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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勾勒了朗格的生平，揭示了朗格哲学美学思想演化的内在脉络，解剖了朗格美学思想的体系构架
，阐述了朗格的符号论思想、艺术表现人类情感概念的美学思想、以及逻辑形式、生命形式、逻辑类
似、艺术幻象、审美直觉等理论，揭示了她的“艺术即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命题的理论内
涵。
最后，作者对朗格美学思想的主要成就与局限作了深入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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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风(1966～)，本名吴水平，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融合为
什么：网络传播语境中的中国电视生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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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记号·符号·信号　　朗格对符号内涵的界定还突出地表现在她对符号与记号、符号与信号
所作的区分上。
西方的许多符号论者把带有符号性特征的事物都统称为符号或信号与记号，并没有严格限定它们之间
的关系。
而朗格则对这三者作了严格的区分。
在她看来，尽管这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出现交叉或重合的现象，但实际上它们有着本质的
区别。
　　记号(sign)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表示人类所有符号性的事物。
朗格的这一观点受到莫里斯的影响。
她在《哲学新解》第二版序言中说到：“莫里斯用‘信号’替代我原来用的‘记号’一词。
⋯⋯莫里斯用法的最大益处是它让我们用‘记号’一词表示任何意义、信号或符号的媒介物。
”　　信号(signal)是当下存在事件的一部分，它直接指示它所对应的具体特定事物，对于一个有着丰
富经验的观察者来说，它意味着某种显著的静止状态，它是事态的征兆，是指令行动的某物或某种方
法。
信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最简单的关系，即一个信号只对应于一个确定的客体，
并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
朗格又把信号划分为自然信号与人工信号。
自然信号是指一种自然现象可引发或代表另一种自然现象，如潮湿的街道是一个表示天已下过雨的信
号；屋顶上滴滴嗒嗒的雨声是表示天正在下雨的信号；气压计的下降，燕子低飞是天将要下雨的信号
；人工信号是指人制造出来的代表某个事物的信号，它常常是一定的人类生活习俗的产物，如交通要
道的红绿灯是表示停止通过和可以通过的信号。
(朗格对自然信号与人工信号的划分显然受到康德的启发。
)从构成要素与逻辑关系看，信号包含三个基本方面：主体、信号、客体。
　　符号(symbo1)可以传达出某种意味或某种内在含义，它不是事物的替身而是概念的媒介，它具有
间接的指称性。
朗格说到：“一个姓名，是最简单的符号类型，它是直接与一个概念相联结的。
”①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比信号所代表的事物要复杂得多。
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不像信号，信号大多是约定俗成的，带有偶然性和随意性，而符号与它所表现的事
物具有一种相同的逻辑形式，如，地图是一种典型的符号，它标示着特定的地形结构，即地形的逻辑
形式，地图与地形在逻辑形式的同构性，使人们借助地图，而理解相应0的真实地形。
所以朗格说到：“符号与客体，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形式。
”②从构成要素与逻辑关系看，符号要牵涉到四个基本方面：主体、符号、概念、客体。
这里，朗格把由符号指向概念的过程称为内涵，把从概念向具体事物的过渡称为外延。
朗格以“水”为例来说明这点。
“水”作为一个符号，人们一接触到这个符号首先就会想到它指称的概念。
即水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水的这一概念使之与油等其他物质区别开来。
在理解这个符号概念的前提下，人们才进而把水与各种具体的海水、江水、湖水、井水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朗格是在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这一基点上来阐述符号与信号的根本区别的。
在朗格看来，在使用符号与仅仅使用信号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
动物的条件反射属于信号的使用，人虽然也使用信号，但人不像所有其他动物，他使用信号不仅是指
示事物，而且还表现它们。
朗格说到：“我们在我们自己中间使用某些信号，它们并不指任何我们当下真实环境里的事物。
我们多数语词并非信号意义上的记号，它们常被用于谈论有关的事物，而非用于引导我们的眼、耳、
鼻去面对这些事物。
⋯⋯在此意义上的信号，就不是事物的征兆，而是事物的符号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符号美学>>

”①朗格认为，信号与符号有相通之处，但在动物与人的不同使用中，信号就转变为符号了。
人的符号活动之所以高于动物的信号活动，原因就在于符号活动已包含了抽象和概念活动。
因此在朗格看来，从信号到符号的演变，不是一般的转变，而是一种从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感
性到理性的转变，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是人类走出动物界的根本标志。
第五节　推论性符号与表象性符号　　苏珊·朗格符号论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她把人类迄今
为止的所有符号现象区分为推论性符号与表象性符号两大体系。
而这两大符号体系正表征了人类所有的精神生活与心灵经　　验。
朗格的这一划分，为她提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表象性符号”这一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推论性符号　　推论性(discursive)符号，起源于人类的命名符号。
人类最初用一系列单一的符号(单词)来对具体、个别、当下的对象事物进行命名，但这种简单的称谓
符号不能表达较为复杂的事物，于是人们就把一些对某些事物、状态和动作的命名符号，以一定的语
言符号连接规则“接合”起来，来表达对事物的一种概念、判断和推理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推论
性符号。
朗格曾说到：“一个名称充其量也只能把这件事物提示出来。
但是，一当你开始陈述时，你就必然要用符号形式去把存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甚至把某些具体
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这些事物的性质标示出来。
”在朗格看来，推论性符号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推论性符号首先用于描述各种具体事物之间的关
系、性质与特征。
它把各个个别事物的名称和符号，按一定的组合方式排列起来。
使之传达和描述一定的客观事实状态。
推论性符号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包含着与某些事物相对的符号，而且在于这些符号的组合
形式也与某种实际状况一致。
朗格把这种一致称为客观对象之与推论性符号的“逻辑投射”。
2，推论性符号所表现的是抽象的思想或概念的形成过程，因此它具有一种清晰性和确定性。
具有一种可推理、可操作的规划性。
3，推论性符号有着永久性的意义单位，这些意义单位可以组合进更大的单元，并有着固定的使定义
与翻译成为可能的对应物。
而且这种意义可传达一种普遍性。
4，推论性符号内含着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原子主义的因素。
罗素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逻辑命题这条途径实现的，从一些基本的命题形式可以推演出整个
世界，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就是一个逻辑的结构。
朗格的推论性符号正是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她在(哲学新解)中，曾多次引述罗素之(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卡尔纳普
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中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推论性符号的思想。
　　朗格认为，人类符号中可归属于推论性符号体系的有科学符号、逻辑符号、语言符号等，而最为
典型的则是语言符号。
　　朗格指出，语言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杰出、最令人吃惊的一种符号，是一种在各个方面都
符合符号本质规定的“纯粹符号”。
“从严格意义上说，语言本质上是推论性的。
”朗格如是说。
语言符号的推论性表现在它是按逻辑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语词系统，语词的意义由其“所指”及其在
句中的地位所决定。
语言这种推论性符号可以表述各种具体事物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事物的性质以及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评
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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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此文系博士论文之修改版。
在付印之际，说些什么?还真难。
　　从大学到硕士，到在高校任教五载，又是博士三年，又是高校晃荡四年，历经成家育儿，起伏跌
宕，以为自己业已成熟，以为自己不再长大。
然在静寂的台灯下，当纷扬的思绪从一个聚光点跳过另一个聚光点时，突然发现自己又在不断地成熟
与长大⋯⋯　　遥想当年，多少个日日夜夜，情感、形式、符号、表现、抽象等字符在精神的天际飘
荡。
真渴望灰飞叶落之后，能把它们编织成奇光异彩，敬献给那些爱我和我所爱的人。
　　渴望与现实，或许正是尺咫天涯。
　　也常常痛苦、焦虑、烦躁。
于是夜深入静时，我走向那一片不箅空阔的草坪。
那一条不算幽远的小径，信踱，遐思，或者吸一口清新、潮湿的空气，或者聆听虫鸣，或者仰望星空
，或者探寻月色⋯⋯让我且做几回夜的精灵。
　　如释重负，确实远不能形容我此刻的心境。
学问是苦树上结出的甜果，也不足以表达我对眼前白纸黑字的万千思绪。
我只在想，多少年以后的某个清晨。
或者深夜的某个时刻，不管身处何方，我依然会深情地回想起，在复旦大学南区某个房间的某个角落
，我正静静地直面电脑　　里蔚蓝的底色⋯⋯　　生命之重与轻，生活之艰辛与无奈：红尘之有爱与
无爱的痛或切，仰或抽心刺骨之痛，都得默默地承受，无须与人诉说。
同样，也无须再说：在生命的旅程中可以后悔什么。
　　苏珊·朗格说：⋯⋯于是，理智与情感不再互相对立，生命为背景所象征，世界变得重要起来、
美丽起来。
我也在想，一切都会好起来。
　　最后。
谨向博士论文导师应必诚先生邓逸群师母、博士后论文导师丁淦林先生张国良先生、硕士论文导师包
忠文先生、学士论文导师王元骧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谨向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付出宝贵心血的责
任编辑陈友军先生及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总编辑闵惠泉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谨向在乡下任劳任怨默
默耕作的父亲母亲、一起走过风雨岁月一直给我以严厉却善意敦促进步的妻子王红以及聪明还箅听话
的儿子吴非致以诚挚的谢意；谨向担任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赵宪章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谨
向给我的写作以智慧建议的陈勇、张宝贵、陈菱、张伟、孙冰、李鸿祥、张敏、张永清诸学友致以诚
挚的谢意；谨向在写作中被我所引用资料参照论点的诸学长前辈致以诚挚的谢意。
谨向在我生活与学习中给我以关怀与温暖的朋友与师长致以诚挚的谢意。
　　吴风　　2001年12月　　北京广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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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符号美学：苏珊·朗格符号美学研究》作者对朗格美学思想的主要成就与局限作了深入的
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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