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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

内容概要

符号学不是一门新学科，却是近20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人文社会学科。其原因倒是在学院之外：整个人
类文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剧烈变化，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切在变，并给了它各种好好坏坏的称呼："信息
经济"、"超级现实"、"平坦地球"、"精神分裂时代"、"泛审美化"、"奇观时代"、"消费时代"、"消闲时代"
、"娱乐至死时代"、"历史终结"、"流动现代"、"软件现代"，不一而足。每个称呼都很有道理，都有道
理就说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人类思维的习惯，是从现象纷纭背后寻找一种规律。偏偏在这个紧要
的转变关头，我们苦于不理解这个时代，我们焦虑无法把握现象流，更无法窥看一眼可能的未来。

 这就是当前符号学繁荣的背景：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意义的发生、传送、理解，是符号学的基础问题
；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我认为我20年前在《文学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定义依然有用：文化是一个
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既然研究意义，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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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

章节摘录

　　我们的阐述从对思想控制体系的描述开始，这里的思想控制体系，即控制这个文本的正常生产和
接受的一套社会信息。从符号层面和从围绕文本生产的那些条件开始，我们想说明的是，社会符号学
描述不能从幼稚的文本-语境人手，恰恰相反，它必须将语境理论化，并将其理解为其他的一系列文本
。　　原初的广告是一个大规模文本，被显示在一张展板上，展板本身挂在一个公共空间的砖墙上。
这直接标识着一套思想控制规则：树立如此尺寸展板的权利，明显掌握在当地政府法律以及控制着譬
如这幅广告之类信息在“公共”空间里出现的代理商手里。该广告在此出现，就已经表明，这个文本
得到了极为不同的各种制度的合法授予。这里，我们取得了这个体裁的一个社会决定要素：当地议会
依照法律或按照自由裁量权，既能够决定文本是否可以出现在这里，又能够决定哪种文本可以出现。
进一步控制广告在此出现的，是向广告人出租空间的代理商。从观看／观察广告的人的观点来看，这
对接受是有重要影响的，哪怕这些东西没有被经过此处的读者注意到。该文本具有制度化了的合法性
和权威性。只要想象一下如果在那里出现其他文本，我们就会很容易体会到这种影响：譬如一则鼓励
吸食海洛因或者鼓吹释放一个被警方判处监禁的囚徒的信息。这样一种文本在此处出现将会是“让人
震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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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关注形式，而社会学关心的是内容，两者距离遥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误会了
。符号学研究人的意义活动，而人的社会生活湮没在意义中：蹈矩循规，礼尚往来，潮流时髦，尊严
羞愧，自讨其辱，门当户对，守成进取，继往开来⋯⋯哪个不是意义活动？可以说，社会学诸问题，
正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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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

精彩短评

1、文化研究,是一个大问题.社会符号学,意在用这样的理论支撑去分析抽象的 意识形态体系,具体的符
号文本等.
2、符号意义强烈而普遍地存在于任何符号系统之中，存在于种种视觉、听觉、行为及其他符码之中
，而这些符号体系则是社会所构成的，并且必须被当做社会实践来处理。因此，社会符号学所研究的
人类符号体系，既同人类的符号活动相关，又同社会意义相关。正是在符号活动与社会意义这一既庞
杂繁芜又微妙难传的结合点上，作者通过对符号在模仿层面和活动层面的模态和叙事的深切把握，讨
论了从民俗、宗教、诗歌、绘画，到电视访谈、杂志报道、流行时尚，乃至漫画和涂鸦等大量社会现
象和社会活动，展示了符号学的阐释力量。
3、本书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符号学研究, 而是试图在诸多社会文化现象, 甚至成形成熟的批评理论中找
到不同于传统符号学的一般符号学规律和透视方法。
4、请问，译者说的是人话吗？你会说中文吗？
5、我们置身于社会，社会又充满着符号。书的前半部分围绕着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进行。
6、这是一本以社会为主题，符号学和叙述学为工具的分析型理论，作者用这两个大方法论解剖了社
会范畴内的相关学术概念。让我们用符号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些抽象的问题。
7、一分评价是给翻译的，翻译者一看就没文化而且英语水平很差，迫不得已看这本破译著的人表示
脑袋大
8、感觉框架很了不起 但是论述细碎凌乱 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9、偏语言学。语言学的东西好歹翻译应该双语吧⋯⋯⋯我看不下去小于一，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诗歌没有双语
10、感觉作者是特别喜欢精神分析，乃至于在文本分析中简单凸的事物总要与男性生殖器相联系，以
及作者也应该有文学背景，毕竟文本细读太多了，抛开这些，这本书整体还是从语言讨论意义的生成
问题，虽然作者有意提到了意识形态，以及福柯等关注权力的理论家，但相比之下，对于转换生成以
及模态讨论才是本书重点，当然模态那里完全不知所云，而且有些理论明明可以说人话的，如横纵轴
以及贝特森的理论，但是为什么就要绕来绕去不好好说话呢？
11、林信华先生的这本《社会符号学》准确说是一本基于中西方比较视野的以中国语言与文字符号系
统为研究主线的中国社会文化符号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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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

精彩书评

1、林信华先生的这本《社会符号学》准确说是一本基于中西方比较视野的以中国语言与文字符号系
统为研究主线的中国社会文化符号学导论。正如他在前言中说道：“希望通过西方对符号系统的理解
，尝试观察中国符号系统的特征，并由此延伸东西放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差异”[i]。由此，该书的视
野应当说是非常开阔的，从西文拼音符号系统与汉字象形符号系统的差异说开去，最后再延伸到中西
方在全球信息社会中的符号沟通方式，为我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
。通过应用符号学的方法来揭示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这是本书的原初出发点；对某种社会文化特性
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孤立的研究。人文学科内部，很多学科都讨论过此类问题，比如人
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等。那么采用社会符号学的进路仅仅在如上所述的各种研究中锦
上添花，还是这是该类研究必须经历的这一步？我认为林信华先生认同后者：一个正在运作的社会文
化与秩序，无论存在着何种不同的理解，担终究他们还是会直面语言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那种社
会和文化秩序，都首先且必然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来表现，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的
其他领域。因此，研究某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秩序，首先讨论这个社会语言符号系统的特点，应当是
社会符号学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预先给他规定了
视野，引导着他的眼光，为世界赋予了意义并为世界（万物）命名，正是语言，使世界成其为所是，
使万物成其为所是，语言对于人，就像他生息于其上的大地，就像他须臾不可或离的家园。人在语言
中，社会也在语言中。要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特性，那么我们就应该先了解这个社会所共同使用的语
言：语言规定了我们所思所想，语言也规定了我们的文化特性。应当指出的是，该书的语言符号研究
并非是基于索绪尔意义上的抽象语言结构的研究，因此《社会符号学》一书命名就决定了该书是讨论
社会中所使用的言语为核心，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更进一步说语言在社群中所使用的意义，取代了传
统语言学研究中以语言结构的抽象形式的研究路径。“整体而言，中国语言和文字符号系统所反映的
是中国人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ii]它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着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当然它也因为现
代化而不断在改变当中。而语言概念也同时被放在以社会行动为比较的社会结构当中来理解，不再是
以独立于社会行动与社会变迁的抽象语法来理解。如上则成为了该书的逻辑主线。本书一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导论”与第二章“理解社会与文化秩序的西方传统：符号学”主要从学理的角度分析了用
符号学来理解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切合性，以及中国社会与文化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即与自然的关系
相比于西方来的密切，是一种所谓“自然的语言”。一开篇就强调汉字符号系统与西文符号系统的本
质差别，并且由此导致的社会文化差异。为接下来的更细致的对比讨论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西方拼
音符号系统与中国象形符号系统的文化”和第四章“时间性与知识系统在中国社会中文字化”中，作
者则进一步讨论了西方拼音符号系统与中国象形符号系统的初步差异，同时涉及文字的功能和重要性
，即汉字符号系统有着更多的功能，除了书写沟通以外，更是艺术，宗教与教育上的表达。并且进一
步指出，传统中国符号系统（特别是古代汉字符号）从自然事物的仿真到象形符号系统，在符号与对
象之间都体现了一种类似性关系。而这种类似关系也是通过社会的互动在历史当中逐渐成形的。如果
说前四章都在讨论汉字符号系统的具体特征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章，作者将视野从汉字符号投射到
社会文化的视阈下，主要讨论符号（具体说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联系与发展，试图进一步说
明符号系统如何承载社会文化生活，如何在现代化的里程上展现不同的形态。特别地，在本书第六章
，本书以“英雄”这个具体符号为例，通过对比中西方该符号的演变，说明中国语言和文字符号系统
相较于西方有着更为根本的变化：即越来越独立与社会文化生活，更与过去与自然的紧密联系逐渐松
绑。然而，这是中国文明的危机，还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契机，作者没有明示，只是通过实例告诉我们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样的变化已然成为事实。本书最后三章走出了在语言文字符号系统的框架，
从而以更宽广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特征，以及以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讨论研究当代
社会文化的可行性。由此，“宗教”、“美学”、“全球化”成为了最后三章的主题词，并且也为我
们今后社会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的新的启示。以“宗教符号学”为例，作者认为符号在宗教研究中的
取向，在今天归纳下来有如下两种方式：1 将宗教与宗教活动带回到借着“符号”而表现的神话思维
，并试图找到一个方向以观察宗教的内容与向度，特别是我们当代社会的宗教与宗教生活；2 宗教资
料的意义与解释涉及当代诠释学的一些讨论[iii]。而不论是哪种方式，象征符号系统都对宗教的产生
，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的象征符号系统与西方的拼音符号系统也决定了
中西方宗教的重大差异所在。可见，宗教符号学在当代宗教研究中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综上，语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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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

最大的符号系统，“社会符号学”的研究当然离不开对语言，特别是在社群中使用的语言的研究：语
言与社会二者的互动张力，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向前发展。因此，林信华先生的这本《社会符号学》为
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语言历时与共时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范例。然而，也正如林先生所
说，该书是一本“作为一项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特征的预备工作”[iv]，所以，这仅仅是中国社会符
号学研究的起点。其实，除了语言文字符号之外，我们可以探究的领域还有许许多多，例如，虚拟空
间与社会关系，礼物与交际，亚文化群体与符号使用等等，这些领域都通通离不开符号，也使符号的
充分扩展到语言符号之外，而这也许就是中国社会符号学开始续写的地方。[i] 林信华，《社会符号学
》，中国出版集团，2011：第3页[ii]林信华，《社会符号学》，中国出版集团，2011：第13页[iii]林信
华，《社会符号学》，中国出版集团，2011：第178-181页[iv] 同1本文首发于符号学论坛
：www.semiotics.net.cn/ 
2、读完全书, 又回到前言, 不禁感叹此项研究的辛苦, 敬重作者不仅勇锐地进行符号学理论批评, 还大胆
尝试寻找跨学科符号学理论突破, 研究对象涵盖范围广泛, 涉及多种理论也理解了作者在前言部分自述
的第一句, 这是“一项进行了十余年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因为本书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符号学研究, 
而是试图在诸多社会文化现象, 甚至成形成熟的批评理论中找到不同于传统符号学的一般符号学规律
和透视方法。作者对社会符号学无疑怀有包举海内的雄心和炽烈的学术责任意识, “符号学, 或者说某
种符号学, 必须为分析实践提供可能性, 因为不同专业学科的许多人, 都在对付关于社会意义的不同问
题, 都需要多种途径来描述和阐释意义的构成过程和结构。大部分符号学都没有抱着这种运用视角而
这,正是本书要承担的任务”。本书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的互补之作, 前者局限于作为社会现象
的口头语言, 后者将社会文化现象植人关于社会操作的系统之中, 以社会维度为作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参
考。这既是后续之作的完善动机, 更是本书区别于其他符号学理论的突破点, 甚至颠覆之举。这本书在
理论探索的迷雾中,有力地推进了符号学的理论构建。符号学在学科建立之初, 就被定义为“关于社会
中符号生活的科学”,是结构主义的代表性学科。对于结构主义, 比利时专家布洛克曼认为其一手标榜
科学精神, 提倡系统分析、共时方法和深层阐释, 重视事物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组合关系, 便于人们对世界
的宏观认识和微观分析另一手则对传统哲学持强烈批判态度, 具有“否定主体、否定历史、否定人文
主义” 的显著特征。符号学的开山祖师索绪尔的目光就停留在确定而能被了解的词汇或短语这些东西
之上, 封闭于混乱的结构世界, 逃避由物体与事件构成的社会操作世界。他分明知道这个世界处处涌动
着的力量, 却又矛盾地在理论中否定它们。混淆, 甚至是割裂了符号活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成为其理论
的致命伤。而在文本传播过程中, 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受众经验, 文本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意义。
意义并非封闭静止的终点, 它在不同的媒介条件、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受众的个性化经验面前, 随时会无
限变动、生长。而前述“三个否定” 斩断了文本与社会的联系, 几乎从根基上瓦解了结构主义的逻辑
。沃洛西诺夫将其针对索绪尔式结构主义的批评聚焦在一个单一错误上— 把话语当作某种个体性的东
西加以否定, 对此, 他驳之为“伪核心”。这个响亮的主张被复述为“符号形式首先要受到相关参与者
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制约, 同时, 还要受到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制约。” 这种关注焦点的变化
标志着其与结构主义符号的根本决裂。沃洛西诺夫强调符号语境的重要性, 主张语境是符号意义的核
心部分。正如中国学者杨义所言, “以完全摈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为代价去研究一种人类精神文
化现象, 又使这种学说陷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处境, 难以承受来自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的质
疑”。本书的社会符号学阐释除了引人社会的维度, 强调必须在社会行动层面上研究文本意义和影响, 
更尝试将语境理论化, 以抽象和一般性达到理论的严密和普世。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提出了著名的互文
观, 认为一篇作品不属于某一个作家, 也不属于某一个时代, 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 带有不同作家的
文本痕迹。所以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和阅读也只能是开放性的, 并且千差万别。从文学研究荡开去, 互文
性不仅是语言互文, 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索绪尔高举的任意性旗帜其实反而是对社会历史决定
论的妥协, 因为在这面旗帜下, 几乎不存在其他力量, 能够化解或者抵抗社会、历史塑造符号的威力。马
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与其他结构主义理论相比, 其决定性的优点在于它一直都承认历史, 对历史作出理论
性阐述。本书的社会符号学就多次强调符号的历时研究, 还引人沃洛西诺夫的“复调性质的” 的概念, 
以避免简单化的符号过程。作者果断提出, “它的历史就是它的意义”,文本正是在不同的历史之中交
织缠绕, 意义在历史的碎片化和交融化之间悄然生长, 故只有进行历史性的解读, 才能真正把握符号文本
。其实, 即使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也有大量索绪尔关于历时性现象的敏锐观察, 它们所欠缺的, 仅
仅是一个把它们讲明白的总体性框架。作者在社会符号学的理论阐述中, 几乎处处引人意识形态理论, 
揭示了种种话语策略与隐蔽手法, 即运用了“去蔽” 的批判方法, 以影像、绘画和广告为例, 既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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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谨解析, 也揭开弥漫大地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帷幕,从高端的政治、精英, 到大众文化, 再到社会的
微小单位— 家庭, 分析出符号能指和所指的构成及意义的传递, 表现出对形式论有意识地进行补充的努
力。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完备解决全部问题, 也没有哪一种话语交锋不存在弱点, 但不同的学者提供的视
角和理论, 累积起来, 对于建构符号学的理论世界都极具价值, 并且能让这个世界充满勃勃生机。首发于
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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