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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符号学界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其解析符号学是针对结构主义抛开时间和人的研究方

法提出来的。她将文本定义为符号学研究的对象,认为作为一种实践过程的符号具有两个特征: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

态。本文通过对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的特点和关系以及作为符号存在场的穷若阐释指出,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

成功地将符号研究与对主体人的研究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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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risteva is one of themost famous theor ists in the fie ld ofwestern sem iotics. H er sem iana lysis is proposed aga inst struc tura l2

ism which d isregards the study of time and human be ings. She be lieves that the text is the subject of sem iotics and tha t the sem i2

otic process has twomodes: the sem iotic and the symbolic. The paper, afte r expound ing the terms of the sem iotic and the symbol2

ic, the ir relationsh ip and the chora as the p lace where the text exists, demonstrates that Kr isteva successfu lly re lates the sem iotic

study to the study of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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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解析符号学概说
朱莉娅# 克里斯蒂娃 (K risteva, J. )是西方符号学界

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解析符号学 ( sem iana lysis)是克里

斯蒂娃针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对符号进行静态研究的方法

提出来的一种符号学理论。作为研究方法的结构主义符

号学是在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站在特定

的时代, 索绪尔预言将来会出现一门专门研究 /符号系

统0的符号学 ( Saussure 2003: 15)。这种研究方法一路发

展过来, 到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在欧美达到顶峰。结构

主义符号学的充分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符号系统以及系

统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它 /具有自身无法克服

的局限性0 (孙秀丽 2006: 25)。结构主义符号学注重信

息的传达过程, 强调符号系统的完整性和封闭性。这种

研究通常不考虑符号的使用问题, 因而主体人被排除在

考察范围之外。事实上, 符号离开主体人的存在将无法

存在。人使用符号, 赋予符号以生命。没有人的存在,就

无从谈起符号问题。为了将主体人包容进符号学的研究

范围, 克里斯蒂娃重新定义符号的本质,确定符号学的研

究对象。在她看来, 符号是一种意指实践, 不具有封闭

性, 不是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点, 符号包含着主体人的种

种欲动, 具有开放性和意义永不终结性。她指出, 符号学

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本 ( text), 而不是传统语言学意义上

的词、句、篇章等。

可以说, 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贡献在于她的解析符号

学实现了符号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在肯定结构主义符号

学方法在人文科学的发展上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 她提

出超越其局限性的方法 (弗朗索瓦 2004: 76- 77), 即实现

结构主义静态把握符号的动态化, 在结构的生成与变化

中探究结构与结构外部之间的关系。她甚至将众多学科

互相联结起来, 解析符号学本身就是建立在符号学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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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析学基础之上的崭新的理论体系。解析符号学的研

究对象是具有互文特性的文本。克里斯蒂娃不但研究文

本结构, 而且研究结构之外的东西。结构的外部包括外

文本以及主体人。而结构则指文本符号自身。由于外文

本的存在, 文本处于互文关系网络之中。由于主体人的

存在, 符号结构中存在着主体的欲动性。

为了全面阐释符号的本质特征, 克里斯蒂娃认为符

号存在两种异质性的存在方式,即前符号态 ( the sem iotic)

和符号象征态 ( the symbolic)。

2 符号存在两种形态的提出
2. 1符号研究与主体研究

人从出生到长大要经历好多个阶段, 而且并不是一

出生就成为独立个体的。在人生的最初阶段, 人类要依

靠母亲的哺育而存活, 与母亲在生理、心理上不可分离。

幼儿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开始最初的语言表达的。在这个

时候, 幼儿处于人生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关于俄狄浦斯

时期和前俄狄浦斯时期的观点, 克里斯蒂娃借鉴精神分

析学认为, 前俄狄浦斯时期就是指在主体形成以前, 父亲

律法还没有起作用, 母子虽肉体分离, 但孩子在精神和情

感上都依存母亲的这段时期。此时, 孩子没有把自己当

成主体也没有将母亲当成不同于自己的客体。进一步的

观察表明, 婴孩通过自己的运动与母亲接触, 并逐渐使这

些运动具有规则和意义,比如说, 孩子在饥饿想吃奶的时

候会作特殊的动作, 表现特殊的表情以示意母亲。时间

久了, 这些特殊的动作和表情就会具有特定的意义。克

里斯蒂娃研究孩子这段时期的行为特征, 认为语言的最

初习得先是身体间的, 然后才是主体间的 ( Schm itz

2005);认为语言的产生与这段时期不可分割。前俄狄浦

斯阶段的婴儿需要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表情中找到可以

实现欲望的有意义的东西, 而语言就是由有意义的可供

组合使用的音节构成的。

传统的符号学理论或者语言学理论认为, 语言是人

类所特有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动物所不具备的。

人类与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人是理性的。因而, 传统

认为语言主体就必须是理性主体。理性主体应该是处于

俄狄浦斯时期的主体。笛卡尔说, /我思, 故我在0。 / -自

我 . 不仅是作为 -表征 . 的舞台, 而且在整个 -表征 . 过程

中都必须始终处于绝对、主宰的地位;而 -语言 . 则仅仅是

自我的工具, 受自我的支配, 是用来表达和再现自我的思

想的手段0 (张一平 2006: 13)。

后来, 这样的自我概念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

核心概念 (Margaroni 2005)。这一理论将思考的主体或理

性的主体作为正常的人类形象来加以定位, 排出、镇压并

驱除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它最终发展成为胡塞尔现象学

中的超验主体理论。世界由超验自我赋予意义, 语言也

不例外。这种观点应用到语言领域, 其结果必然是产生

僵化的主体或者必须完全将主体驱逐于研究之外。从最

早的语文学、比较语言学, 再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索绪尔

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无一例外地假定理性主体

在语言中的重要地位 (K risteva 1980: 126 - 129)。索绪尔

承认语言结构的统一性。他所创立的结构语言学和继之

而来的结构主义运动, 排除言说的主体。其目的是为了

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可以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

一样实现客观性。乔姆斯基看到了索绪尔语言研究的局

限性。他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在研究语言结构的转

换与生成时, 自然而然地重新确立主体在语言中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研究只不过是将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从被遗

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并用这种理性主体去验证句法的

生成和转换功能。在这种意义上, 乔姆斯基和索绪尔并

没有区别。克里斯蒂娃说 , /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一直

固守着同样的预设, 这样的预设暗含在结构主义的潮流

之中, 但在生成的趋势中却显而易见0 (弗朗索瓦 2004:

330)。

克里斯蒂娃在判断语言现象时, 抛开了传统研究的

清规戒律, 全面审视语言的各个方面。她借鉴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学理论, 认为在理性的自我主体背后存在广

阔的潜意识领域。潜意识与人的欲望相通, 它通过各种

途径使自己释放出来,扰乱正常有序的自我世界 (弗洛伊

德 2002: 44)。如果将传统的语言研究对象看作俄狄浦斯

主体形成以后的语言, 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对象明显就包

含了前俄狄浦斯时期的语言现象以及潜意识语言现象。

2. 2符号与符号存在的两种形态

克里斯蒂娃从语言中分离出两种构成因素, 即 /语言

的前符号态0和 /符号象征态0。前符号态因素产生于 /说

话主体的潜意识 0,是潜意识中与欲动相连的东西在语言

中的表现形式。它不表达确切的含义和意义, 具有音乐

的特征。它们最初是在婴儿的言语模仿中以节奏和声调

的形式出现, 早于音位、语素、词位以及句子等语言形态。

在成年人当中, 前符号态语言 /以精神病患者的话语和诗

性语言为代表0。语言前符号态因素在使语言变得诗情

画意的同时, 也带来不表达意义的后果。我们在狂欢话

语以及某些超现实主义诗作中都可以感受到语言前符号

态力量的存在。相反, 符号象征态是 /语言中可以被人的

意识清晰感知的那一部分0。由于符号象征态的存在,语

言符号 /遵循特定的句法规则0, /具有逻辑意义0, 可以

/传达信息0。结构主义等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就是以语言

的符号象征态形式为对象。 ( Kr isteva 1984: 19- 90)符号

象征态是胡塞尔先验自我意识的意指客体的必然属性,

受逻辑性判断的支配。

前符号态由于代表主体的欲动, 就像是一种母体、一

种基础。当符号象征态成在的时候, 身体欲动性受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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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和排除。此时, 结构和意义都不存, 却在酝酿之中。语

言在意义与无意义、结构与非结构之间徘徊, 拥有矛盾性

特征。克里斯蒂娃将这种特征称作异质性特征并相信,

由于这一特征, 语言符号经常产生多重意义, 有时甚至不

可理解。

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在符号象征态和前符号态两个层

面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与传统的符号学相比, 克里斯

蒂娃的研究方法显得客观而全面。语言的这两种构成因

素反映主体的异质性特征, 即主体总是既是前符号态又

是符号象征态, 因此主体无论创造怎样的 /意义体系 0,

都不可能是 /完全的0前符号态或完全的符号象征态

( Kristeva 1986: 93)。

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之间关系微妙 (Margaron i

2005)。从历时维度看, 前符号态早于符号象征态。从共

时维度着眼, 符号象征态中存在着前符号态的因素, 前符

号态的释放借助于语言的符号象征态层面, 表现在词汇

层面和语法层面。符号象征态与前符号态的非排斥性结

合关系促使文本、语言活动、符号实践的形成。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首先 ,前

符号态在语言中特别是在诗性语言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因

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在共时方面表现为主体人具有的各

种欲望。从历时看, 人成长的开始于物质性和身体性 ,而

物质性和身体性就是主体的前符号态特性。第二, 无论

是共时意义上的欲望还是历时意义上的物质性看, 它们

都是具有含义和意义的符号象征态的准备, 即前符号态

是符号象征态的前提和基础。第三, 符号象征态就像长

大成人的孩子, 其独立自主要以脱离父母为前提。作为

象征功能的语言, 其最终形成要以压抑本能欲望和与母

体的持续关系为代价。第四, 与前符号态断绝和压抑自

己的欲望, 并不是与其彻底脱离关系, 而是要对其重新利

用。符号象征态通过对前符号态的重新利用, 使前符号

态有了存在空间, 从而避免前符号态的极端表现, 阻止纯

前符号态无意义词语的出现。

3 穷若:符号存在的形式与场所
为了清晰表述前符号态的状态, 克里斯蒂娃借用柏

拉图的 /穷若0 ( chora)概念。在5诗歌语言革命 6一书中,

克里斯蒂娃指出, 穷若是一个场域, 它总是不停地按照一

定法则激烈摇动, 这样的运动能够产生和创造特定的生

成物 ( Kr isteva1984: 25- 31)。

术语 /穷若0来源于柏拉图的5蒂迈欧篇6 (西川直子

2002: 106)。在5蒂迈欧篇6中, 柏拉图描写上帝创造完善

而有秩序的宇宙的过程。5蒂迈欧篇6中的主人公蒂迈欧

在说明世界上物质的生成问题时提出 3个概念:产品、生

产产品的空间以及产品生成的模仿物。第三个概念作为

模型不会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人类要通过理性对其进

行理解。第一个概念作为产品自然有始有终, 具有运动

性和变化性, 人类可以根据感性对其进行把握。而第二

个概念是产品得以形成的空间, 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

场了, 即克里斯蒂娃借用柏拉图的 /穷若 0概念所要表达

的东西 (克里斯蒂娃 2001: 20)。

穷若有 3个特点。第一, 穷若没有形状, 没有颜色,

也没有办法让人看得见。但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看不见摸

不着的东西却永远地存在着, 并可以被人感知到。第二,

穷若中存在万物 ,也可以接纳万物, 并为万物提供存在的

空间和位置。第三 , 穷若具有永动性。由于穷若接纳万

物并存在万物, 万物的存在必然地给其存在空间带来不

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使穷若不规则地剧烈摇

动, 伴随的结果是处于穷若中的各种东西同样处于剧烈

的摇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摇动后, 穷若中的东西会找

到相对稳定的位置静止下来, 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柏

拉图指出, 通过穷若的振动, 万物被授予秩序, 宇宙形成。

穷若为有秩序的宇宙提供前提和基础。 /假如说赋予秩

序是父亲权能的话,那么, 穷若可以说就是在父亲登场以

前的舞台上起作用的力量。0 (西川直子 2002: 107)

克里斯蒂娃将前符号态描述为包容万物而具有运动

性的穷若 ( Kr isteva1984: 25)。 /穷若既是能量的反映, 同

时也是运动中的静止状态。穷若既是动性的, 又是受到

限制的。0 (K risteva1986: 93)克里斯蒂娃用这一术语表示

语言中的动性以及这些动性的暂时稳定性。语言既依赖

穷若, 又反抗穷若,在这种依赖和反抗中创生着自己的意

义。我们可以感知穷若的存在, 但是无法清晰明了地描

述它, 定义它。在前符号态穷若中, 可以表征事物的符号

还没有形成。穷若中只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暂时的、片段

的东西, 如语音的片断和颜色的片断等。这些片断或停

滞或运动, 彼此相互作用, 为产生有意义的符号进行着各

种组合。 /前符号态是符号象征态的内在基础。0 (Kr iste2

va1986: 96)从这种意义上讲, 克里斯蒂娃的前符号态与柏

拉图的穷若十分相似。它们的共性可以概括如下:包容

万物性、规则性、永动性和开放性等。

总之, 穷若既不是符号, 也不是能指, 但是它永远都

在为了成为符号和能指而努力, 是为了意指而存在的。

穷若作为符号的滋生地,具有两个基本性质。首先, 它具

有不规则的动性。其次,它是受限的。一方面,它不是一

个安排有序的整体,其中缺乏统一性。在这一点上, 它与

象征律法不同。象征功能依赖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形成。

没有符号系统就没有象征功能, 而符号系统的存在意味

着规则系统的存在。而前符号态在符号存在之前就存在

了, 即在规则系统存在之前就存在了。另一方面, 在其存

在过程中, 受到规约的限制。意指实践就是在这样一个

既自由又受限的穷若中得以构建。克里斯蒂娃强调穷若

受到限制的特点。穷若受到自然法则以及社会历史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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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例如, 穷若中能量的规约要受到性别差异个体

以及家庭差异的影响。 /符号象征态是在与他者之间在

生理以及社会历史结构限制的基础上建立关系这一事实

的社会效果。0 (K risteva1986: 97)由于受到生理结构和社

会结构的控制, 欲动在释放的过程中会经历稳定阶段。

具有象征结构的社会组织通过一种间接的途径影响

穷若。

4 结束语
符号存在于人的世界中, 它与其使用者关系密切。

符号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人的因素 0 (李洪儒 2008:

14)。人是具有各种欲动的主体, 人的欲动体现在语言形

式中, 使语言形式无法实现自身的完整性和封闭性。人

的主体在形成过程中就要经历一个不断压抑欲动最终产

生稳定态的过程。同样, 人类使用的符号不可能像索绪

尔说的那样, 能指和所指如一张纸的两面, 不可分离。符

号指称意义也是一个过程, 克里斯蒂娃将这一过程称为

意指实践, 并指出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是符号意指实

践的两个组成部份。前符号态使意指实践处于动态之

中, 符号象征态使符号能够意指。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

态之间辨证运动,共同创生符号的意义。比起结构主义

符号学来, 这样的研究方法可能不太容易被研究者把握,

但无疑是更加科学的。

参考文献

弗朗索瓦# 多斯. 从结构到解构 [M ] . 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 2004.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篇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克里斯蒂娃. 恐怖的权力 ) ) ) 论卑贱 [M ].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1.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 ) ) ) 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

[ J] . 外语学刊, 2008( 6).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孙秀丽. 解析符号学批判 [ J]. 外语学刊, 2006( 5).

张一平. 结构与解构 ) ) ) 从索绪尔到德里达 [ J]. 外语学

刊, 2006( 4).

西川直子. 克里斯托娃 ) ) ) 多元逻辑 [M ]. 石家庄:河北

教育出版社 , 2002.

K risteva, Julia. F rom One IdentityTo AnOther [A ]. Desire

In Language [M ] . New York: Columb ia Un ivers ity

P ress, 1980.

K risteva, Julia. Revolu tion in Poetic Language [M ]. trans.

M argaret W a ller, New York: Columb ia Un ivers ity

P ress, 1984.

K risteva, Julia. The Kristeva Reader [M ]. Tor il Moi ed. ,

Oxford: B lackwell Publishers L td. , 1986.

K risteva, Julia. Language: The Unknown [M ]. Br ighton:

H arvester, 1989.

Ma rgaron ,i Mar ia. TheLost F ounda tion: Kristeva. s Sem iotic

Chora and I tsAmbiguous Legacy [ J]. Ind iana Un iver si2

ty P ress, 2005.

Schm itz, Bettina. H omelessness or Symbolic Castra tion? Sub2

jectivity, Language Acqu isition, and Socia lity I in Julia

Kr isteva and Jacques Lacan [ J] . Indiana University

P ress, 2005.

收稿日期: 2009- 07- 20 =责任编辑  李洪儒>

5当代外语研究 6杂志将于 2010年正式出版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新出审字 [ 2009] 207号 )正式批准, 自 2010年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

学院编辑出版的5科技英语学习6将更名为5当代外语研究6 (月刊, 国内统一代号为 CN31- 2039 /

H, 邮局代号 4- 303)。

本刊为外国语言文学期刊,大 16开, 64页, 每期定价 8元,每月 15日出版。欢迎订阅,欢迎投

稿!

通信地址: 200240上海闽行东川路 800号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话: 021- 34205995;电子邮箱: kjyy@ sjtu. edu. cn, ddwyy@j sjtu. edu. cn

5当代外语研究6编辑部

149

2009年         孙秀丽  符号实践的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研究         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