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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在兰州举行

朱羿

2013-07-03 15:22: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7月3日 

   

  【核心提示】符号具有能指、所指、意指的功能，可以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表述和认知，加强符号学的认知研究，有助

于揭示人类认知的奥秘，为符号学学科地位的确立提供现实依据。   

  6月29—30日，由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在

兰州举行，论坛以“符号学与西部文化发展战略”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70余

位语言学、符号学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我国符号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尚未建立   

  符号学诞生于20世纪初，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等西方国家。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

表示，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符号学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符号

学的深入研究，势必会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胡壮麟表示，我国符号学研究已从学习介绍和模仿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阶段，进

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阶段。随着当前符号学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统一的

符号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胡壮麟提出，确定符号学学科地位首先要有新的符合时代的认识，要加强多学科研究，注重整合，而不是让陈旧的学科概念

去限制它的发展；同时，要加强普通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的结合，互补发展。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文旭认为，符号具有能

指、所指、意指的功能，可以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表述和认知，加强符号学的认知研究，有助于揭示人类认知的奥秘，为符号学学

科地位的确立提供现实依据。 

  

  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改变符号学内涵和呈现方式   

  随着现代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符号学的内涵和呈现方式发生了变化。胡壮麟表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技术

的发展，除语言外，人们已可以使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模态表达指令，因此，对符号的理解已不仅仅是意义和声音

意象的关系，它涉及交际者有关语境、工具、文化、历史等多种元素。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齐效斌认为，符号的生命是符号生产、

传播得以延续的内在动力，符号的指称关系会随着外部环境而不断变化，其意义也会不断延伸。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曹进结合“文化建设”认为，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以文化为研究范围是现代

符号学的特质。文化是各种符号的集成与凝结，我国在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要大力挖掘、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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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让沉睡的文化符号活起来，以便捷的方式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传播。  

  与会专家就应用符号学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清华大学教授杨永林以问题化的研究视角指正了城市标志译写中存

在的问题。他认为，城市标志译写是一个城市形象和品位的体现，而现在一些城市不规范和错误的标志译写，不仅没能成为城市

的风景线，反而成为了文化垃圾。因此，他呼吁要对城市标志译写进行城市公共管理部门的归口管理。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新仁对高校“更名热”的符号能指异化现象提出了批判，“某些高校‘不符合自身条件’的更

名，反映了功利化办学趋向，背弃其特色，这是对教育符号任意性的背离和对庸俗化象似性的追求所致”。  

  会上，与会者还围绕认知符号学、民俗符号学、传媒和符号学、符号学与网络文化、西部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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