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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和网络带来了读图时代，图形的获得、编辑和传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简单和迅速。中国的网络用 

户已经超过 4亿，各种各样的图像，以惊人的速度被制造出来，像沙尘暴一样铺天盖地地传播⋯⋯ “小胖”“芙蓉姐姐”“犀利 

哥”，还有各种各样的聊天表情、火星文字，无论你喜欢与否，它们是那么的流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它们也是你的符号。 

笔者把这类图像姑且称之为流行符号，因为它们显示出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流行性。本文拟从对流行符号的分析入手，学习 

运用符号学理论来解释其作为符号系统的存在和运行。同时，希望提供一个与形而上学解读不同的解读 ，以期为设计创意提 

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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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图像本是一种符号，功能是直观表达丰富的信息内 

涵。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图形图像生产的专业性、印 

刷及媒体传播的门槛高，把其传达功能束缚住了，被归于高 

高在上的 “XX”系列，普通人很少问津。在普通人的生活 

里，只能和少量的图形图像打交道，且只能接受信息的单向 

模式。 

数字技术的发展，．图形图像数字化，数字技术普及化， 

图形图像的获得成本越来越低廉，图形图像编辑制作也越来 

越简单。借助于网络技术，摄影图形的传播非常方便且迅 

速⋯⋯因为网络这个大众平台，有时仅一张照片，就可以使 
一 个人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成为家喻户晓 

的人物。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传播功能飞跃 

式的发展，图形图像业已成为最大众化的信息传播载体。 
一 符号释义 

1．符号 

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志、记号，来源于规定 

或者约定俗成，其形式简单(相对所指对象而言)，种类繁多， 

用途广泛，具有很强的信息承载和传达功能。一件事情可以 

成为符号，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个人可以成为符号， 

如约翰 ·列侬；一部电影可以成为符号，如 《乱世佳人》；一 

块石头可以成为符号，如麦加那块；一堵已经倒掉N年的墙 

也可以成为符号，如柏林那堵。海德格尔所说的一切 “存在 

者”都可以成为符号，只要它有所指意义。符号与其所指对 

象之间的联系是 “意义”。符号总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意义也 

总是以一定符号形式来表现的。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 

对象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 

识之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 

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符号通常可分成语言符号 

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 ，这两大符号在传播过程中通常是结合 

在一起的。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 ，在人类社会传 

播中都能起到指代功能和交流功能。 

2．隐喻 

符号与它所指的对象意义之间的关系是比喻。比喻有显 

喻和隐喻之分，如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里的月亮就是一个 

符号，“我的心”被比喻为它。从修辞学来说，“月亮”是喻 

体，“我的心”是对象，“代表”是关系，“代表”和 “我的心” 

加起来是喻义。这种比喻关系喻体和喻义都是明确的。但也 

有不明不白的比喻，如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 

寻找光明”，这就是隐喻，我们能凭常识就知道 “黑夜”“黑 

眼睛”是喻体，但它们的喻义是什么呢?那就是见仁见智了。 

它的喻义要去探询、去解释，不仅是多义的，而且是不确定 

的。近年来，隐喻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门话题，尤其是隐 

喻的认知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隐喻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手段 

由来已久，影响广泛而深远。但把隐喻只解释为文学修辞和 

艺术创作手法就片面了。从符号学和语义学上来讲的，宗教 

伦理、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文明形式都隐喻着权利意志。 

我们生活在一个隐喻的世界里 ，一切都有所指意义 ，而又不 

确定。那么当今在传播领域屡创奇迹的流行符号，它们的所 

指意义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二 流行符号的解构分析 

流行符号，以流行为其外在最显著的特征。当今读图时 

代，数字化图形图像最方便传播，借助国际互联网的强大传 

播能力，符号图形图样化趋势显著。 

商业社会和流行文化借 

助于其符号系统得以形成和 

运行 。而图形图像是被历史 

性地 “选 中”成为流行 的符 

号。语言学家索叙尔认为 ， 
一 个符号包括了两个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 ，能指 (即符 
号的一套显现形式，如图形 图1犀利哥、时装秀 阿凡达 

图像)和所指 (即作为符号含义的概念或观念)。符号的能指 

是 “任意性”的，除了一定的自律构成要素 (如摄影的 “摄 

制”要素，图画的 “绘制”要素)之外，符号的能指和它的 

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天然固定的联系。流行符号也是如此。 

流行符号体系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大众思想、感情的喻体。 

每一个流行图像，都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特定含义的符号系统。 

要理解流行符号，必须理解流行符号的直观形象(图形图像)； 

而为了理解其直观形象，又必须解构。什么是解构?德里达 

说 “什么是⋯⋯?”这种句法本身就有毛病，它暗示世上存 

有某种事物，而这事物不但能被人理解，还能被贴上某种标 

签。解构就是拒绝定义符号的直观形象，从根本上针对形而 

上学意识形态，是消解符号形象及其意义确定性的解读。 

解构阅读是一种文本分析方法 (符号就是一套文本)。对 

流行符号体系进行解构阅读，就是呈现出符号系统不能只是 

被解读成单一一个明显的信息，而应该被解读为在某种文化 

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符号系统会显示 

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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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符号系统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相比较，会显示出 

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解构阅读的本质就是 

破坏那些从来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或对它们提出质 

疑。流行符号当如此解读。 

1．抽象性 

流行符号是由特殊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流行符号从 

漂浮不定的花花世界中抽取出某些特定的元素，把它们用某 

种形式显现和标记出来。这种抽象，说明社会大众之间的联 

系是依赖于流行符号的所指意义的，这是一套复杂的符号体 

系，它维系着芸芸众生之间的关联。所以如果没有流行符号 

系统，人就会生活在个体世界中，而不会拥有这样彼此关联 

的一个社会。 

2．普遍性 

所谓普遍性是指流行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 

而是普遍适用的，包括了大众意识的全部。流行符号作为流行 

意义和大众意识的指称形式，它的统摄功能具有生成流行性和 

塑造大众文化的作用。这一特性还表明了流行符号的功能不受 

任何外在形式的限制。此一时彼一时。普遍适用就是流行符号 

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流行符号的这一特点还证明了人归根结 

底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性是人的普遍属性。 

3．多变性 

流行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还极其多变。我们可以用 

不同的图形图像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用同一形象变化其 

内在构成方式表达特定的意义。流行符号不是僵硬呆板的， 

而是灵活多变的。 

4．想象性 

流行符号系统还具有想象特性 ：它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 

具体的东西，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某个东西 (比 

如犀利哥，他就是一个人 ；流行的是他的照片，以及对他的 

照片的演绎)。它是全体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是观念的、 

意义性的存在 ，具有功能性的价值 。社会大众创造了流行符 

号，是为了使用它的功能 ，是为了能对这个世界所给以的影 

响做反应，并且是主动的、创造性的反应。 

5．非主流与叛逆性 

流行符号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 

强调形式和内容的自由嬉戏，它天生叛逆，它难以限定，它 

的意义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流行符号一 

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 

6．开放性 

流行符号具有开放性质。流行符号对其消费者来说，谁 

都可以介入，其留给我们相当多的空间，去思考、去拓展， 

去深入地阐释和理解，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信息源， 

通过我们不断的介入 ，向外辐射出信息。 

三 流行符号的形而上学分析 

既然流行符号的意义难以把握，既然流行符号系统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那么我们不妨对其外在一些可把握的形式进 

行分析。当今大众消费时代 ，决定了流行符号的大众性和消 

费I生。其表现形式也不拘一格，复杂多样。 

1．流行符号的数字化特性 ． 

流行符号是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被创造出来的，其本身的 

功能性决定了其数字化性特征。只有数字化才有可能利用互 

联网的强大传播效应。 

2．表现形式多样 

数字化信息可以随意复制和编辑。编辑的便捷和大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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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参与，使流行符号外在表现形式灵活多样，生机勃勃。 

3．大众化和通俗化倾 向 

流行符号是大众创造并用于大众的，具有大众亲和力和 

通俗性。娱乐性，是流行符号大众性和通俗内在需求的必然 

选择。将时尚流行的图形符号简单编辑在一起调侃 、自嘲、 

搞笑，为其最常见的形式。 

4．打破了图形形式界限，符号类型界限模糊化 

在电脑中，图形图像毫无区别，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数字 

记录的信息。只有 “保守”的观念还在坚持图形摄入手段的 

差异 ，其实在数字的世界里，手段上的差别 已经不存在了。 

这种情况，有三种人乐见其成：一是普通大众，他们原本就 

没有什么概念区别 ，只要能把 自己的图形弄成 自己喜欢的样 

子就好 ；另一种人就是具有现代艺术观念的艺术家，一大批 

似影非影、似画不画的 “电脑图形”诞生了；最后 ，就是平 

面设计师，大量的素材支持更自由的创意，只要有视觉张力， 

管它是什么图形呢。 

图2 图画风格的摄影图形 图3 大众传播中的数字化符号 

5．与商业设计的关联使流行符号图形商业化 

平面设计师大量使用流行图形符号进行商业信息传达。 

流行图形符号特征的再创意，使普通大众的接受性更高，传 

播的功效更好。 

6．即兴和随意的创作与表现 

这是流行符号生产的最普遍方式。现在网络上的很多信 

息平台，都支持图形的输入输出和简单编辑，可以随性对图 

形进行涂鸦、扭曲、移花接木 、增加文字说明、制作动画效 

果等，产生大量幽默风趣、手法简单粗狂、形式通俗、内容 

易懂的图形在网络间传递。 

图4 平面设计师的图形创意 图5 五花八门的聊天表情 

7．与现代艺术创作关联的活动使流行符号语言观念化 

当代艺术，强调对传统的解构，具有显著的观念性、实 

验性和时空感等特点 ，表现手法上倾向于多介质、新材料和 

多媒体。流行符号经常被借用置换，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 

等。上世纪以来，受现当代艺术思潮的影响，艺术领域内还 

出现了 “达达⋯ ‘波普”等倾向于流行与大众化的艺术流派。 

同样的情况 ，现代艺术观念被大众解读后 ，在流行符号领域 

也有延伸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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