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山玉简介

    独山玉文化

    独山玉大观

    独山玉鉴赏

    独山玉选购

    独山玉收藏

    玉器常识

    论玉文辞

    玉史长河

    玉雕工艺

    玉器保养

    玉界名家

    绿松石

    和田玉

    岫玉

 

 

独山玉雕的符号美学特征探微 

  曾昭阁  
（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南阳 473061）  

   摘 要：人类从两千多年前已经发现符号并开始运用，符号学成
为20世纪以来重要的哲学观和方法论。独山玉本身的特质具有主体情
感符号意蕴，契合并富于符号学意义与价值。玉雕大师们通过联想把
符号和其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设计形式也因此而不断以崭新的、自
然的、赋有人性化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不断创造出古老的玉文化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作品，从而形成了独山玉雕的所特有的形式符号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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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认识自我和世界，通过联想把符号和所
指的对象联系起来，创造了称为语言或思想的符号系统，也创造了称
为工具或作品的符号系统，这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的重要因
素。符号经过浓缩和指代、传播和交流，在不断纳入新符号的同时使
人类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玉雕大师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传播关于情
感和思想的某种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玉雕作品的确成为广义的人
类语言系统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艺术的作用不仅
不亚于，有时甚至强于由自然语言所构成的第一语言系统。因此，在
当代独山玉雕的创作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符号的应用，玉
雕大师们在不自觉之中会接受符号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符号丰富
了独山玉雕的表达，使作品的形态有了类似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自
然的、人文的、社会的、历史的诸多美学因子被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
之中，让独山玉雕作品焕然一新，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表现力。  
一、独山玉雕与符号美学  
   在两千多年前，人类已经开始对于符号有所发现并运用，研究文
化现象中符号的科学――符号学成为20世纪以来重要的哲学观和方法
论。著名的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尔托·埃科曾断言：“过去和现在的
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无不在以某种方式研究符号学。”［1］
（P2）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M．C．比尔兹利指出：“从广义上说来，
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
一。”［2］（P7）笔者把符号学理论引入玉文化研究之中，以玉雕
符号美学为参照系，对中国这门古老的艺术进行解码分析，以期能够
较容易的直指或把握其实质。  

   人类通过联想把符号和其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使世界作为意义
被主体理解和掌握。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一种形态才能成为符号性的



           

呢？皮尔斯强调的是符号的联系特性，也就是说，符号只存在于对象
与阐释之间的关联中。对于具有符号学性质的独山玉雕作品形态来
说，它所以能成为符号化的，并不取决于其自身是否是对自然界的一
种模仿或再现，而是要看它与自己所代表的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它的
形态不仅与其代表的物质之间有内在的相似性，而且比它代表的物质
更为特征具体、生动，对象和意义融合为统一的符号系统，才能成为
一种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作品形态。独山玉与其它玉种不同的是，它
富含多种元素离子，由多种矿物组分，其色彩丰富异常，在绿、白、
蓝、红、紫、黄、青、黑等基本色的基础上，混合色、过渡色可达数
十种以上。独山玉鲜艳纯正，浓淡兼备，凝腻柔嫩，如青春美少女一
般，娇妍妩媚而不失端庄大方。它白如羊脂，洁亮如雪，通透似水；
蓝如晴空，海疆无垠；绿如翠羽，晶莹欲滴；红似云霞，光彩照人；
黑似泼墨，明亮如漆，堪为玉石中的美妍娇娃。加之独山玉质地坚韧
致密，硬度适中，光泽斑斓多变，和润无比，颇具君子之风，构成了
独山玉所特有的色彩之美。也形成了当代独山玉雕中“顺色起意”、
“巧用俏色”、“黑白巧配”等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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