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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格雷马斯时代巴黎学派符号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李C双

摘C要#法国是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是欧洲符号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其中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更是
引领了 &S 世纪下半叶文艺理论的风潮' 该学派早期研究以叙述符号学为核心$突出纷繁的文本形式下的形象建构+逻
辑语义和叙述语法' 格雷马斯逝去之后$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在借鉴话语分析+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的成果
之上$发展出了三条独特的研究路径$即激情符号学+主体符号学和张力符号学研究' 它们之间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但由于都是承继格雷马斯符号学的衣钵$并以语言学为基础$又充分借鉴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最终展现出高度的互
补性和融合性$成为研究情感+身体和张力的重要理论方法'
关键词#后格雷马斯时代*C激情符号学*C主体符号学*C张力符号学*C巴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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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格雷马斯是 &S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符号学大师*巴黎
符号学派奠基人#其贡献主要包括结构语义学*叙述语
法*符号学矩阵*行为者模式*模态理论等#为文艺作品的
分析和解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 格雷马斯
()')./)''& 年)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三十年$ 如今的法

国符号学是什么样貌1 三十年间巴黎符号学派又取得了
哪些成绩和进展呢1 如果说格雷马斯在世时#培养了一
批符号学研究学者并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叙述研
究和语义分析为重点#只是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区别#那么
在大师去世之后#后格雷马斯时期的研究则呈现出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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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各领风骚的局面$ 其中#对理论进行创新#建构最
为成熟且为符号学家们普遍接受的主要有激情符号学研

究(@vF0%$0d1":"@]8@@0%#@)*主体符号学研究(@vF0%$0d1"
@1Pb"R$8D")以及张力符号学研究(@vF0%$0d1"$"#@0?")#且三
条路径虽出发点各有不同#但具有高度的融合和互补性$

一& 激情符号学研究

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巴黎符号学派的
学者们意识到经典模型在探讨主体性和陈述活动上的不

足#可供使用的方法论匮乏#尤其是对身体*感知和情感
研究的无力#因此一部分学者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相关
领域$ 这个时候的符号学情感研究与传统心理学和哲学
研究不同#符号学更加注重建构关于激情的句法学#强调
语义分析#从而研究情感的表现机制$ 此外#选择!激情"
(]8@@0%#)一词#是因为巴黎学派早期的几部情感研究的
力作都以!激情"命名$ 据埃诺(<##"Yv#81D$)所说#格雷
马斯将激情符号学的写作大纲交给了三位学生(埃诺#
-符 号 学 问 题 . -)' )# 最 后 是 丰 塔 尼 耶 ( \8Rd1"@
%̀#$8#0DD")将其变成一部著作///他与格雷马斯于 )'')
年出版的-激情符号学. (/g),&+,d6#2#4$*44,&04)$ 另两
位随后也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是埃诺的-能够作为
一种激情.(5#$&6:&,%-&))#$*44,&0# )''- 年)*朗多夫斯
基(w40R/8#:%I@50)的-无名的激情. ($*44,&044*04E&)#
&SS-年)$ 在这些系统性的专著问世之前#格雷马斯的模
态理论*词汇学分析文章更是情感符号学研究的早期
尝试$

情感的词汇学研究早在 &S 世纪 ,S 年代初就开始了#
最重要且为人熟知的篇章便是收录在-论意义.(下册)中
的-论愤怒///词义研究.$ 格雷马斯从语义出发#选取
!愤怒"一词在-小罗贝尔词典.中的定义#并根据定义区
分出陈述句段$ 愤怒可以看成由三个句段组成+!剥夺"
!不快"!侵犯"$ 从模态上解释#它是属于s相信s一种s应
该是s的主题化偏移#这种分析在形式上与经典叙述符号
学一致#属于行为者(也译为!行动元")叙述程式非连续
性的划分$ 事实上#此文还有一个!姊妹篇"#被收录在埃
诺主编的-符号学问题.中#标题为!论怀旧+词汇语义学
研究"#我们不妨一起看一下作者的分析过程$ 作者依旧
根据词典意义对!怀旧"进行分节+

由对于出生地.对于曾经长期生活过地方的
排遣不掉的思念而引起的

消沉与倦怠状态& '埃诺$/符号学问题0 -&+(
-&-)

这些句段之间由逻辑因果关系相连#形成序列#从而
可以恰如其分地进行叙述层面的分析$ 细读定义#其中

含有行为主体*价值客体#只不过这里的主体和客体都带
有明显的状态和情感属性$ !怀旧"的第二个定义是!对
于一种变化了的事物或不为人所知事物的思念&&伤
感"&&( 埃诺#-符号学问题. -&-)二者很相似#主要是
将对!出生地"的思念改成了对!事物"的思念#因此法语
!#%@$8DU0""对应中文的两个主要义项!思乡"和!怀旧"$
通过定义中反复出现的情感词汇!思念"!消沉"!倦怠"#

作者再分别进行剖析#从而得出!怀旧"这一复杂激情的
!心灵状态"(v$8$: x̂F")的产生机制$ 格雷马斯也认识到
这种词汇语义研究的不完美性#但它至少为情感研究提
供了手段#开辟了情感研究的叙述维度$ 他认为!这种仅
仅依靠词典上并非完全而是简略的一些定义所做的描

述#无法自誉为怀旧的最好与可靠的模式%&&'#符号学
便可以考虑假设存在着有关叙述性的一种情绪维度#这
种维度是独立的#并且在句法上是可以连接的#它使符号
学可以对构成人4内心生活5的那些特殊活动进行描述"
(埃诺#-符号学问题. -&.)$

第一部从符号学角度系统探讨情感的专著是-激情
符号学.#它阐述了符号学对主体情感分析的学理基础和
方法论$ 该书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摆脱词汇学的单一分析
模式#将激情研究的目光拓展到文本和话语层次#在文本
和话语层面寻找能够被观察到的激情元素以及描述情感

的变化过程$ 丰塔尼耶在后来的著作 -话语符号学.
(/g),&+,d6#26 ?,4-&6%4# &S)( 年)* -符号学与文学 .
(/g),&+,d6##+5,++g%*+6%## )''' 年)中不断深化激情符号学
的研究#前者注重理论介绍#后者突出实践分析#并确立
两个重要模型#分别对应话语激情维度的语义层和句法
层+一个是能够识别话语中情感标记的编码 (R%:"@
]8@@0%##"D@),另一个是标准激情图示(@REvF8]8@@0%##"D)#
它仿效标准叙述图示(@REvF8#8448$09)而来#带有明显的
叙述语法特征$

丰塔尼耶认为#语义编码是独立的#与词汇分析不
同#根据所属文化的不一样也有所区别$ 作者根据不同
维度和话语表现区分了五种文本语义编码#分别是身体
编码*模态编码*视角编码*节奏编码和形象编码$ )6身
体编码将身体看作!运动的外壳"#蹦跳*脸红*颤抖等都
是情绪的表现#不论是内感于心还是外感于形#都是通过
身体起到作用#此时的身体是!感知*感受和反应的身体"
(o4"0F8@8#: %̀#$8#0DD"+&-)#通过身体我们能够!辨认
出自己或他人感受到的激情" ( %̀#$8#0DD"# /g),&+,d6#26
?,4-&6%4&+S)#!根据使用习惯和实践#激情的身体编码
成为真正的象征编码#每种文化都有其独有形式+在欧洲
和亚洲# 人们表达愤怒和爱意的方法并不相同 "
( %̀#$8#0DD"# /g),&+,d6#26 ?,4-&6%4&+))$ &6模态是巴黎
符号学派的重要概念#它从法语中的情态动词而来#是话
语结构中限定动作的半助动词#也是叙述句法结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 而模态编码突出语义层面#是甄别情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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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元素#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够作为模态价
值#在强度和广度的张力之下探讨",第二#!模态之间应
该至少两两相连#每个模态或模态之间的强度和广度的
关系是激情效果的源头" ( %̀#$8#0DD"# /g),&+,d6#26
?,4-&6%4&&.)$ +6视角编码是话语机体 (0#@$8#R":"
:0@R%14@)通过身体采取立场#从而感受话语中的情感成
分$ 在叙述过程中#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让行为者占据
话语机体的位置#从而使话语陈述主观化#情感在这种情
况下暗含着主体感知立场和它的价值评判$ 在文学作品
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通过转换行为者视角#同样的一
件事可能引发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情感效果#对某人
来说会引发喜悦#而对其他人来说会引发失望*愤怒和惧
怕等$ 丰塔尼耶还举了语言学的例子+在法语中#简单过
去时并不适合表达激情和心灵状态#它把过程看成一个
整体#没有视角#与描述对象保持距离#动作的起始和结
束都包含其中#而未完成过去时则恰恰相反#它将观察者
置于过程中#投射一种视角#过程的起始和结束都不得而
知( %̀#$8#0DD"# /g),&+,d6#26 ?,4-&6%4&+&)$ 因此#简单过
去时适合!动作逻辑"#而未完成过去时更适合!情感逻
辑"$ -6对于节奏的感知离不开身体#而身体也需要借助
于节奏来表意#节奏还可以通过体态化来表现#如持续
体*重复体*及时体等$ 节奏本身如快速的*慢速的或者
节奏变化如减缓和加速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主体情感
息息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节奏与体态构成了!身体本体
感 知 张 力 的 外 显 " ( %̀#$8#0DD"# /g),&+,d6# 26
?,4-&6%4&&')$ *6形象编码可以被定义成!某一情感的
特殊s典型场景(@Ry#"$A]0d1")#通过反复使用#变为固定
的主题(D"0$F%$0?)" (&++)$ 形象层是符号学研究的第一
手材料#也是位于意指最表层的材料#是感知的最直观对
象#因此情感和激情的显露和捕捉都可以通过形象编码
完成$ 形象场景最为基础的表现就是时空和行动者的布
局#话语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控以及安
置行动者#达到表达情感的作用$

配合语义编码并对话语文本进行逻辑衔接的是标准

激情图示#它构成情感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它和格雷
马斯叙述图示(操控 能力 表现 奖惩)原理一致#但切分
成序列的对象是激情表现#并在句法层面对其进行研究#
是激情在话语中组合关系的具体体现$ 这也就说明了激
情并非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通过话语序列连接的一个
运动体#它包含以下阶段+

情感唤醒'v?"0D)(就位':0@]%@0$0%#)(激情
中枢' ]0?%$]8@@0%##"D)(情绪'vF%$0%#)(道德
教化'F%48D0@8$0%#)

丰塔尼耶为埃诺主编的-符号学问题. (&S)' 年)撰
写过一篇长文#同样以-激情符号学.为名#系统总结了符

号学激情研究的诸多方面#其中就概括性描述过激情图
示的运作机制(埃诺#-符号学问题. --,)+情感唤醒阶
段#主体进入感受某物的状态#感觉功能被唤醒#处于强
度和广度之中的情感!在场" (]4v@"#R"899"R$0?")启动,就
位阶段#主体被赋予必要的模态#感受特定激情#就像是
叙述图示下的主体必须获得必要的能力才能行动#此时#
广度的展开更为突出,作为序列的主要阶段的激情中枢
是主体情感状态改变和认知自身感受的阶段,情绪阶段
将我们带回到感知的身体#伴随不同的表征#如蹦跳*颤
抖*痉挛等身体反应#从而展示情感感受的特点,道德教
化阶段#以上可观察到的表现将感受转化为能够被评估
和测量的行为#如作者所述#此阶段目的是!分散模态与
情感张力"#达到!4安顿5激情*控制激情和同时降低其影
响力*作用和力量"(埃诺#-符号学问题. --')$ 以上五
个阶段的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在话语层面有可能界限模
糊*顺序颠倒#甚至并非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出现#但也正
是这种灵活性决定了具体话语文本的情感风格$ 总之#

激情图示能够帮助我们对激情的发生行程进行勾勒和预

计#展示不同序列之间的逻辑关系#每个序列又可以单独
进行分析*突出和强调#由此#巴黎符号学派的情感*激
情*感知研究从词汇学单一维度转向了激情语义编码和
图示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与前面两种分析模型不同#埃诺在-能够作为一种激
情.一书中#通过对日记这一特殊形式的文本进行研究#

尝试展示独白体话语中携带的激情元素#她的研究更偏
向实践性$ 作者借用法语动词屈折变化的特点#选取可
以涵盖不同感知性词语的动词不定式 v]4%1?"4(感受)和
过去分词v]4%1?v(所感)#并将其概念化#前者是!内心活
动行为"#后者是!活动的结果#具有持续性"(Yv#81D$# 5#
$&6:&,%-&))#$*44,&0 .)$ 在作者看来#!激情(]8@@0%#)

这个词承载了过多的哲学和文学记忆"#而 v]4%1?"4(感
受)一词的意义比较模糊#且内涵并不那么丰富#在法文
中最为中性#能有效地囊括其他表示情感和感知的词汇#
如 ! ]8@@0%# %激情'# @"#$0F"#$%感情'# 899"R$%情感'#
vF%$0%#%激动'# @"#@8$0%#%感觉'#%1 E1F"14#1"%情绪'"
( Yv#81D$# 5#$&6:&,%-&))#$*44,&0 *)$ 对于作者而言#

符号学暂时还没到区分以上词汇的时候$ 为了展示感受
与被感受对象的出场#作者选取了具有文献性质的亨利
四世财政顾问罗伯特0阿尔诺0丹蒂耶(N%P"4$<4#81D:
: <̂#:0DDA)的多卷本日记()()-/)(+& 年)作为分析对象$

根据埃诺的观点#该日记表面上尽可能少地使用表达情
感的词语#但却是带有!香味"的文本#可以搜集各种解读
该文本的其他材料并创造条件#使日记本身作为独白性
的文本的激情维度成为可观察得到的对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朗多夫斯基是巴黎符号学

派的重要人物#专长于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与实践#他在
-无名的激情. (&SS- 年)中尝试以!在场" (]4v@"#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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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R%#$8U0%#)概念为基础建立有关激情研究的符号
学$ 我们知道#格雷马斯的叙述语法以主客体之间的附
连关系(合取和析取)为中心#是叙述句法上的转换程式#
其话语机制围绕着主体对客体的获取和失去#具有!不连
续性"#突出表现为价值客体的流动$ 而激情符号学的话
语机制以!在场"为核心#这是感知的前提条件$ 具备感
知能力的主体通过身体感受对象的存在#这种感知是持
续的#具有!连续性"#突出表现为不同主体共同在场时强
度变化中的价值体现$ 因此#-无名的激情.作者认为任
何主体首先都是在场的主体#更确切地说#是共同在场
(R%W]4v@"#R")的主体$ 从这种角度来看#身体起到了核心
作用#因为这里涉及两个!身体W主体"#!只有二者之间的
正面交锋以及身体与身体的调整#行为中的意义才会4显
现5"(/8#:%I@50'S)$ 因此#朗多夫斯基认为#这种观点
承认了身体具备表意能力#但并不是通过表达与内容层
面(即能指和所指)的对应表意#而是直接通过感知*感
觉$ 这种感觉不借助主体自身之外的中介层面#而是通
过!感染"$ 因而#有时别人因为焦虑不安脸红#我们也会
跟着脸红#他人因害怕脸色煞白#这也会使我们脸色发
白$ !在范畴化的认知原则之外#假设另一种层面的结
构///4感知5 (@"#@0PD")层面///它不需要通过社会机
制或正式习得的某种语言作为媒介#就能直接变得可以
理解$ 因为它是主体存在于世界的形式#或者它让主体
通过身体的面对面#发现自身内在和作为对象的世界#在
机制(:0@]%@0$0%#)上是一致的$"(/8#:%I@50'()因此#主
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附连关系

(b%#R$0%#)#而是成为互为缺一不可的在场关系$
以上对于激情*感知*情感的研究拓展了巴黎符号学

派的研究领域#三者之间互相借鉴和补充#使符号学研究
激情主题的可能性和操作性大大增强#也为当下和未来
从事感知和情感研究的学者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些概念
如!感受"!在场"!感染"!张力"或分析模型如语义编码*

激情图示被符号学者们广泛接受#其中既有学理基础#也
有方法论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激情的发生过程#分析
各种具体的话语形式和文本$ 同时#我们还必须知道#激
情符号学!超越了话语的情感维度研究#是巴黎符号学派
的一次重要转向" (G0UD840&S-)#将关注重点从叙述*文
本*语义转移到了主体*身体*感知诸领域#二者并不冲突
矛盾#是借鉴和补充关系$

二& 主体符号学研究

后格雷马斯时期最为我们所了解的可能就是主体符

号学#其主要理论构建者科凯(又译高概#)'&'/&S&+ 年)

曾于 )''( 年来华在北京大学进行过讲演#学者王东亮将
其讲稿整理和翻译#以!话语符号学"为名#由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

事实上#主体符号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从 &S 世

纪 ,S 年代就已开始了#通常与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相
区分$ 格雷马斯符号学一般被认为以研究封闭的语义文
本为主#有人称之为客体符号学或陈述体符号学#重视已
经陈述的内容而对陈述活动过程的描述不足#因此主体
符号学的建立是对其有益的补充和发展#后者重视语言
内在结构的研究的同时#也关注话语陈述机制$ 科凯最
早将符号学研究与本维尼斯特的陈述理论进行联结#陈
述机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主体#主体身体经验是符
号意义产生的基础之一#这就在索绪尔能指s所指二元对
立之上构建了三元结构#是主体将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

科凯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将内在性(0FF8#"#R")与现
实性(4v8D0$v)区分开#因为如果说内在性是传统的结构论
和叙述论符号学的根本属性#主体符号学就是以现实性
为根基的$ 这里的现实并不是什么超语言之外的东西#
也不是现实世界的意思#而是经验或经历的现实$ 因而
他在陈述理论和现象学的启发下#从主体的视角来进行
文本尤其是文学现象的考察#!其任务是弄清语言学家所
说的4言说的行为5#我们无法将这一行为与话语和陈述
机体区分开"(;%d1"$# 5* V6i+#26 /#04))$ 科凯强调意
指过程中身体的重要性#!身体的在场是第一位的%&&'
正如梅洛0庞蒂所说#正是4这个自然场所5#外部世界的
经验被感受*被传递" (*)$ 这样来进行的符号学研究能
够展示!感觉"(@"#$04)的核心作用#因为身体经验首先是
一种可感知的经验$ 主体符号学因此将意指与陈述机体
联系起来#该机体占据中心#这样任何的符号化都成为
可能$

在实践方面#主体符号学构建了自己的陈述机体
(0#@$8#R"v#%#z8#$")模型#并将主体立于第一位#也称作
第一行为者( ]40F"8R$8#$)#客体为第二行为者 (@"R%#:
8R$8#$)#主体所听命的*具备指令功能的机体在第三位#为
第三行为者($0"4@8R$8#$)$ 该模型也是科凯最重要的贡
献之一$ 陈述机体不再是陈述活动中的单一主体#而具
备多元性*可变性#尤其是其镶嵌在时间和空间中#是!话
语的现实中心和形式中心" (G"4$48#: (.)$ 在格雷马斯
与库尔泰斯编著的-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
考词典.中#学者张智庭将陈述机体翻译为!时位"#以强
调该机体不同阶段所占据的时间和位置$ 为方便理解#
我们可以将科凯的陈述机体模型与格雷马斯的行为者模

型进行对比+格雷马斯的主体是陈述语段中转换行为的
执行者#而科凯的主体具备身体和意识双重性质#它们都
在各自的模型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 第二位的陈述机
体是客体#是主体面对的世界#这与格雷马斯的客体相类
似$ 占据第三位的是主体听命的*具有权威地位的指令
体#与格雷马斯的发送者功能类似$ 但科凯区分两种不
同的指令机体#一种是超验的#属于客观世界的*外在的,
另一种是内在的#与本体相关#包含了例如激情在内的所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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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述机体结构中#主要有主体和非主体#主体占据
核心地位$ 主体具备判断能力#是思考主体#是理性存
在,非主体承担情感s体验功能#它没有判断能力#不对论
述和行为负责#它属于主体#又不仅仅是主体$ 非主体是
主体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隐藏于主体内部的一种身体体
验$ 因此#科凯作了以下表述以区别于格雷马斯理论中
的主体#并将其与自己的非主体画上等号+!人物个体行
为者才是主体#功能行为者是非主体$ 主体掌控自身的
行为(以判断为标准)#非主体只是某种功能的施事者$

普洛普理论中的英雄或者格雷马斯理论中的主体#都被
叙述图示所限制#代表着非主体#他们只是完成重复性的
程式$"(;%d1"$# 5* V6i+#26 /#04-))譬如#皇帝机械地*
无自由地完成他作为皇帝的一切礼仪和公事#这个时候
他只是一种功能#是非主体#他不假思索地从事已经被安
排好的例行事务$ 然而#当他处理公务的过程中回到了
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对一件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和决定时#
这时他就成了主体#他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意识作出
判断#并为自己的判断和行为负责$ 因此主体和非主体
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境有所改变和移动$

主体与非主体的区别还表现在对于情感的掌控上#
尤其是激情体验引发的行动$ 当激情与非主体相关#表
现出来的就是!过度" ("MRy@)#与主体相关#表现出来的
就是!节制"(F"@14")#非主体感受的是快乐(b%10@@8#R")
和痛苦(@%19948#R")#主体感受的是欣悦("1]E%40")和不适
(:A@]E%40")(高概#-现象学的力量. ')$ 科凯以激情引
发奔跑行为为例#区分激情非主体和激情主体的不同表
现+在加缪的-加里古拉.中#陈述机体是一个非主体#碰
触尸体的时候产生了恐惧的反应#此时他竭尽所能地想
尽快摆脱这一情形#他于是就跑了#!四天以后回来#精神
失常#身体肮脏#头发湿露#双腿污浊#嘴角下垂#一副恐
慌不安的神态毕露无遗$ 在他身上没有发生(理性)评估
的过程#发生的是一种大概使他不得不如此行事的对死
亡的恐惧" ()S),另一个例子选自-圣经.中!浪子的比
喻"#父亲以为自己的儿子死而复生#远处看到#就动了慈
心#!推动着父亲#通过认同#跑去救助他认为正在受难的
儿子"#!4他奔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把他从上到下吻
遍5"#科凯认为!是重逢的喜悦引发了我们可以认为不合
礼节的奔跑"()S)$ 此时#激情下的行为体是主体#它并
没有失去对其行为的控制#相反#它有效组织自身行为朝
着事先确定的目标前进$

主体符号学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身体先于思考#身
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是首要的#因而凸显了感知*体验等
认知行为在符号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地位#与当下认知s体
认语言学提倡的学理基础不谋而合$ 同时#以科凯的文
学分析为例#主体符号学拓展了文学分析的可能性和边
界$ 因为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叙事分
析#这类作品拥有较完善的结构#所以针对内在性研究的

效率很高#如我们看到的民间故事分析*莫泊桑短篇小说
的分析等,而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语言现象更复杂多变#

陈述结构层层叠加#主体和非主体转换频繁#这样#主体
符号学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为我们的分析服务$

三& 张力符号学研究

张力的研究以叙述论符号学为基础#肇始于 'S 年代#
为复杂性*张力性*身体以及感知维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可能$ 我们知道#二元对立的范畴化是传统符号学结构
分析的基础#但很多话语现象具有渐变*连续*动态或情
感特性#难以进行静态描述和解释#在此背景下#!张力"
的提出#为这类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对张力符号学作
出杰出贡献的是齐勒贝尔伯格(;D81:"h0DP"4P"4U)和丰塔
尼耶#但张力的概念在-激情符号学.中也占据重要位置$

格雷马斯和丰塔尼耶最早提出!张力趋向空间"#它被认
为是意指的!前条件" (o4"0F8@8#: %̀#$8#0DD"&*)#这是
一切非连续性的来源#也是模态*语义矩阵和价值的先决
条件$ 在语义范畴极化之前#存在一个模糊的阶段#主体
和客体相互间是无法完全捕捉住对方的#二者只能被想
象#主体与客观世界交融#这种交融如同能指和所指#不
可分割#此时的主体还不是完全的主体#它是准主体#此
时的价值也不是完全的价值#它还只是!价值的影子"
( &( )$ 到 了 )'', 年# -张 力 与 意 指 . ( !#04,&0 #+
/,<0,.,-*+,&0)一书出版#丰塔尼耶和齐勒贝尔伯格二人将
格雷马斯经典符号学理论之后的一些术语和概念进行整

理和归纳#张力问题也成为这本略带词典性质的著作的
核心元素#在这之后#对张力的探讨成为巴黎符号学派研
究的重要方面#也是后格雷马斯时代最具创新性的概念$

丰塔尼耶认为感知维度首先以!在场"为基础#我们
与世界的关系在一种强度框架内#具有张力特征#该强度
需要借助于广度来认识$ 对于话语主体#任何实体在范
畴化之前都是可感知的!在场"#它是强度和广度结合的
产物#强度是内在的#广度是外在的#二者作用于主体的
身体#使之成为意义产生的中心$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强
度和广度构成了内容层(所指)和表达层(能指)#!当我
们感受到在场的强度变化时#只要没有另一变化与之相
关#那么它就是无价值的$ 一旦强度的变化伴随着距离
的改变#那差别就产生了#我们就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

事物在深度上前进或后退了$ 在场的空间变得可以认
识#我们就能够陈述 (演绎) 它的转变" ( %̀#$8#0DD"#
/g),&+,d6#26 ?,4-&6%4+')$ 也就是说#主体对某一现象
的情感强度特征和变化在广度上投射出来#而广度包含
了数量大小*变化程度以及时空的延展$ 这样一来#话语
!显露"出来的情感和动态特征即可以通过广度来共同体
现#大大提升了符号学分析话语的可行性$

对于张力符号学的名称#齐勒贝尔伯格曾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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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倾向于使用!观点"一词来概括自己的理论#以突出
自己对经典符号学的延续而非脱离#!张力"的观点是符
号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h0DP"4P"4U# !!"@Z%:"@
7vF0%$0d1"@81Ma8D"14@" &&) &-()$ 他于 &SS& 年在加拿
大期刊-文学切线. (!*0<#0-#)上发表-张力语法概论.
(!B4vR0@:"o48FF804"K"#@0?"")一文#虽然标题使用的是
!语法"一词#但它无疑标志着!张力符号学"的提出与确
立$ 之后作者先后写作并出版-张力语法要素.(j(g)#0+4
2#Q%*))*,%#!#04,:## &SS( 年)*-张力结构.(5* /+%6-+6%#
!#04,:## &S)& 年)等专著性作品#但都是在-张力语法概
论.基础上的延伸和补充$ 正如作者几年后所述+!写毕
-张力语法概论.#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惊讶$" (h0DP"4P"4U#
!T#$4"$0"# 8?"R;D81:"h0DP"4P"4U" &(-)该文对认识论基
础*方法论手段以及张力符号学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进行
了基础性的阐述和答复$ 该文指出#结构主义将重点放
在微观结构上#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话语的弹性
(vD8@$0R0$v)#这里的话语既包括语言#也包括非语言$ 这
种弹性是强度和广度上的共同作用#二者并不固定$ 强
度的基本衔接方式是%强与弱'#广度的基本衔接方式是
%集中与分散'#而!张力度没有自身的内容+它只不过是
碰撞之所*融合之处以及相遇的前线#在这里强度通过广
度被捕捉#强度的内容层面与广度的表达层面也在此交
汇"(h0DP"4P"4U# ?#4A&%)#42#K,#*68K*(#6%4')$ 为了
更好地解释强度和广度之间的抽象关系及二者作用下的

张力#齐勒贝尔伯格指出+!)6张力是强度和广度汇聚的
想象之处#前者是精神状态*可感知的东西#后者是物质
状态*可认知的东西,&6附连关系确立了处于场域中的实
体的张力空间+因为沉浸在这一空间里#任何话语实体都
被强度和广度所限定,+6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创造
性不等(0#vU8D0$vR4v8$40R")将广度和强度联系在一起+物
质状态依附于精神状态%&&'此处#强度和广度接受人
文科学场域中常见的命名#配价#而价值正是一种强度配
价和一种广度配价的结合$" (h0DP"4P"4U# !B4vR0@:"
o48FF804"K"#@0?"" ))* ))()为了更好地展示强度和广
度二者的动态变化和对应关系#作者借用平面上的坐标
轴来体现#纵向数轴为强度#横向数轴为广度#因此不论
强度和广度都可以看成从零点到最大化(甚至无限大)的
渐变$ 我们可以将分析对象的不同状态放入坐标#它们
可以看作坐标系上的一点或是多点#是强度和广度的结
合$ 强度和广度的结合方式是多样的#其关联性有两种
基本模式+正相关联即直接模式#负相关联即反向模式$
直接模式可以概括为强度和广度任一方的增加或减少会

伴随另一方的上升或减少#反向模式则相反$
张力图示不仅为动态研究话语提供了可能#也为激

情*感知的静态研究提供了工具$ 通过对坐标轴所标记
价值的广度和强度的大小的静态观察#我们可以划分四
个不同区域(如果标记只区分高与低两个程度)#此时强

度和广度的集合不再是具体的点结合#而是较为模糊的
面的结合+

分区 示例+依恋关系

)6低强度q低广度 平淡之爱

&6高强度q低广度 挚爱关系

+6低强度q高广度 友爱关系

-6高强度q高广度 博爱关系

CC通过强度高低和广度大小两两结合#得到了四个价
值分区#符号学家(路易斯0赫伯特)(/6YvP"4$)借此对
人们的依恋关系作过简要分析(Y/P"4$)),/))')#较好
地展示了如何利用张力图示的这种分区进行实践操作$

在情感状态方面#我们可以将强度看作情感的依赖程度#

将广度看作所依赖的对象的数量$ 因此#根据上表中的
分区可以得出四种主要的依赖性情感关系$ 在 ) 区中#是
普通的依赖感情(平淡之爱)#依赖对象较少#强度不高,&

区是挚爱#依赖对象单一#且强度很高,+ 区可以是友情#

依赖对象众多#但强度不高,- 区是博爱#依赖对象和强度
都很高$

四& 融合与发展#从语言学基础到现象学转向

格雷马斯之后#巴黎符号学派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也
没有离开语言学的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学术
传承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以上的三条路径///激情*主
体*张力///的研究都渗透着语言学的影响#为它们的融
合发展奠定了共同基础$ 从历史渊源来说#巴黎符号学
派的研究就是继承于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理

论#后格雷马斯时期的符号学家在各自领域又不同程度
地借鉴了语言学的成果#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建构$

激情符号学的情感编码和激情图示带有明显的文本和篇

章语言学痕迹#也与格雷马斯早期将语言学的范围扩展
到文本和话语层面有着直接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欧洲
的符号学传统就是将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拓展到了超句子

层面)#前面展示的情感词汇学分析就是例子#它无疑属
于语言学研究的内容$ 到了激情符号学阶段#情况并没
有因为研究对象改变而转变#-张力与意指.中!激情"的
定义充盈着语言学元素+!一种激情首先是一个话语结
构#同时拥有句法的特点(它是话语中的句段)和所含成
分的多样性特点+模态*体态*时态等$" ( %̀#$8#0DD"8#:
h0DP"4P"4U&&-)情感研究既然是从话语层面出发#理所应
当成为语言学的关注对象$ 丰塔尼耶 ( %̀#$8#0DD"#
/g),&+,d6##+5,++g%*+6%#.- .*)在描述话语情感维度时
就借鉴叶尔姆斯列夫使用的!构成成分" (R%#@$0$1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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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露成分"("M]%@8#$)概念+语言学上#在音节划分时#构
成成分是音素#表露成分包括重音和时值,拓展到句子层
面#前者包括句子的构成单位///句段#后者涵盖整个语
法需要配合的部分$ 在话语层面分析情感#构成成分是
模态化的述谓关系#表露成分反映话语主体在场#如视
角*身体和形象表达等#这也就是丰塔尼耶情感话语分析
中语义编码的来源$ 构成成分和表露成分的叠加和组合
构成了激情句法#但要把文本中可以被观察的情感过程
组织起来#需要满足两点+!在每个模态化的阶段#构成成
分决定激情主体的模态#张力表露成分标记过程中的4旋
律5*节奏和重音$"( %̀#$8#0DD"# /g),&+,d6##+5,++g%*+6%#.')

虽然每个情感叙事都有自己的特殊表达和形式#但丰塔
尼耶认为#我们可以归纳出前面所展示的标准情感图示
(唤醒 就位 激情中枢 情绪 道德教化)#在此基础上#不
同文本可以通过筛选和调换图示中的位置序列来将某一

情感现象进行话语呈现$ 可以肯定的是#叶尔姆斯列夫
的语符学理论对于巴黎符号学派早期思想的形成具有重

要作用(张智庭 ,/)))#不仅因为他是索绪尔最为忠实
的继承者#还因为他在符号学建立过程中的中继作用#成
为连接索绪尔和格雷马斯之间的桥梁#埃诺在-符号学简
史.中对索绪尔 叶尔姆斯列夫 格雷马斯的承继关系作

了很好的展示$
我们提到过#主体符号学的建立也是从语言学出发#

只不过所借鉴的主要观点是本维尼斯特的陈述理论#关
注的是话语的形成$ 长久以来#语言学界一直受索绪尔
影响#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D8#U1")#是系统#将
言语行为(D8#U8U")的另一半///言语(]84%D")///排除
在外#本维尼斯特从陈述机制出发研究语言#强调三要素
!\"WQR0WZ80#$"#8#$"#即!我 此时 此地"#它是产生陈述机
体的标志#唯有这样#语言研究才能从关注结构性的语言
系统转向关注动态化的话语和主体#从而摆脱内在性原
则的桎梏$ 个体言语的使用也不再仅仅取决于社会规
范#它的附庸地位被打破#因为只有个体使用#语言才得
以呈现在人们面前#主体才得以建立$ 本维尼斯特认为
!陈述活动通过个体使用行为来使语言运作起来"
(G"#?"#0@$",S)#它与话语息息相关#符号学通过把陈述
行为纳入考虑的范围考察主体和分析话语行为#因而也
有人称主体符号学为陈述活动符号学 (@vF0%$0d1"
v#%#R08$0?")#区分于陈述语段符号学 (@vF0%$0d1":"
D̂v#%#Rv)$ 言语活动将我们自身嵌入现实之中#而言说者
通过话语的陈述来表达情感*自我确认$ 科凯的陈述机
体模型中最重要(]40F"W8R$8#$)的主体和非主体的区分也
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界定的#因为非主体是功能行为者#
只承担述谓关系(]4v:0R8$0%#)#而不对话语负责#主体是
个人行为者#为行为负责#具有判断能力$ 借用本维尼斯
特的话#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T@$4TU%5 d10
:0$4TU%5")#科凯加上了!自己言说4自我5" (!"$d104#

:0$TU%")#来表示主体#因为它是承担的行为标志$
除了语言学的基础外#激情*主体*张力的研究还标

志着后格雷马斯时期符号学研究的现象学转向#尤其是
将身体*感知*话语放到了中心位置#并作为重要的术语
和元语言概念进入了符号学的场域$ 科凯的-意义的探
寻.一书中的序言!现象学的力量"#在出版之前就由王东
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国外文学.)''( 年第 + 期上#科凯
认为#虽然叶尔姆斯列夫和本维尼斯特*布隆代尔都是结
构主义语言学家#但叶尔姆斯列夫!参照的是内在性原则
(]40#R0]": 0̂FF8#"#R")+事件*现状*感知*运动等等现象
被缩减为抽象概念#进入一个封闭的关系的体系"#而布
隆代尔和本维尼斯特!坚持的是现实性原则(]40#R0]":"
4v8D0$v)+他们二人给4物质5(@1P@$8#R")留有位置"(高概#
-现象学的力量. -)$ 因此他们二人!都不满足于只对形
式结构进行研究$ 他们属于那些4已经踏在现象学土地
上5自己却4不知5或已知如此却并未明确表述出来的语
言学家#这一现象学土地在当代首先是由胡塞尔#然后由
其他现象学家如博斯(Y6\6B%@)*普凡德尔(<6B98#:"4)
及梅洛W庞蒂界定的"(-)$ -话语符号学.中就很好地将
符号学研究的两种范式进行了介绍和对比+逻辑学范式
和现象学范式$ 逻辑学范式的代表是巴特和格雷马斯#

巴特以法语为例#确定了该范式的两个标准#同时也是组
成!叙事"的两个必要标准///第三人称!他"和简单过去
时$ 叙事是!使得内容的逻辑联接和论证的修辞联接成
为可能的表达方式" (高概#-话语符号学. )))#最后将
!内容嵌入到一个有始有终的*被格雷马斯称作4算法5
(8DU%40$EF")的计划中去" ()+)#我们在逻辑学范式中看
到的是一个逻辑严密甚至接近代数分析的序列分布$ 现
象学范式则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身体#!一切都从身体
出发#身体是我的意义空间的非语言性中心"(&S)$ 主体
通过身体和世界建立关系#身体是联系世界和感受经验
的中介#而身体永远处于现在时#如科凯所说!身体不言
语#它行动#它感受痛苦#感受愉悦#但它不说话$ 只有理
性的人才能把身体的行动*痛苦及愉悦表述出来" #而
!话语是作为述体的产品被理解的#它是由述体和意义空
间生产的$ 通过投射(]4%b"R$0%#)#话语可以被客体化并
生成叙事" (&)/&&)#是本源述体(话语+!我" !你")通
过投射述体(!他")而产生了逻辑学范式中的叙事#这么
看来#现象学范式中的!现实"和!身体"问题才是第一位
的#逻辑学范式中的!叙事"是第二位的#!逻辑学的范式
是现象学范式的一个外射" (&')$

现象学不仅为符号学中的身体研究提供了可能#也
为感知*情感和激情的研究工作找到了着力点#在此之
前#激情研究的方法主要借助词汇语义*情感模态和形象
编码等#身体的概念虽然一直被提及#但只是抽象的概念
而缺少系统化的阐述和描写$ 当情感符号学借助现象学
的途径把身体和感知放到核心位置后#言语活动中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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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主体现象不再是难以触及的(0#8RR"@@0PD")$ 身体
因而成为符号学家探讨激情和感知的方式#诚如丰塔尼
耶所言#!我从未将身体符号学看作激情符号学的转变$
在我们研究感知和身体等的那么多年#我们让极度厚重
和复杂的激情理论的检验*验证和摒弃成为可能"
( %̀#$8#0DD"# !T#$4"$0"#" &&()$

虽然张力符号学并没有宣称对现象学的继承和延

续#但由于张力问题从符号学的模态和激情而来#也不得
不承认受现象学的间接影响#尤其张力考察的问题跟主
体情感和认知息息相关#!与激情符号学的交合使得张力
符号学在基本架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从我们需要
身体和感知来理解范畴的形成#以及之后理解陈述活动
和话语的感觉#此时张力符号学便进入普通符号学的核
心位置$ 之后#它逐渐发展成一门连续性现象分析的普
遍方法论"(&&( &&.)$

结!语

格雷马斯将自己的符号学研究定义为!一项科学的
计划"(格雷马斯 库尔泰斯# -符号学. ))#丰塔尼耶更
是将其加上一个修饰词///!长远的科学 计 划 "
( %̀#$8#0DD"# !/87vF0%$0d1":"o4"0F8@" '))#因为格雷马
斯虽然确定了一系列符号学需要处理的问题#但他本人
只是处理了一部分#另一些由他的合作者完成#还有一些
在等待其他符号学家们寻找答案$ 也就是说#为了能够
更加有效地把符号学建立起来#格雷马斯有意选择了结
构主义的方法#把叙述*语义*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
将主体问题*陈述活动等留给后人来研究$ 他本人也积
极吸收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为符号学理论的建构服务$

因此#我们看到#他在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研究和列维 斯

特劳斯人类学研究之上#简化叙述的功能性#把纷繁的文
本表现通过行为者模式展示出来#并将语义矩阵用于深
层结构分析,通过对语言学中情态动词的观察#他共发表
四篇专文讨论模态这一新颖的理论#收录在-论意义.(下
册)中,在格雷马斯的晚年#他就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情感
和激情研究#突破了结构主义的藩篱#主要成果见诸-论
不完美性.(?#(O;)B#%.#-+,&0# )',. 年)和-激情符号学.$

格雷马斯的贡献无须一一赘述#他的研究计划也并非排
除其他问题(情感*主体等)#而是将其悬置#等待找到探
讨这些问题的合适方法#最终由他的合作者和继承者去
完成$ 诚如埃诺评价索绪尔理论时所说#!一位单独的研
究者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实际的时间去探索$ 一个人的一
生是不够的"(埃诺#-符号学简史. *&)#格雷马斯的!科
学计划"亦是如此#符号学的探索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
力#本文谈到的三条路径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总之#巴黎符号学派以 -结构语义学. ( /g)*0+,d6#
/+%6-+6%*(## )'(( 年)的出版为发端#开启了近三十年的黄

金发展期#成为结构主义的中流砥柱#引领 &S 世纪后半段
的法国人文科学风潮$ 但也由于其过于强调语言的结构
性*静态性和自足性而忽视话语的动态性*渐变性与经验
性#随着结构主义日渐式微#也慢慢走向衰退$ 然而#后
格雷马斯时期#法国符号学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滞不前#
相反#学派中的能人志士充分借鉴现象学*认知科学等知
识#尤其是将传统符号学排除在外的主体情感*身体经验
以及结构张力纳入考察范围#不仅形成了激情符号学*主
体符号学和张力符号学三条开创性的研究路径#也因为
它们之间共同的语言学基础和对现象学的借鉴#形成了
共融互补的学科发展趋势$ 同时#巴黎符号学派的新发
展没有摒弃经典符号学一以贯之的科学性特征#而是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人文学科最新成果#从而自我革新
和拓展#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意义世界和我们自身$

注释!"#$%&"

! 在此之前#王论跃曾撰文对科凯的思想进行过介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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