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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

内容概要

《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从符号学的视角，在梳理陇中民俗剪纸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历史
谱系的基础上，分析陇中民俗剪纸的形式构造与符号特征，揭示符号指向意义的动态化过程、解释项
的延伸与流变、意义的类型及其功能。从双轴关系和修辞手法两方面对陇中民俗剪纸的叙述方式加以
探讨，并对剪纸艺人的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做尝试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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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女，甘肃定西人，硕士，现执教于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文化符号学，发表相关论
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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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当年曾经是个血里流着荷尔蒙的“文青”，哪怕他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训
练，而且不辞辛劳，冒着生命危险，在亚马逊森林里做印第安社会的调查，他的头脑依然是感性的，
浪漫的。后来汇合成《忧郁的热带》一书的笔记，写得文情并茂，情感沛然，以至于“龚古尔奖”委
员们希望这是一本文学作品，可以给法国最高文学奖增色生辉。怀抱着如此敏锐的感觉，面对如此生
鲜活泼的奇异文化，列维-斯特劳斯收集了一个人类学资料的大宝库。他占有了一座宝山，只待他说出
亚马逊丛林的秘密。但是他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些纷繁复杂的材料，如何从中得出人类文明的规律。直
到1941年他作为犹太人逃离法国，在纽约邂逅了语言学家，俄国人雅克布森。下面的故事，是现代学
术史上尽人皆知的一个故事：雅克布森闲谈似地告诉他，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者从索绪尔符号学发展出
来的一些基本想法。列维-斯特劳斯何等聪明人物！一点即通，豁然开朗，突然就明白了他那些人类学
材料中，隐伏着一套文明的构筑方式。于是有了《结构人类学》，于是有了《野性的思维》，于是有
了《遥远的目光》，于是有了一代宗师，于是他的思想远远溢出语言河道，推动了宏大的二十世纪符
号学运动。但是我们读他的书，在冷静的术语之下，我们依然能感到他的诗一般的感性，他对部落文
化现象的细腻感觉，他对第一手材料的热情。由此，抽象的思维，在他的笔下成为一段动人的“野性
”的理论。读张淑萍《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写
作。这本书材料之生动丰富，让人爱不释手，一幅幅民间剪纸的朴拙厚重，几乎有后现代美术的风韵
。远离城市文明的细巧腻熟，这样生命力顽强的艺术，传承几千年而不沾历史的尘土，让人感到扑面
而来的陇中那块华夏民族熔炉的温度。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符号，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妆饰，仪式，习俗
，风气，多半都是符号，因为它们的意义超出实用之上：它们都是“无用之物”，但是它们是喜庆成
为喜庆、生日成为生日、丧葬成为丧葬的原因。没有它们，人类依然能结婚、生子、死亡，但就不是
文化式地结婚、生子、死亡，人类就过的不像文明的人，看来我们无法用真面目生存于世，必须给自
己戴上面具才有勇气自称文明。对文明的人来说，一切有用的衣食住行结亲打仗，都必须裹在无用的
符号里面，不然他们就只是作为缺乏灵魂的动物人而存在。符号使我们存在于一个意义世界里，而不
是仅仅活在物的世界上。这些拙朴的民间剪纸，呼喊着，跳动着，要求我们给出一个学理的回答。这
样一说，人类的文明化，似乎是个抽象化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虚拟化的变异。悖论的是，这
个过程非常具体，极为具象，符号的形象几乎让人觉得幼稚，像黄土高原的景色那么直率纯一朴实。
实际上符号载体本身不需要复杂：复杂的是符号把我们文明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民俗资
料，描写民风乡情的书籍，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汗流浃背从亚马逊森林归来时背囊里的那么多材料。
但是这些剪纸呼喊着拉着我们，要求我们理解，要求我们解读。张淑萍给出的解读是符号学式的，但
却是见解独到的符号学。她此书从陇中剪纸的一个个实例出发，画出了用符号学研究民俗的有效路径
。她的论辩的第一步是：符号是文明的实质，但是符号的具象性，迫使符号指称的对象“退出在场”
。“鱼戏莲，鱼象征男性，莲为女性”。我们看得到的只是鱼和莲，我们看不到男性女性，我们知道
这是指男性女性，这是社会文化的强加给我们的元语言。解读的强制性，好像给文明人戴上了面具：
男人有鱼面具，女人有莲面具。到这里为止，民俗学做得中规中矩。然而，符号并不停留于“一物替
代另一物”，符号进一步用自己的神奇力量创造世界，创造事物在世界上发生的可能。符号不仅仅是
代替对象出场，符号有能力反过来制造对象。在本书中，就是剪纸作为祈福的灵物的分析：用葫芦创
造多孕，用莲创造“连生贵子”，用猴吃桃创造“富贵封侯”。然而，貌似简单的剪纸，还能进一步
创造事物之间的秩序。此时剪纸作为符号，甚至能作为魔物演出巫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本书仔
细描绘的“叫魂”剪纸。“陇中叫魂仪式中，剪三个拉手红纸人人，放在孩子睡觉的炕头下，用孩子
的内衣粘叫魂人人，粘起来就意味把孩子被吓跑的魂叫回来了”。这就是符号民俗学应该走到的地方
。固然，人类学家一直明白这些巫术手法：“用孩子的衣服叫魂遵循的是接触律原理，用剪成人体形
状的拉手人人来叫魂，遵循的是相似律原理”。但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是符号及其解释，创造了
文化的元语言。因此，符号构筑对象，尤其是构筑事物秩序的能力，形成文化体系。构成文化的，不
是被符号指称甚至创造的对象，因为土地丰腴，人口繁盛，风调雨顺，事业顺利等等，这些希冀各民
族都是相似的，而文化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不同只能来自符号的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已经说过：
“原始思维以对秩序的探究为基础”。而凭着对中华民族成熟之地的陇中民俗的研究，张淑萍很清晰
地把这个结论往前推进一步：“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这是张淑萍这本书最值
得我们细细琢磨的地方，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值得读的理由。首发于符号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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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4648
2、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民俗文化的象征体系，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及其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是形
成民俗文化传承的要素。民俗符号学在学界早已有人倡导，但大多数并没有系统学习过符号学，所以
大多数先行者也主要停留在套用语言符号学常说常道的“能指/所指”，“编码/解码”的阶段，结果
“能指/所指”就被通俗地解释为“形式/内容”，而“编码/解码”也变得像做数学题一样。与此类似
的现象是，很多学术专著和论文可以满纸都是“符号”，但可以没有一个“符号”是符号学意义上的
“符号”，满纸都是“叙述”，但可以没有一个“叙述”是叙述学意义上的“叙述”。但张淑萍女士
的这本《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可以说是用理论符号学的系统知识解析民俗现象的佳作，
已初具民俗符号学的这一宏大领域的模型。笔者初学尚浅，试从以下几方面赏析该书：一，陇中剪纸
艺术的元语言背景“元语言”（metalanguage）本是语言学术语，语言学将语言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
，元语言就是谈论、解释对象语言的语言。在符号学领域，元语言本该叫做“元符号”，但起家于语
言学的符号学借用语言学的术语已经约定成俗，无可厚非。元语言是符码的集合，而符码是对符号单
元的解释，赵毅衡先生认为元语言的集合构成意识形态，所以这就自然构成了“符码—元语言—意识
形态”的三层谱系。在张淑萍女士《陇中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梳理了剪纸
艺术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这些是我们“正解”剪纸艺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该书第三
章，作者从列维·布留尔有关原始隐喻思维入手，分析了剪纸艺术的图腾信仰、巫术、宗教背景。作
者认为剪纸的原初文化功能应该是巫术灵物，而且越往前追溯，这种功能越强大。二，民俗剪纸的系
统分类符号的任意武断性和像似性是关于符号特征常论不休的话题，皮尔斯与索绪尔很大的不同就是
他认为符号具有像似性，根据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皮尔斯将符号分为三类，即像似符号（icon），
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convention）。像似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仅仅借助自己的特征去
指示对象，不论这样的对象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它都拥有这种相同的特征。换句话说，符号可以
再造对象，例如作者在该书中说到的龙，凤凰，麒麟等形象，虽然符号看起来很生动很形象，但其模
仿的对象是虚构的不存在之物。更进一步，作者根据皮尔斯关于像似符号更细致的分类，描述了剪纸
艺术中的形象像似、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指示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通过被某个对象所影响而指
示那个对象。就指示符号被对象影响而言，它必然与那个对象共同具有某种质，就此而言，它指示那
个对象。指示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大多表现为时间上的接续关系或者空间上的邻接关系。在分析
民俗剪纸的时候，作者很诗意地说：“剪纸纹样中出现的一朵花，一只蝴蝶，一棵树，其意味绝不仅
限于此花，此蝴蝶，此树，而是指代百花盛开，蝴蝶翩翩，林木葱翠。从而隐喻春意盎然的春天景象
，也以自然界的美好类比人的生活和情绪的舒畅，让指示符号与像似符号之间产生跨界”。规约符号
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借助法则和常常是普遍观念的联系想去指示对象。作者说明了剪纸中剪纸的色彩
、主题、适用场合等为何呈现如此如此的规约。针对剪纸的符用对象，作者将剪纸分为事人剪纸、祭
祀剪纸和巫术剪纸。整体来看，事人剪纸在体现剪纸作为物而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表达着实用意义
，也释放出艺术意义。祭祀类剪纸主要用于祭神和祭祖，其中祭祖剪纸占了十之八九。巫术剪纸作为
与祭祀剪纸、事人剪纸相对等的一类民俗剪纸，至少有两类，即刻效验性和预防诱导性。前一类用在
难产、重病、叫魂等实用场合；后一类兼有巫术和装饰功能，主题多样化，主要包括辟邪、镇宅、祈
福等。洛特曼在《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一文中将文化分为主要指向表达层面的文化和主要指向内容层
面的文化，主要指向表达层面的文化，如严格仪式化的行为，强调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一一对应的关
系，二者不能分开；主要指向内容层面的文化，其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的联系相对自由，如艺术。我
们可以看到剪纸符号在实用意义（事人、祭祀、巫术等）艺术意义的滑动，也就是说洛特曼两种文化
分类之间的摆动。三，剪纸的符号修辞分析赵毅衡先生在其《符号学》一书中说比喻往往被认为是语
言的最本质特征，整个语言都是比喻累积而成。任何符号体系也一样，是符号比喻累积而成。在张淑
萍女士《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这本书里，作者详细分析了其中隐喻、明喻、曲喻、转喻
等符号修辞。在陇中民俗剪纸中，这隐喻普遍存在。比如花瓶和葫芦，因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肚大，
与怀孕的母体之间存在客观上的相似性，于是这两个不相关的事物间被人类赋予关联，将花瓶、葫芦
（喻体）投射到母体子宫（本体）上，形成互动，使之成为生育的符号。在分析提喻时，作者认为在
剪纸符号中，提喻的本体与喻体间的关系有单数与复数、类与属、部分与整体三类。象征是符号符用
理据性的累计，在文化传统中，剪纸艺术对于族群感和认同感功莫大焉。四，剪纸艺术的双轴操作索
绪尔将语言的双轴操作分为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聚合）。雅各布森在此基础上更明确提出了选
择轴和结合轴。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一书中说“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形成，就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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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因此是隐藏的；组合就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可以说，聚合是组合的背景，组
合是聚合的投影”。张淑萍女士在书中介绍了“阴剪”与“阳剪”两种剪纸手法，这一特征与雕刻印
章同理。但笔者认为这种手法用于分析“背景/前景”似乎更恰当，对于分析符号双轴关系似乎并不明
显。组合与聚合的二分意义不止如此，可以说某些文化的组合特征更突出，某些文化的聚合特征更突
出。洛特曼在《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一文中说，对立和替换是人类创造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中两种主要
的区别原则。其实在这些符号学机制中就蕴含了人类学所说的“集体性选择”与“集体性失忆”，被
记录下来的部分成为无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中的“幸运者”和“幸存者”。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文化都
是选择与结合，或者说组合与聚合双轴操作的结果，剪纸艺术是滚滚洪流的历史中的“幸存者”。作
者：朱林来源：符号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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