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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因索绪尔而成显学，由此产生许多关于符号学起源的争执，对此

我们不准备详加梳理和辨析，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皮尔斯的符号学理

论是一种可以独立理解和具备发展能量的符号学体系。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在

于符号学从语言之处起始，其品质中所包含的语言学的基因是否会影响到符

号学在广泛运用到其它领域之后，尤其是在绘画和雕塑等造型艺术领域中，

由于图式与语言的差异，使得符号学的思想、逻辑和技术在图式系统中的方

法论正当性似乎已经不能成为未可质疑的先在假定。

事实上，关于符号学研究的语言学偏好，包括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在内

的许多符号学家看来，的确存在某种理论缺憾，所以皮尔斯作为符号学家的

工作重心之一就是把符号学从语言学的单一路径引向更为广泛的领域。他在

1902年撰写的符号学文章中认为符号学应该包含图标性，但是在他同时所强

调的另一个观点中，即符号应该同时包含代数性，我们可以看到探索强调的

符号的图性更多涉及到的是图的逻辑性质，所以在他后来在为《世纪辞典》

撰写的另一篇关于“图（Graph）”的文章中，他说“图标通用于化学，并已

用于代数和逻辑”，这是皮尔斯关于图像（Icon）符号的基本观点。

在他看来，符号学应该在关心语言学问题的同时，对于其他几个方面

和类型也要给予充分的重视。皮尔斯把符号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图像符号

（Icon）；二是引得符号（Index），三是象征符号（Symbol）。

图像符号，其符号形体与其对象之间具有肖似性，肖似性是图像符号

与其对象的关系方式，这种方式不应因为对象可能的非实存性而被忽视，换

言之，图像符号基于符号形体与对象之间在模态条件下的的肖似关系，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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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绘画作品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以及

动态的影视作品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等都属

于图像符号；引得符号，其符号形体与被表征的

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因果的、邻近的或者联系，符

号由此而具有针对于对象的指示和索引，譬如烟

是火的引得符号，类似的还有路标、商标和站牌

等；象征符号，其符号形体与其所对应的对象之

间没有相似性或因果性关系，其象征功能是基于

社会之约定，英语、法语和在某种程度上的日语

都属于象征符号，但是关于汉语是否应该被归类

为象征符号，众多符号学家彼此间多有争议。

我们在此将皮尔斯，还有莫里斯等符号学家

对于符号的类型划分加以说明，目的并非为了做

出一些知识描述，因为这种描述实在与我们的研

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更关心类型划分与逻辑

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

实际上，为了强调符号学内在范式的互异和

方法的互歧，我们将图像符号、引得符号、符号

符号三种类型与语文和图式两种符号技术路径进

行比较，旨在通过指出符号类型划分与符号技术

的不同调关系，寄望于明确符号学范式的深层自

律特性。

事实上，不仅引得符号在技术上可以归结为

图像符号，在更深层面上说，象征符号也同样可

视为图像符号的简化和特殊在样式。

众所周知，象征符号有一套内洽规则系统，

就是以自然语言为典型的的符号串语法系统，虽

然乔姆斯基的理论将语法制订为有枝型结构的可

转换系统，但是象征符号自身的链性体制不会因

为其语法规制而改变，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同样存

在于皮尔斯的观点中，上面的介绍中我们也能觉

察出来。

比较而言，图式体制不仅在组合关系上不再

呈现为单向的链串，其在两个画面两个维度上的

组合导致不同轴向上图式要素的组织关系出现，

如从十四世纪开始，到文艺复兴时期成熟起来的

线性透视学技术，在漫长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主

要是在邻近区域之间的角度相关性变化中完成

的，其协变原则乃是指向解决两个维度上的区域

交互组合的核心问题。

组合协变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将语文符号系

统与图式符号系统真正划分为两者范式，因为即

使在单一维度的自变性方式如自然语言，和在两

种维度上的协变性方式如线性透视学，由于相邻

互异区域之间，在两种变化方式中依然葆有标记

的拓扑等值关系，并没有改变组合关系本身，也

没有改变两者在同一个图式水平上的基本拓扑条

件，所以新的线性透视学对于图式拓扑变革意

义，不会在图式平面的两个方向上的任何一个或

者所有两个中产生。换言之自然语言作为串链符

号学系统与图式符号作为二维组合系统一样，都

是图式平面上的组合拓扑样式。至于自然语言的

任意性问题，是其符号系统符码与符旨之间关系

较符码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更为优先的缘故，这种

优先是因为语音和原始文字图式除了各自从原发

状态开始，双方在语用学层面的耦合关系导致彼

此原来各自的标记代码在指向外在对象的同时，

又出现次生的相互耦合标记的问题，这种次生性

标记关系进一步导致文字向两个方向的演化一个

是表音文字的出现，一个是表意文字的形声、转

注和假借方式的出现；声音则从对象优先原则逐

渐向针对于所耦合之图式标记的形态记录、识别

和判断的意义解释优先原则转换。而图像符号

（Icon）由于保持着体制独立性，图式转换没有外

部因素如语音的耦合和扰动，所以保持了对象表

达优先和图式标记参数类型的平行发展。

在标记参数多样性和对象表达优先之间存在

着微妙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出现偏离，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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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意义就会伴随出现。图式逻辑范式和优先表达原则之间平衡性的进

动，都伴随着文化艺术的重要转折，这在东西方都具有及其重大是历史性意

义，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印象派和现代主义，以及中国的水墨山水、写意。

可以认为，图像符号系统在标记水平上，不同的技术方式都会造成不同

图式区域的类型差异，相应地存在与不同区域类型具有内在关系的三套图式

逻辑规则，一是内禀规则系统，通常情况下，色彩是典型遵循内禀规则的标

记类型；二是约束规则系统，通常轮廓线是典型遵循约束规则的标记类型；

三是区域内外交互规则系统，通常调性是遵循内

外交互规则的典型标记类型。

标记是图式逻辑和图式符号学的关键概念

（参见拙作《图像的形式研究与层析方法》，

载于《艺术探索》2006年第6期），是图式符号

学及其代数化的基础，也是借助符号学在语文类

型与图式类型之间范式转换规制，防范符号学语

文单边发育的理论核心。就图式区域类型学与描

述技术方面的问题而言（参见拙作《一种基于标

记特征的图式形态描写系统》，载于《新视觉艺

术》2006年第2期。），实际上，内禀规则系统，

主要针对于占区亚型，占区是内部通过布色或磨

刻等等方法进行图形加工的区域，典型的占区是

均匀填充颜色的区域，占区的区域本身实际上是

基于内禀方式而直接生成的图式标记集合；约束

规则系统，则主要针对于所谓的示区亚型，示区

是通过边际轮廓的描画或者刻划方法进行划分的

区域，其实，示区的区域本身并没有标记码，与

区域有关的标记集合是轮廓线，轮廓线并非属于

区域，但却将内部区域加以约束，由此看来，示

区是基于轮廓线标记集合而转换生成的被约束区

域，进一步的质询可能涉及轮廓线的约束何以优

先定义其内部的区域，而不是针对于轮廓线的外

部，没有将外部区域作为优先区域加以定义，这

个问题实际上会涉及到图形区域运算问题。

图式三种逻辑规则，基于其内部层析关系

及其逻辑特异性问题，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参

见拙作《“新生代”的艺术回顾与反思》，载于

《当代美术家》2010年第4期），通过科学逻辑与

文化逻辑的比较，阐明蕴涵造型艺术在内的文化

概念之中所贯穿的逻辑集束范式。为了兼顾三套

逻辑规则的清晰划分，我将内外交互规则系统的

简单样式例举为明暗关系。而在艺术史的不同时

期，内外交互规则系统的重要技术变革有种种不

同表现，如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近代艺术，以印

象派绘画为逻辑起点的现代艺术等等。两者涉及

到的调性变革也各有其独特的意义，不能相互归

约。但是由于印象派创造性的工作将约束规则系

统极大地减弱，同时又将内禀规则系统与外交互

规则系统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共轭规则关系，问

题更为复杂，需要专门对此做出更细致的解释。

如果说自然语言的语法规则系统与内禀规

则相似的话，那么引得符号系统就可以认为有两

套规则，分别是图像符号系统中，图式约束规则

和内禀规则。某一形状及其与诸形状之关系间，

都不涉及到本身内部与其外部区域之间的交互关

系，这种的图形样式只能呈现为解释和外指功

能，而不能形成自足图式。

象征符号系统有一套规则，其基于任意性原

则而具有的语法规则，是图像符号系统三套规则

中，与内禀标记有关的语文性样态。

艺术史上，三种规则有时会同时出现，且具

有相似的造型价值。有时却又互有消长。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将这三种规则同时运

用到图像的各个图像区域和雕塑单位之中，内禀

规则系统用来解决体量和区域内部自身的赋形问

题；内外交互规则采用与内禀规则不同的方式，

主要将外部空间引入画面，由此外部的尺度和方

向等空间不均匀性成为与图像区域和体量表达的

复合参数。而约束规则将体量和空间划分开来，

则恰当地成为内外交互规则得以工作的前件。换

言之内外交互规则是约束规则的逻辑后承。

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失去约束规则系统，

内外交互规则极大影响造型艺术的逻辑发展，这

种具有重要艺术史意义的时期是巴洛克艺术，风

格表现为区域在边际关系丧失制约之时自我稳定

性失控，禀性标记在没有约束的交互性关系中混

淆彼此和失去适当性而变得粘连稠密，由此导致

浪漫艺术的产生和后续极度发展；失却内外交互

规则，则可能致使两种看似截然不同实际上却有

着技术相似性的情形，一个是罗马早期，至少不

晚于米兰敕令（公元313年）时代的艺术，另一个是通常我们称之为现代主

义的艺术。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代主义并非那种后承阙如的历史朴素退

潮，而是努力要发现和发明一种奇异的、有别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

种内外交互规则。至于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现代艺术是古代早期艺

术的极致性和奇异性的发展，这可能并非如李格尔所猜测的那样简单，他在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的第二部分，将形象与画面的整体关系完全建立在

个体与个体之间因为深刻隔离而产生的空间对个体的包容，由此求得区域内

外的联系，在论雕刻的另外一些段落中，他认为罗马君士坦丁堡凯旋门上的

浮雕尤为明显。这种典型的看法在谈到雕塑时所予以的强调与他在书中的这

个观点是统一的。

符号学理论未来真正革命性的发展，赋予图式研究以标志性和核心性的

意义，原因就在于图式系统蕴涵着一种新的符号学范式，这种思想范式完全

不同于符号学的语言学范式，一方面是系统维度的极大扩展，二是图式是在

与语言系统同样为原发性系统的同时没有因为与外部系统的耦合产生新的次

生形态，三是系统内规则类型的多样化为语言学所不能比拟。

一般而言，如果图式研究的目的不过是要寻求新的符号学理论，这未免

狭隘而浅陋，我们不能由此而无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符号学未来巨大

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揭示出艺术学将要创造的那种极为重大的思想成就和丰富

的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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