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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原理编扩展了一百年来符号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融合中西方符号学理论，建立一
个可用于分析人类意义活动的符号学体系；推演编具体讨论了符号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的复杂作用，让
读者理论与应用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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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难搜到><
2、具有启发性。
3、必须五星
4、赵老师的第三本书。厥词：不知道为什么，读赵先生的书总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几乎一字一句都
要不自觉地与之对着干，旁注“呵呵”“你觉得对吗？”。最受不了的是通篇狗皮膏药似地“笔者建
议”“笔者定义为”。总有一些东西是连我都能想到而没说清楚，或者没说，或者似说非说地不甘心
似地逃避。琐碎，自弹自唱，概念表达标准欠统一，很多地方有偷换概念嫌疑。不过看得开心又头疼
。小学老师教育我“信其师得其道”，怎么办？还是有收获的。
5、这书我大二大三各读了一遍，大四时又旁听了赵老师的课，对我影响很大。想起自己本想入赵门
，最后关头却阴差阳错没能成功，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6、强烈推荐读一下这本书，赵老师对于符号学定义、符号过程、表意、理据性、符号文本、符码等
原理介绍结合了大量生动的例证，完全没有理解负担；下编重点是符号学在文化、艺术、历史、传播
学等方面的应用，更是精彩。存疑的部分是”身份和符号身份“一章，遗憾的是重点介绍了皮尔斯的
理论，对于塔尔图学派涉及较少。
7、异常清晰明了，就是为了让人读懂的书。值得推荐
8、。。。。。。
9、一直有前后互相提示这点挺棒的，就算自己想不到也知道该在哪儿加强联系理解
10、此乃九翼道人武林秘籍。学前肯定是得自宫滴，看的我真的是尼玛了，可无限的失眠头痛还是换
来了最无限的美好体验
11、大二看的，没明白= =术语陷阱略多
12、为什么评分那么高我却觉得很烂？！二手贩子！骗人都骗不住
13、蛮不错的符号学书目。
14、虽然对符号学不感冒，但这本书写得确实很好，读起来舒服，许多有趣的例子信手拈来。
15、这段日子颇不平静，断断续续地看了好久才看完，真心解决了好多疑惑。。看中国人写的书果然
比译著好懂得多，此刻内心充满感激TTATT符号学的入门必备啊，强烈推荐给所有对符号学感兴趣的
还没入门的人。
16、想看
17、我书架上有30本以上的符号学书籍，这一本，我受益最多。
18、第一遍反正没看懂
19、例证丰富、生动，语言平实又不失主见。非常好的学术书。
20、在学渣看不懂原版更看不懂晦涩的译本时提供希望
21、读完后只剩下拜服的份儿，本学院有赵毅衡教授这样的大家真足以自豪了。第一次觉得学术书也
能引人入胜，而不是堆叠着枯燥乏味绕来绕去的概念和原理。正如页面下第一篇书评中说的那样，符
号学是一门“无用之学”，但是它能给我们一个万花筒，让我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生和世界
。哲学对我而言太高深，社会学、符号学这样的学科更让我着迷。
22、膜拜
23、总想起蒙文
24、以前觉得符号学并没有太多的卵用，但是结合影视文化研究这一领域和哲学的部分，就瞬间有意
思起来
25、以前总觉得符号学是“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人文社科的数学”、能够“解构和破坏一切”
，“中二期必备”。
naive！
26、我这个门外汉看得明白也看得很开心，结合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感觉提供了另一个理解事物的
角度。虽然有很多地方还是不太懂。
27、入门之作，简单易懂，章节之间相对较散，需要自己凝合。
28、首先，著述的语言和采纳的例子，都是清晰明了易懂平常的好妥帖。这很重要，考虑到中文语境
，非常贴心和贴近，不信去找本李幼蒸译的巴尔特文集试试。再者，能引起很大思考，像评价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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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漩涡，到最后推演的时候联系上了新儒家的一元元语言的困境，让我豁然，又忙不迭回头翻看，
想到了林毓生的观点种种，并从架子上抽出杭之的一苇集重读一章——这是好书的标准，引起思考，
回溯知识。再次，可能是点漏洞，在倒数第二章当今的符号困境中，举例和推演实在太顺畅了，并没
有见到对时尚的符号载体，消费的物质载体另一个维度演变的考虑，直通通的化用了贝尔、保德里亚
的批判，我觉得再斟酌一下，完善更好，毕竟套用现实中理论短板非常明显。最后，无论如何这是本
绝好的书，对于饱受翻译之苦形式之苦术语之苦的中文读者，美妙阅读妥妥的。推荐。
29、
30、符号学经典必读
31、还记得当年高中的时候读罗兰·巴尔特的《明室》和《恋人絮语》，以及买了看不下去的《萨德 
傅立叶 罗犹拉》和《罗兰·巴尔特自述》的时候。当时对符号学的印象还只停留在结构主义和索绪尔
这两拨人上，而且觉得完全看不懂，不在一个次元上。而对赵老师，之前还颇为八卦地谈及和虹影的
事儿。但在听完赵老师的一次讲座，觉得赵老师其人颇有英国绅士范儿，还很萌。在看完此书后，只
能说对其学养颇为尊敬和佩服。书的干货甚多，涉及符号学的诸多原理与推演。写得很清晰，富有条
理。尤为点赞的是，书中有大量鲜活的例子，这些还大多来自课堂，对帮助理解大有裨益。赵老师说
符号学是”文科中的数学“，而我这个理转文，对数学颇有兴趣的人，希望能借用这个工具，帮我更
好地分析和解决文科的问题。
32、这本书可以让一个小白拜托文献重负，不过个人感觉部分章节经不起追究。比如传媒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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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人“符号诗学基础”课程的读书笔记，关于赵毅衡先生的这本《符号学》。没什么学术价值
，也没人会care我这个小透明吧~所以就发到这儿喽。版权归本人所有。】　　巴尔特在生命中最后一
本著作《明室》里，提出了一对很有意义的观念。巴尔特用了两个拉丁词Studium / Punctum，赵毅衡
先生将这两个不太好理解词译为“展面 / 刺点”，我觉得既形象又精准。联系本书中有关于“标出性
”的理论，我个人对展面与刺点这对概念的理解是：展面即一个或一系列符号文本中遵循规范的、未
被标出的，用巴尔特的话来说就是“从属于文化”、“使我感觉到‘中间’的感情，不好不坏，属于
那种差不多是严格地教育出来的情感”。而刺点即一个或一系列符号文本中不一般的、被标出的，用
巴尔特的话来说就是“把展面搅乱的要素”、“正是这种东西刺疼了我”。赵毅衡先生将这一组概念
放在“双轴关系”这个章节来讲，再恰当不过，而他所定的译名也非常忠于巴尔特的原意，展面与刺
点这样的表述正好就对应组合轴和聚合轴。首先我觉得要明确的是展面和刺点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是
相互依赖的。没有展面的话就没有刺点，他们是相对而言的。这一对概念中，最值得研究的当然是“
刺点”。而“刺点”这一概念的讨论似乎并没有广泛展开，“符号学论坛”上对此的讨论也不多。我
仅以粗浅的符号学知识来谈谈我对这个概念的思考。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一书中并没有对“刺点
”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有两段类似定义的话：“刺点，就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就是日常状态
的破坏，刺点就是艺术文本刺激‘读者式’解读，要求读者介入以求得狂喜的段落。”“刺点就是在
文本的一个组分上，聚合操作突然拓宽，使这个组分得到浓重投影。”实际上这两段里刺点的特性应
该是不一致的，所以说“刺点”究竟是一个怎样具体的概念，很难用言语来讲清楚。我目前也没有能
力来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过我想反驳一下赵先生提出的“艺术是否优秀，就看刺点的安排。”
这一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刺点”全是人为设置的。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商榷。在下文中我会涉及到
这个问题。我无法准确定义“刺点”，但我觉得要能被称之为“刺点”，至少要满足一下几个条件
：1.在整个文本中令人印象深刻；2.本身要具有丰富的意义，或是给人以足够大的解读空间；3.不具有
替代性。既然“刺点”这个概念难以说清楚，我觉得可以从分类的角度来理清它。这个分类可能并不
严谨或者准确，但的确是我苦思冥想之后的理论结果。我觉得刺点可以大致分为下列五种类型（由于
我的阅历有限、知识层面较浅，所举例子大多来自电影和书籍）：一、突兀式刺点。这类刺点应该是
最符合“刺点”这个词给人的形象感。此类“刺点”就是通过打破秩序与常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不久前在戛纳电影界上斩获“评审团奖”的加拿大天才少年导演泽维尔·多兰的电影《妈咪》，
影片开始一直非常奇特的1:1画幅，中段整部影片情绪最欢快的镜头里，男主角冲着银幕打开双手，
将1:1的画幅扒成正常的银幕尺寸。这不寻常的一幕联结了电影的前后画幅不同的两部分，也联结了虚
幻的电影世界与观众所在的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意义丰富的刺点，在放映的时候就得到观众惊喜热烈
的掌声。欧美女歌手Minnie Riperton的代表作《Loving You》在05年“超级女声”的比赛中，因为张靓
颖的翻唱而被国内听众熟知。这首歌副歌部分清亮的海豚音无疑是“刺点”。在这样一首抒情作品中
，海豚音通过音高的骤然提升，成为整首歌最出彩的部分，带给听众非同一般的听觉享受。“痣”本
身并不美观，但少部分人的痣却被称为美人痣，这可能与本身五官的精致还有痣的形状大小位置等有
关。但当一个痣不仅没有减损面容的美感，反而增添了一些韵味时，我觉得这颗痣也属于“突兀式刺
点”。二、浓缩式刺点。这个类型的刺点就是赵毅衡先生谈到的“在文本的一个组分上，聚合操作突
然拓宽，是这个组分得到浓重投影”。他举得例子是诗歌中的“炼字”，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
的“绿”字。浓缩式刺点一般都是文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是整个文本的无可替代的高潮。比如
《红楼梦》中黛玉葬花这个情节，不仅是黛玉这个人物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行为，而且它暗含了整部书
的思想内涵，“葬花”实际上就是在哀悼那些女子。又如台湾导演蔡明亮的代表作《爱情万岁》中，
最后长达十分钟的长镜头就是一个浓缩式刺点。这个长镜头不仅展现了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慢节奏
、少对白、长镜头），而且镜头中女主角长时间的哭泣是整部电影情感的一个投影。这个长镜头无疑
是影片的高潮，同时也是观众在解读影片时不得不高度关注并深入思考的一个符号。类似的还有至今
未解禁的电影《苦恋》中，那句经典的台词：“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三、反复式刺
点。这一类刺点与“浓缩式刺点”有相近之处，是文本中有代表性的符号，不过这类刺点往往是一个
关键事物，通过反复出现来达到贯穿全局或是紧扣中心的作用。英文里的“The Key”可能更能准确表
达这个含义。最典型的例子是电影《盗梦空间》中的那个陀螺，它不仅直接与电影最重要的主题“虚
幻与真实”挂钩，而且于电影中反复出现，串起了整部电影。再如美剧《老爸老妈浪漫史》中的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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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整部剧集共有九季，讲述的是男主局泰德寻找真爱的故事。直到第九季，真爱才现身，而此时观
众才发现，其实前八季一直有她的身影，每当泰德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总有一把小黄伞从他身旁经
过，这把小黄伞的主人正是与他终成眷侣的那位女子。小黄伞所代表正是该剧原名“How I Met Your
Mother”中的核心人物“Mother”，尽管她在整部剧的戏份极少，但是却通过隐隐绰绰地重复出现成
为了全剧的刺点，串联起了整个故事，同时也给观众各种解读空间（比如“我们经常和真爱擦肩而过
”、“美好的缘分总是需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等等）。四、空白式刺点。这一类刺点与“空符号”
有类似的之处，但并不等同，只是说有一部分空符号在特定的文本中，成为了刺点，比如交响乐间奏
部分长时间的休止。原本按规范来说应该从头到尾一气贯之的演奏，因为这个长时间的休止跳出了规
范，这个不寻常的段落便成为了“刺点”，给听众更大的震撼与更广的想象空间。金庸先生的小说《
雪山飞狐》的结尾是全书最经典的一处，也是因为它是“空白式刺点”，胡斐最后那一刀究竟有没有
砍下去，作者没有给出结局，全凭读者自行去想象。这样的刺点不仅直接联结了文本创作与读者接受
，并且毫无疑问成为全书最为人称道的一个地方。不过我觉得这个刺点的成功也在于将整个文本放在
金庸所有创作里来看，它是唯一一个没有明确结尾的小说，如果金庸在多本小说中都使用这个技巧的
话，无疑会削弱它的出彩程度，甚至不能称其为“刺点”了。五、断裂式刺点。要讨论这个类型的刺
点就需要谈到上文中提及的那个问题：“刺点”是不是一定是人为设置的。我觉得答案是：不一定。
其实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中也讲到这一点：“刺点，就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就是日常状态
的破坏，刺点就是艺术文本刺激‘读者式’解读，要求读者介入以求得狂喜的段落。”虽然这段话的
表述我还有一些不理解或者说不认同的地方，但我觉得这已经可以让我归纳出第五类刺点——断裂式
刺点。其实这也得归功于唐小林老师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时多次提及的“症候式阅读”。“
症候式阅读”要求在文本的缝隙中寻找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东西，而我能想到也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这门
课上提到的郭小川诗歌《望星空》和“伤痕文学”代表作刘心武所写的《班主任》。这两个文本的“
刺点”并非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文本的缝隙，由此介入文本，进而从一
个非主流的角度来解读文本，获得新的解释意义。比如从《望星空》的前两节与后两节思想情感上的
矛盾出发，去分析作者当时的迷茫与焦虑以及可能存在的“自我保护思想”。从《班主任》中学生变
坏了的过程中教师的缺席与失语，解读出文本背后的避重就轻与当代中国只知识分子在自我批判与反
省上的严重不足。这些意义和解读都并非作者在创作时所设计好的，而是读者在解释文本的时候通过
”症候式阅读“，并联系伴随文本，所解释出来的。正是经过了这样的解释活动，文本中的这些符号
才成为了“刺点”，否则就只是文本中普通的一个符号而已。以上就是我对于“刺点”的一些个人思
考，很多不完善之处，有待大家批评指正。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符号学初学者，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去
进一步学习、理解和消化。最后感谢赵先生的这本《符号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认识
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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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符号学》的笔记-第95页

        能指分节造成所指分节以有序的能指对所指系列进行秩序化抽象的社会关系靠符号结构体系进行
具体化？

2、《符号学》的笔记-第311页

        社会中项即大多数人认同非标出性以维护正常秩序，但是内心的不安转化成对被排斥因素隐秘的
欲望，中项对于边缘化的标出项被压制的欲望，促使他们通过艺术，与标出的异项“曲线认同”。⋯
⋯不是中项对标出项的认同，而是中项对自己参与边缘化异项的愧疚。是否可以认为中项（个体）就
是认同了标出性艺术表现的标出项，只是在“假戏假看”虚构框架之中的认同，避免直接认同是出于
（个体）对反抗正项导致自己被标出的恐惧？但在大家都确认了虚构框架的前提下认同艺术作品之中
表现的异项不会导致在社会生活中被标出。在文化领域对异项作品的认同确实可能改变社会文化主流
倾向，比如大众文化代替精英文化成为主流，但与社会实践行为（社会秩序）的偏转不直接相关。

3、《符号学》的笔记-第342页

        现代世界压迫自我分裂表意活动过多要求身份过多、身份之间差异过大、过于异己
资本主义的合一化匀质化压力在各种差异化的表意活动中，意义标准（解释方式）还是一样的：听话
语权的。

对个体来说，拼成自我的碎片多不胜数，对群体来说大家都是用同样的碎片拼出来的同样的人。

4、《符号学》的笔记-第312页

        分级的真正目的是让大多数人“恶其名而避之”。⋯⋯就是看到标出性可能的艺术吸引力。在我
朝这种某一范围内中项认同已经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环境中，分级/被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进行的标出
在该范围内会成为宣传：靠立场相符。但可能被认同的这个作品不是艺术品，即不考虑虚构框架，这
时该范围内的中项就跟全社会中项不同，是被官方意识形态标出的异项-亚文化群体。

5、《符号学》的笔记-第363页

        宾我-对象自我-作为符号文本拥有文本身份，即相对于“人自我”的身份；隐含作者即被文本身份
集结成的主体，相当于被身份集结成的自我，即所有解释意义（身份）的可能性集合？文本意义？（
待实现的潜在意义）

6、《符号学》的笔记-第210页

        反讽的显现义也是靠语境/元语言解读的，归结义靠另一个元语言，与悖论的差异就是两个元语言
不在同一层面，所以不是解释漩涡。归结义出现显现义即被取消作为意义的身份，但二者还是共存，
需要显现义对比归结义来说明这是反讽。

7、《符号学》的笔记-第355页

        反思我的意义行为所得的自我是宾我（对象），思考这个宾我的意识作为主我。
如“我思我在”思路：我思能确认的只是思不是我，试推得出的自我也就是宾我（进行意义行为的我-
被对象化），主我作为矫正者，但继续反思矫正行为所得的还是宾我，主我就是被留了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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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跟休谟的对自我的感知-自我意识一个路数⋯⋯靠观念集合建立自我观念，似乎休谟的方式更开
放/非本质。

8、《符号学》的笔记-第293页

        社会中项对跟随正项来排斥异项有一种愧疚有没有可能社会符号行为中的“补偿行为”是出于正
项对异项的安抚以尽量避免中项偏转？作为“容忍”的一种方式？

9、《符号学》的笔记-第314页

        艺术描写异项，为“边缘群体”说话，其社会效用是让异项脱离边缘地位，还是让异项更“边缘
”？也许可以看虚构框架起多大的作用？如果观众始终确认异项描述被虚构框架包裹，则对异项的强
调也是对它与框架外社会秩序（正项）的差异的强调，即使异项更“异”。如果在接受中虚构框架失
效，对异项的多见成习不伴随对其“异”的强调，可能就导致中项认同偏转。

10、《符号学》的笔记-第376页

        跟随权威话语使用现成解释方式及寻找替代意义（还是跟随权威话语和现成解释）都是为了得出
靠自己得不出的意义，还要求意义果然就是后期现代⋯⋯后现代并不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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