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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符号学导论》

前言

　　戏剧作为人类艺术的一种古已有之，掌领戏剧的缪斯自古希腊时代起便与音乐、舞蹈等姊妹们一
起高居奥林匹亚山上，为历史上的国王和英雄们敷演了一出出可歌可泣、可惊可叹的故事。自18世纪
德国梅宁根公爵二世和法国安托万相继出现，导演这个原来由诗人和歌队队长充当的功能便正式以戏
剧舞台的组织者、指导者的身份出现，成为戏剧演出的核心，为舞台艺术创造了无数精彩的经典演出
。在学术研究中，以戏剧导演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戏剧导演学作为戏剧学的一个分支，在其中占据了极
其重要的地位。而符号学作为一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表征的学问同样古已有之，其历史可追溯到古希
腊医神希波克拉底，但它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却始自瑞士的索绪尔（1857～1914年），他与美国哲学
家皮尔士（1839～1913年）被认为是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创始人。符号学是探究现象世界的构成、交流
规则的学问，戏剧演出作为艺术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充满了大大小小、单一或多元的演出符号
，其构成和传达的语法规则极其多元和复杂。在本书中，这两门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顺理成章
地相遇了，相遇在充满了无限丰富的符号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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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符号学导论》

内容概要

《演出符号学导论》分为六章，第一、二章是符号学和导演学的基础理论，是导论性的部分，第三至
第五章按照导演艺术创造的三大步骤解析戏剧导演艺术创作中的符号性，第六章则相应于戏剧演出的
接受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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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符号学导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符号、符号学和艺术符号学　　第一节　符号现象与符号　　一个类似于中国古戏台的
舞台区中，一群戴着面具的人正在熙熙攘攘地挤作一团，跳舞作乐，一个面具人在其中穿梭，忙前忙
后，不亦乐乎。2006年5月1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了意大利假面戏剧《一仆二主》，主演费鲁巧?索莱利
和其他演员共同演绎了一出精彩的喜剧。生活穷困潦倒的阿乐金为了生存，不惜同时侍候两个主人，
遭遇了种种的尴尬，更尝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人生的况味。阿乐金本以为天赐鸿福，但
没料想这两家主人原是亡命鸳鸯，并且因为阿乐金的忙碌和鲁莽引发出一连串误会。不过一连串误会
最终反倒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他自己也从而觅得“门当户对”的意中人——一个女仆，众人皆
大欢喜。　　主演费鲁巧?索莱利今年已经73岁，这样高龄的演员在中国的舞台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他从1953年首演《一仆二主》至今，五十多年已演出2000场，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阿乐金（又称阿
里奇诺，《一仆二主》的类型化角色）。在每一场的演出中，他都会即兴地做一些调整。荣誉归于费
鲁巧?索莱利本人，而他演技之菁华正在于他的“面具”。这就是索莱利2005年在莫斯科表演艺术节上
荣获了“金面具”奖的原因。意大利即兴喜剧成形于16世纪，表演有一套高度专业化技巧，精彩的插
科打诨常常随机发挥。在意大利原文中，它叫“艺术喜剧”，艺术即指演员的技艺和机智。由于行当
中，如潘塔拉、博士、阿里奇诺等戴面具演出，所以也有译成“假面喜剧”的。①　　在假面的背后
，我们看不到演员的脸部的动作细部，但是在假面之上，我们看到的演员精彩演技所营造的一种“韵
”，世间万象在人物内心激起的千差万别的反应都在这僵硬的外壳中显现出来，喜怒哀乐、假喜、假
怒、假哀、假乐，真情真感，以及在最具假定性的机械外壳下的假情假意也纤毫毕露地呈现出来了。
戴着面具的角色在场上左顾右盼、调笑自如、挥斥方道。冷冰冰的面具（他的面具盖住了整个脸）在
手势、脚部动作、躯体扭动，总之一切颈部以下的肢体的动作，营造出无比丰富的情感色彩，点送出
无比丰富的交流语汇。场下观众如痴如醉，深深地沉浸在与角色的交流对话之中。　　面具，就是一
个符号。　　一、符号现象　　在大千世界中符号浩如烟海，面具作为一个符号，仅仅是沧海一粟而
已。自然界存在符号，人类社会存在符号，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也存在符号。符号无处不在，无时无刻
不在。　　符号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流鼻涕是感冒伤风的符号，发烧是炎症的符号，这是生理上
的符号；刘备的“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是帝王之象，戏曲《珍珠塔》中的小方卿因为脑袋长得像橄榄
，没有“天庭饱满地廓方圆”的符征而被姑母讥讽为注定一生彷穷，魏延只因脑后有根突出的骨头被
诸葛亮看作谋反的符号差点命丧黄泉，这也是生理上的符号，它们却成了麻衣相术的符号。　　握手
是一个符号，亲吻是一个符号，翘大拇哥是符号，青白眼是符号，硬币上的国徽是符号，马路上的红
绿灯是符号。黄色在多次意义的转译中由皇室的象征变成了淫秽的符号，红色在有的地方被看作暴力
和血腥，在有些语境中却有神圣和牺牲奉献的含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符号，其实一切礼仪、
一切人类社会形成的约定俗成都带有符号性。　　耶和华与撒旦，是信仰和恐惧的符号，狐狸精是妖
魅惑人的符号，这些作为符号的本不存在的事物既非自然界符号，也非社会界的客观符号，而是思维
意识符号，它属于社会符号。还有标点符号、数字符号、化学符号、逻辑符号都是符号，是人类思维
的衍生物。　　有准确的符号，也有不准确的符号，“天狗吞月”、“日食”等，古人以为是大难临
头的符征，白刃相搏的两军将士会因之惊恐地四处逃窜，安逸耕作的乡民们会因之敲锣击鼓，企图抢
救太阳这个光明的使者。　　总之，符号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凡是用一个事物来表不另一个事
物的都是符号现象。正如胡妙胜所说：“人不仅生活在～个物理世界里，也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里。
不妨这样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的表征。”　　二、符号的正名　　子日：“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④。名者，概念也；言者，理论判断者也；事者，
以理论应用于实践者也。实践不仅检验着理论的正确与否，也同时受理论的指导和催化。而这两者都
有个统一的前提：明确清晰的概念。概念不理清、定义不明晰，判断和理论表述再富丽堂皇、天花乱
坠，依然是沙上建屋，不堪一击。只有概念和定义明晰了、扎实了，接下来的理论工作才能视野开阔
、纲举目张，再接下来的实践工作也才可能事半功倍，犹如按图索骥。“名”之重要，正在于此。符
号之与信号的异同、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戏剧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等等，在以前学术界的讨论中似明
实暗，似辨实杂。古人云：“事不辨不明”。本书将用几节的篇幅，‘梳理符号、符号学、戏剧符号
学的发展径路和理论要点，以利于引出导演的演出符号处理的理论论述和实践指导。　　上文提到的
《一仆二主》演出中的面具只是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符号海洋中的一星浪花。自开天辟地以来，符
号便应声而至。在古希腊，符号就是征兆，公元前5世纪的医神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病人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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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看作符号，被尊为符号学之父。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医学家兼哲学家盖伦（C Ga1en）的一本病症
学的著作叫做“Semiotics”，即符号学。在中国，“符节”、“虎符”中的“符”便承担了“符号”
的含义，而“符篆”作为一种神秘符号，更成为了道士与神仙进行对话的信物。一条在江南乡村的春
节庆典中“舞动的龙”是一个符号，它表示那种并不存在的’能升能降，应时而化”的神奇动物，又
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在过去是华夏种族）的象征。车水马龙的道路上，一顶小学生的小黄帽是符号；
庄严而又欢乐的婚礼上，新郎给美丽娇羞的妻子带上的结婚戒指是符号；街头执勤的警察帽子上的国
徽是符号；清明时节蒙蒙细雨中杏花村斜挑出的酒旗是符号。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语言交流、科
学研究、生产劳动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艺术创造中，符号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　　
符号的最初定义是罗马时期神学家奥古斯丁所给予的：“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
东西加诸感觉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①。这个概念直接影响了符号学的两位主要奠基人索绪尔和皮尔
士。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能指（signifier），指的是语言符号的印象形象，所
指（signified）是符号表达的概念。这个定义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符号与信号既相似又不同。
卡西尔认为：“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
意义世界之一部分”②。罗兰?巴特说：“区分信号与符号的标志是心理表象或概念之有无”。任何含
有一定的信息的载体都是信号，信号是生命体进行心理活动的根本前提。“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这是自然界的信号现象， “月晕”、 “础润”是“风”、“雨”的前兆；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
也表述了一个信号现象，在这里，“风”成了“雨”的表征。符号则与信号不同，属于人类的意义世
界，符号之不同于信号的特征是具有心理表象或概念，符号不仅指称某事某物某种情境，还能在信息
接受者的头脑里产生某事某物、某种情境的表象或概念。表象和概念就是符号的意义。苏珊?朗格则说
：“对于一个信号，如果它引起我们对其表示的东西和状况的注意，那它就算被理解了，而对于一种
符号，只有当我们想象出其表现的概念时，我们才算理解了它”①。信号是自然界、人和动物共有的
现象，而符号则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正因为此，卡西尔将人称为“符号的动物。”　　三、戏剧演
出充满了符号　　在假面戏剧中，人类的戏剧本能和天赋使得他们可以用极其有限的假面作为表情符
号表达无比丰富的人类情感和情绪，这仅仅是以反映人类活动的、戏剧的一种特殊例子。推而广之，
戏剧作为演绎人类行动和情感的综合艺术，它在反映人类活动的艺术，与生俱来就拥有人类社会的各
种符号的印记。因此，戏剧演出中自然而然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号，有表层的符号、有深层的符号；
有明显的符号，也有晦涩的符号，他们都在演出中被导演处理赋予了各式各样的含义和价值。我们研
究演出、研究导演艺术时，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这些符号，就这样，符号学和戏剧导演艺术就在充满
丰富符号的演出中遭遇了。　　演出中符号的魅力所在，就是戏剧符号学的意义所在。理清文本与演
出中的符号的种类、产生、功能和运用规律，以便于更好地进行剧本分析、导演构思及导演处理，为
观众呈现更精彩、更有韵味、更有深意乃至更有人文关怀的戏剧演出，我想我们研究戏剧符号学的目
的和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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