面的相通之处和统一关系。笔者发现，符号的传达作用与意指作
用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处于相互依存、彼消此长、不断转换等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传达符号学与意指符号学
只具方法论上的差异，而在符号学本体论上是统一的，二者紧密地交织于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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