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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西莫里奥尼ꎬ 都灵大学哲学系教授ꎬ 研究方向: 符号学ꎮ

高保真、 低保真、 无保真
与无线保真阐释

———与张江教授关于文本意图问题的讨论

[意] 马西莫里奥尼

(都灵大学 哲学系ꎬ 都灵 １０１２４)

　 　 摘要: 中国学者张江教授的 “强制阐释论” 对西方文论ꎬ 尤其是符号学方法存在的本质缺陷提出了恰当

中肯的批评ꎬ 借鉴这些批评意见ꎬ 符号学方法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是一味地采用数学公式ꎬ 还是谨慎

地将人文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相结合ꎻ 是执着于探求理论统一性ꎬ 还是承认和接受文学的独特价值ꎻ 是宣称

“文本自治”ꎬ 还是反复考虑文本与其语境的显然联系ꎮ 更加完善的符号学分析范式ꎬ 可以在 “阐释忠实性”
这个概念中得到体现ꎮ 根据文本结构与分析文本的元语篇之间关联性程度的不同层次ꎬ “阐释忠实性” 可划

分为高保真阐释、 低保真阐释、 无保真阐释和无线保真阐释四类ꎮ
关键词: 强制阐释ꎻ 文学批评ꎻ 研究方法ꎻ 符号学ꎻ 阐释忠实性ꎻ 阐释者群体

中图分类号: Ｉ０ꎻ Ｂ０８９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７) ０６－０１５１－０９

　 　 　 　 　 　 　 　 　 　 　 　 　 　 忠诚的撒拉弗天使亚必迭说罢ꎬ
　 　 　 　 　 　 　 　 　 　 　 　 　 　 发现在众背信者中间只有他忠信ꎮ
　 　 　 　 　 　 　 　 　 　 　 　 　 　 在无数的虚伪者中间ꎬ 只他不移本心ꎬ
　 　 　 　 　 　 　 　 　 　 　 　 　 　 不动摇ꎬ 不受诱惑ꎬ 不怕威胁
　 　 　 　 　 　 　 　 　 　 　 　 　 　 　 　 (约翰弥尔顿: «失乐园»ꎬ １６６７ꎬ ５. ８９６－９)

一、 远距离视野

　 　 ８ 世纪的中国著名诗人杜甫有一首名作ꎬ 生动表达了当时年轻的诗人希望能对世界进行全方位视

角观察的愿望ꎮ 这首诗的诗句含义精妙ꎬ 难以进行意译转述ꎬ 我们需要采用戴维霍克思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ｅｓꎬ 英国汉学家———译者注) ２０１６ 年对这首诗的英文翻译版本ꎮ 诗的题目是 «望岳»ꎬ “望” 为

“注视” 之意ꎬ 通常指注视远处的物体ꎻ “岳” 具体指中国的五岳之一 ——— 位于中国山东省的泰山ꎮ
下面是这首诗的全文: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ꎮ
造化钟神秀ꎬ 阴阳割昏晓ꎮ
荡胸生层云ꎬ 决眦入归鸟ꎮ
会当凌绝顶ꎬ 一览众山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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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ꎬ 关于这首诗的意义ꎬ 虽有过众多解读ꎬ 但所有这些解读都不能让我们否认一点ꎬ 那就

是这首诗本质上揭示了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愿景ꎬ 即希望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ꎬ 通过精神层面的锻

炼与活动ꎬ 获得一种高屋建瓴的观察世界的视角ꎮ 对于年轻的人文学科学者来说ꎬ 他们还处于科研生

涯的初期ꎬ 常常因为复杂纷繁、 相互矛盾的观点与立场感到困惑ꎮ 能够掌握一种宏大的观察视角ꎬ 也

是他们的愿望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都灵大学授予安伯托艾柯荣誉学位ꎮ 学术界崇敬像艾柯这样的知名学者ꎬ 是因

为他们通过在学术事业上持之以恒的探索、 精益求精的追求ꎬ 已经到达了很高的层次ꎬ 有能力对各种

思想观点做出清晰透彻的分析ꎮ 在拜读张江教授的几篇文章后ꎬ 读者得到的就是这种感受ꎮ 在长达几

个世纪的时间里ꎬ 各种学术流派都在致力于回答文学意义的问题ꎮ 所有这些理论都被呈现在一张精彩

的图表里ꎬ 这张图表不但指明了各种理论及其演变历程ꎬ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ꎬ 它指出了我们将来应

该选择的发展方向ꎮ 对于 “西方” 文学理论如此全面的审视ꎬ 出自一位文化上根植于东方的学者ꎬ
这丝毫不使我感到惊讶ꎻ 在地理与文化意义上进行远距离观察ꎬ 优势之一就是在判断中可以保持客观

与冷静ꎮ
但是ꎬ 除了全身心投入到其思考中去ꎬ 还有什么能给一个学者带来更大的荣耀呢? 从当前欧洲符

号学家的观点来看ꎬ 与张江教授开展对话ꎬ 几乎是件很自然的事情ꎬ 不仅仅由于张江教授经常提到并

批评符号学ꎬ 更重要的是因为张江教授的批评直指符号学发展历史中的错误ꎮ 承认并改正这些错误ꎬ
符号学本身经历了长期的挣扎ꎮ

二、 审视之下的符号学

　 　 在张江教授几篇著名的文章中ꎬ 他经常以批评的态度来论述符号学ꎮ 其中ꎬ «强制阐释论» 通过

内容丰富翔实的论证ꎬ 分析了获取文学意义的各种途径与方法ꎮ① 这篇文章批评了为支持理论而将文

学当作工具、 将其任意变形的做法ꎬ 仔细衡量了各种批评视角的优势和劣势ꎬ 为合理的、 丰富的且尊

重文学的批评范式设定了标准ꎮ «强制阐释论» 以生态批评和地理批评方法分析文学意义为例ꎬ 指出

符号学消解了文学本身的尊严ꎬ 将其限制在符号学元语篇的桎梏之内ꎮ 文中还提到符号学家格雷马

斯ꎬ 指出他发明了一种叫做 “符号矩阵” 的图形ꎮ 通过这个图形ꎬ 文学叙事被分析为不同逻辑关系

的序列与转化ꎮ
我们必须同意张江教授的批评意见ꎬ 尤其是考虑到ꎬ 首先ꎬ 格雷马斯本人几乎没有分析过什么文

学文本ꎬ 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理论阐述上ꎮ 文学在他的理论阐述中经常只是充当范例来源 (格
雷马斯在文本分析领域ꎬ 发表的最成功的文章是 «莫泊桑»ꎮ 该文实际上是通过演练ꎬ 来展示如何将

他的文本分析方法加以实际应用)②ꎻ 其次ꎬ 格雷马斯的很多追随者机械地模仿他们的老师ꎬ 复制生

产出无数的分析ꎮ 在这些分析中ꎬ 文学及其他文本在格雷马斯的分析方法机器中被碾压成碎片ꎬ 仅仅

是为了证明这一流派的功效ꎬ 显示自己在格雷马斯理论实践者中的精英身份ꎮ
诚然ꎬ 在对格雷马斯限定性文学分析理论进行批判的话语框架内ꎬ 张江教授的批评性评价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ꎮ 然而ꎬ 我们还需看到一个事实ꎬ 那就是格雷马斯的追随者中有不少人ꎬ 比如文学批评领

２５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意图” 与 “阐释” 的讨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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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学者雅克热尼纳斯卡① 或是德尼斯伯特兰② 以及视觉符号学领域的学者让玛丽弗洛克③

或是社会分析领域的学者埃里克兰多斯基④ꎬ 虽然他们表面上都是格雷马斯的崇拜者ꎬ 但在继承格

雷马斯的分析方法时ꎬ 并没有抱着一种完全接受的态度ꎮ 这些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分析对象的具

体特征上ꎬ 积极与其他学科开展有意义的对话交流ꎮ 如果自己的分析方法不能有效捕捉所研究对象的

意义ꎬ 他们就会对原有的方法论进行修正ꎮ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ꎬ 格雷马斯本人也曾不断地进行理论构

建ꎮ 在他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ꎬ 格雷马斯发表了一篇名为 «论不完美» 的文章ꎬ 在文章中他的符号

矩阵理论仅仅处于背景位置ꎬ 成为一副不显眼但是又必须存在的脚手架ꎮ 文章的中心位置则是对图尼

耶、 卡尔维诺、 科塔萨尔、 里尔克与谷崎润一郎 ５ 位作家 ５ 篇文本的精彩分析ꎮ 这 ５ 个分析无疑能够

符合张江教授关于理智的文学批评所提出的要求ꎮ⑤
在张江教授的其他文章中ꎬ 他批评了符号学不加批判地借用数学和物理学概念ꎬ 作为自己的分析

工具ꎬ 将公式强加于文学文本ꎮ 我们再次看到ꎬ 张江教授的这个批评ꎬ 不但切中符号学的要害问题ꎬ
而且从更宏观的层面讲ꎬ 也指出了存在于 １９８０ 年代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交织融合趋势中的问题ꎮ 这

种趋势ꎬ 又经过 １９９０ 年代人文科学对认知科学的拥抱、 ２１ 世纪初人文科学对镜像神经元的迷恋以及

２０１０ 年至今人文科学对于行为学的狂热等运动ꎬ 进一步得到强化ꎮ 在学术界ꎬ 通过不加批判地追逐

最新思潮来赢得一席之地ꎬ 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ꎮ 然而ꎬ 我们或许应该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ꎬ 把真

正有价值的交叉学科成果ꎬ 比如勒内托姆 (法国数学家ꎬ 突变论创始人———译者注) 关于符号学

与突变论的结合ꎬ⑥ 与那些对文学文本进行荒唐的数学分析ꎬ 或是由为数不多的跟风者所吹捧的 “视
觉文本” 相区别ꎮ 做这样的区分ꎬ 其目的与张江教授提出的文学批评最高价值的目的是一致的ꎮ

张江教授对于符号学提出的第三个完全合理的批评观点ꎬ 是针对符号学的发展倾向ꎮ 结构主义流

派的追随者们都表现出这种发展倾向ꎬ 那就是无视甚至剥夺文本的独特性ꎬ 以便实现全面掌握文本结

构统一性的理论目的ꎮ 结构主义认为ꎬ 文本的结构统一性是隐藏在丰富多彩的文学想象外表下的基

础ꎮ 的确ꎬ 极端正统派生成符号学始终试图将整个文化理解为只是由若干基本构成要素组成的结合

体ꎬ 这种思路导致了阐释过度简化ꎬ 其简化程度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ꎮ 然而ꎬ 从结构符号学向张

力符号学转变的过程ꎬ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离散的语义对立被连续的语义张力所取代ꎬ 不正是为了让深

不可测的人类文学创造的复杂性与符号学元语篇图式化的表述更好地对应吗?⑦
同样ꎬ 张江教授在 «强制阐释论» 中提出的第四点批评意见也非常合理ꎬ 特别是关于罗兰巴

特对文本非指称特征的后结构主义态度ꎬ 以及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讲ꎬ 关于结构主义对于作者之死的看

法ꎮ 对于这一问题ꎬ 张江教授在他的另一篇出色文章 «作者能不能死»⑧ 中有精彩论述ꎮ 原教旨主义

符号学一心想要把文本以外的因素ꎬ 比如作者的思想与生活经历、 读者的思想与生活经历ꎬ 或者文本

自身产生的条件逐一剔除出去ꎮ 这样做经常导致荒唐的自我删改ꎮ 有时ꎬ 格雷马斯的名言 “文本之

外无救赎” 受到如此盲目的追捧ꎬ 以至于为了保持其理论的纯粹性ꎬ 文学自身的尊严与存在价值遭

到蔑视ꎮ 在此处ꎬ 内部批评也与外部审视相适应ꎮ 比如在现象符号学最新的发展动向中ꎬ 重新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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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实体物相联系ꎻ① 还有在对于生命形态的分析中②ꎬ 以及在本维尼斯特对于 “讲述” 问题的最新

研究成果中ꎬ 研究更加关注那些通过具体语用场景获得意义的语言结构ꎮ③
究竟是坚持使用图表化的程式分析ꎬ 还是更加审慎地对待这种分析方法ꎻ 是狂热地采用数学公

式ꎬ 还是谨慎地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ꎻ 是执着追求理论统一ꎬ 还是谦虚地接受文学的独特表

征ꎻ 是宣称文本自治ꎬ 还是认真思考文本与语境之间明显的关系———符号学常常陷于上述和其他各种

选择困境之中ꎮ 而当受到像张江教授提出的这样中肯批评的启发时ꎬ 符号学又可以找到解决困境的创

造性思路ꎮ

三、 深入分析

　 　 作为继续拓展与张江教授对话内容的粗浅尝试ꎬ 本文将对符号学提出进一步的完善建议ꎮ 以下以

一篇中国小说为论述起点ꎬ 这篇小说最近首次被翻译成英文ꎬ 获得了国际关注ꎮ 小说的题目为 «隐
身衣» (２０１６)ꎬ 作者是格非ꎮ 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ꎮ 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经济收入微薄的男人ꎬ
他爱上了一个姑娘ꎬ 并娶她为妻ꎮ 一段时间后ꎬ 这个姑娘变心ꎬ 弃主人公而去ꎮ 自此往后的内容充满

了痛苦的回忆ꎬ 是主人公与已故的、 曾警告其与姑娘婚姻不合适的母亲在想象中的对话ꎮ 在主要情节

之外ꎬ 最为突出的是小说对于音响系统———这个主人公为谋生而组装和出售的物品———花费笔墨展开

的细致描写ꎮ
在小说中ꎬ 作者格非把对情感变幻莫测的思考与对音乐再现技术的细腻叙述交织在一起ꎬ 无论是

读者还是文学批评家ꎬ 都对此感到惊叹ꎮ 作为例子ꎬ 下面引用小说原文中的一个段落ꎬ 表现的是主人

公为一个神秘的富豪客户安装高品质高保真音响时ꎬ 对于音响安装的理想空间环境所做的详细阐述:
我曾经在电话中向丁采臣打听过客厅的大致格局ꎮ 连日来ꎬ 我对那面朝南的玻璃墙比较忧

虑ꎮ 因为你知道ꎬ 光溜溜的玻璃根本拢不住声音ꎮ 玻璃造成的反射ꎬ 会使音乐在房间里到处乱

撞ꎬ 结像效果一定会很糟糕ꎮ 按照我的建议ꎬ 丁采臣在客厅的南窗新装了一个厚厚的布帘ꎮ 单从

这一点ꎬ 你大概也可以判断出ꎬ 丁采臣这个人ꎬ 通情达理ꎬ 凡事都好商量ꎮ 这间客厅ꎬ 虽说足够

高大宽敞ꎬ 但对于欣赏音乐来说ꎬ 并不是一个适宜的环境ꎮ 一般来说ꎬ 扬声器总是要在短墙摆

放ꎮ 可问题是ꎬ 这个客厅的短墙在东西两侧ꎮ 西墙边的柜式空调不能随便移动ꎮ 旁边还有一个巨

大的玻璃鱼缸ꎬ 水草柔软地披拂摇摆ꎬ 两尾带鱼状的动物来回巡游ꎮ④
在本段以及小说其他一些段落中ꎬ 主人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欣赏音乐的声学条件ꎬ 在读者面前堆

叠起一长串的技术名词和细节ꎮ 乍一看ꎬ 主人公在不懈地追求组装一套完美的音响系统ꎬ 这个系统内

所有的零部件ꎬ 从光盘播放器到扬声器ꎬ 再到电线ꎬ 都应摆放在理想的空间位置上ꎬ 以达到对音乐完

美无瑕的忠实再现ꎬ 排除一切干扰、 一切扭曲和一切噪音ꎮ 主人公所追求的乌托邦ꎬ 他希望向客户灌

输的激情ꎬ 就是营造一个没有噪音的音乐环境ꎬ 目的就是保证声音再现的绝对纯粹性ꎮ
然而ꎬ 随着故事逐步展开ꎬ 细心的读者会意识到ꎬ 主人公对于音乐再现忠实度的痴迷———格非通

过一个又一个的技术细节描写生动地体现出来———实际上是对另一种忠实的隐喻ꎬ 或者可以更清晰地

说ꎬ 是对 “忠实” 这一小说主题的隐喻ꎮ 忠实的问题ꎬ 在小说中的各个语义层面都得到精妙的体现ꎮ
其中最明显的ꎬ 自然是情感的忠实问题ꎬ 它是小说主要情节的焦点ꎬ 即主人公妻子的不忠实ꎮ 这使得

主人公一度陷入孤独与绝望的境地ꎮ 但是ꎬ 对于读者的理解来说ꎬ 这种情感方面的不忠实也同样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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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忠实的叙述外壳ꎬ 一种更加深刻的、 令人忧虑的不忠实ꎮ 格非本人作为大学教授ꎬ 在小说中自

嘲般地描写了一个教授ꎬ 主人公在这个教授家中工作时ꎬ 无意中听到了他关于 “世界问题” 的闲聊ꎮ
作为例子ꎬ 下面这段表现了作者对于教授夸夸其谈带有讽刺意味的看法:

我把机器给他送过去的时候ꎬ 这位教授又在向他的妻子ꎬ 那个体育大学的排球老师ꎬ 抱怨世

道的混乱和肮脏无序了ꎮ 什么道德沦丧啦ꎬ 什么礼崩乐坏啦ꎬ 什么道术将为天下裂啦ꎬ 全是扯

淡ꎮ 他进而断言: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ꎬ 能在目前这个社会过上好日子ꎮ 很明显ꎬ 他的妻子不爱

搭理他ꎬ 表情冷漠ꎬ 在餐桌边低着头ꎬ 飞快地发着手机短信ꎮ 他似乎有点恼羞成怒ꎬ 并再次使用

了那个让我十分厌恶的反问句式: “不是吗?”①

这位教授自我膨胀ꎬ 装腔作势ꎬ 还显得理直气壮ꎻ 对着一个处于劳工阶层、 为了生活而挣扎、 正

在给自己安装昂贵的音响设备的人大发议论ꎬ 尽显其虚伪本质ꎻ 傲慢地把自己的固有成见说成普遍现

象ꎮ 所有这些都让主人公感到ꎬ 在这个世界上ꎬ 人们不但对自己的配偶不忠实ꎬ 而且连思想本身ꎬ 由

于对现实的不忠实ꎬ 都失去了自己的尊严ꎬ 变成了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扭曲话语ꎬ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ꎮ
在不向各位读者提供小说结尾剧透、 破坏阅读乐趣的情况下ꎬ 我可以透露一点ꎬ 那就是这篇小说结尾

十分突然ꎬ 主人公在听完教授的 “长篇演说” 之后ꎬ 显示出反抗姿态ꎮ 他随后回敬的一番话可以认

为是这篇小说的主要寓意ꎮ 这个寓意ꎬ 是主人公经历了煎熬后得到的ꎬ 是在他对自己关于人际关系的

忠实与完美乌托邦进行痛苦反思后得到的ꎮ

四、 文学的目的是什么?

　 　 为 “文学的目的” 做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ꎬ 是难以实现的ꎮ 很多充满智慧的学者都曾尝试回

答 “文学的目的” 是什么ꎬ 但在给出一个答案的同时ꎬ 都没办法排除其他同等合理的答案ꎮ 最终ꎬ
这个概念本身ꎬ 在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历史发展、 跨越了各种文化、 以多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现后ꎬ 只

能是根据其产生、 传播和接受的不同语境ꎬ 来确定自己所要实现的多种不同的目的ꎮ 然而ꎬ 同样无法

否认的是ꎬ 大多数人喜欢文学ꎬ 因为文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虚构的再现世界ꎬ 也可能为人们生命中的

困惑提供答案ꎬ 无论是爱的神秘、 死的绝望ꎬ 还是友谊与背叛之间激烈的思辨ꎮ 这正是我们要思索阐

释文学文本最佳途径的根本原因ꎬ 正如张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深刻指出的一样ꎬ 那就是懂得如何用

尊重文学的方式分析文学ꎬ 是我们学习如何用尊重的方式解释人类的重要手段ꎮ
正如于戈沃利教授 (于戈沃利ꎬ 都灵大学符号学教授———译者注) 和其他几位学者所指出

的ꎬ 在那些不尊重文本本身、 对文本强加前置阐释的理论ꎬ 和那些在 ２０ 世纪历史上以种族主义对人

进行侮辱的理论之间ꎬ 存在着恶性联系ꎮ 对于一件艺术作品的独特性的钟爱ꎬ 以及对它向人们传递思

想的独特方式的钟爱ꎬ 是与对一个人的独特性的钟爱、 对其存在的独特方式的钟爱分不开的ꎮ 艺术作

品ꎬ 包括文学文本ꎬ 不同的理论可以对它们进行多种方式的分类ꎬ 但如此分类只是为了提供一个框

架ꎬ 目的在于凸显那些理论无法捕捉的东西ꎬ 那些在理论范围之外的东西ꎬ 即每件人类想象力所创造

的作品的珍贵独特性②ꎮ 同样ꎬ 人类也可以用语言、 民族ꎬ 或者社会经济等标准被分类ꎬ 但如果这种

分类最后变成了一种对人的桎梏ꎬ 忘记了这样分类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凸显每个人类个体的独特性ꎬ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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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是很危险!①

格非的 «隐身衣» 让读者对忠实问题进行多层次的思考ꎬ 分别是音乐再现的忠实问题、 情感关

系中人性再现的忠实问题以及作为思想和其话语载体的文化再现的忠实问题ꎮ 正如本文标题所示ꎬ 这

些再现过程可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ꎬ 每种形式都对应一种不同的阐释哲学ꎮ 第一种形式是 “高
保真阐释” (ｈｉ－ｆｉ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这是小说主人公的理想境界ꎮ “高保真阐释” 追求对声音完美的再

现ꎬ 排除任何噪音和干扰ꎮ 这种完美的声音再现ꎬ 如果不是为了尊重每一个音符的独特性ꎬ 尊重每个

音符与其他音符协奏的独特性ꎬ 以及整个乐曲的艺术独特性ꎬ 那又是为什么呢? 正是为了确保音乐再

现的忠实度ꎬ 确保声音与音乐内涵的一致性ꎬ 符合作曲人构思和表达的思想内容ꎬ «隐身衣» 的主人

公才认真地组装复杂的音响系统ꎮ
从比喻意义出发ꎬ 与这种听觉忠实度相对应的ꎬ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忠实度ꎮ 这种忠实度的基

础ꎬ 是一个人调整自己的特性ꎬ 而与另一个人的特性相适应的道德要求ꎮ 在这个努力调整的过程中ꎬ
人对人的固有观念ꎬ 甚至是偏见ꎬ 会成为一种简单粗暴的解读方法 (里奥尼即将出版 «符号学»)ꎮ②

对他人独特性的忠实ꎬ 是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在反思 ２０ 世纪悲剧过程中ꎬ 关于最高道德

给我们上的一课ꎮ 在他看来ꎬ ２０ 世纪的大多数悲剧ꎬ 源于对这种忠实责任的摈弃ꎮ③ 然而ꎬ 忠实不仅

应该存在于对艺术与人的态度上ꎬ 也存在于如何看待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的内容ꎬ 亦即在社会中传播的

语篇、 文本ꎬ 包括精心加工的艺术创作ꎮ

五、 高保真阐释

　 　 在文学批评中ꎬ 高保真阐释ꎬ 正如张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准确指出的ꎬ 是一种对文本不进行强

制阐释的批评方法ꎮ 像安伯托艾柯在区分文本阐释与文本使用时所述ꎬ④ 高保真阐释不利用文本来

实现文本自身未曾创造的目标ꎻ 相反ꎬ 高保真阐释采用一个可对文本进行分析的框架ꎬ 认为文本不是

分析框架本身ꎬ 而只是框架中的分析对象ꎬ 正如美术作品中画框和画作的关系ꎮ 这种阐释ꎬ 承认对于

理论所指出的相似性的接受ꎬ 如语义框架、 叙述结构、 语篇组织等等ꎬ 但最终要进行超越ꎮ 正是这种

超越ꎬ 揭示出文本对于人性的体现ꎮ 文本的独特性隐含在这种超越之中ꎬ 是文本最为珍贵的内容ꎮ 如

果我们不把文本从理论的条框中解放出来ꎬ 便不能得到这种超越ꎮ

六、 低保真阐释

　 　 那么低保真阐释又该如何解释呢? 低保真阐释就是阐释者对于文本的爱以及对于文本所包含的独

特性的爱ꎬ 被阐释者对其他因素的迷恋所取代ꎬ 比如既定作者应有的思想活动、 文本产生的社会文化

环境、 在文本所产生的时代对于文本的接受情况ꎬ 或者是用于阐释文本的 “理论”ꎮ 所有这些因素都

很有价值ꎬ 并衍生出不少很有见地的文学分析方法 (文学的精神分析、 文学社会学、 文学接受研究、
解构主义阐释———女权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ꎬ 但是这些分析方法都没有达到对于理论的 “超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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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超越” 是文本的独特内涵ꎬ 是只有最为忠实的读者才能发现的东西ꎮ 如果每次都把一个文本

仅仅视为存在于一个类型中的另外一个例子ꎬ 比如文类、 叙述结构、 意识形态等ꎬ 那么文本的独特性

就失去了ꎬ 对于文本的阐述就夹杂了个人的、 历史因素的噪音ꎬ 或者是理论的偏见和曲解ꎬ 正如同音

响系统中脆弱的、 无法正常工作的线路一样ꎮ

七、 无保真阐释

　 　 “无保真阐释” 是指在音乐再现过程中ꎬ 由于使用了质量低劣的技术设备ꎬ 从而故意产生了噪音

和声音扭曲ꎬ 并将这种听觉混乱变成颠覆美学的元素ꎬ 将经典作品以及再现诗学的既定标准进行重新

洗牌ꎮ 这些做法的游戏性质ꎬ 及其对于主流美学的依赖ꎬ 是不可否认的ꎮ 艺术家只有在一个有序的声

音世界里ꎬ 才能演奏噪音ꎮ 同样的游戏性也能在阐释领域得到应用ꎮ 结构主义就是与文本的游戏ꎬ 它

狂热地将理论用于文本ꎬ 并享受由理论分析所产生的不和谐的声音ꎬ 以至于常常毁掉了结构主义自己

意欲建立的和谐ꎮ 在社会关系与行为领域ꎬ 对传统角色与规范图式的颠覆ꎬ 也是结构主义乐此不疲的

事情ꎬ 被视为是快乐与解放的源泉ꎮ 然而ꎬ 在上述例子中ꎬ 噪音的美学只能建立在对文本的理性阅读

基础之上ꎬ 无保真阐释在对文本反抗的过程中逐渐展开ꎮ 这些带有讽刺意味的过度解读游戏ꎬ 无论是

在文本层面还是社会层面ꎬ 都没有什么错误之处ꎻ 不承认这类解读ꎬ 或者更有甚者ꎬ 禁止这类解读ꎬ
将意味着把某一种阐释推上独裁的位置ꎬ 让其他个体的解释ꎬ 或者创造性的变革ꎬ 失去了自己的空

间ꎮ 当然ꎬ 如果无保真阐释以高保真阐释的面目出现ꎬ 不但装作要在考虑主流认知ꎬ 而且还要在实际

中对其加以取代ꎬ 那么问题就来了ꎮ 如果理论不仅对文本任意解构ꎬ 还要宣称把自己的游戏性的解释

升华为一套分析机制ꎬ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理论与文本同归于尽ꎮ 只要低保真阐释不要荒谬地将自己当

作是高保真阐释ꎬ 那么其存在是没有问题的ꎬ 有时还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ꎮ

八、 无线保真阐释

　 　 最后要对本文标题中的第四个概念———无线保真阐释ꎬ 进行说明ꎮ 众所周知ꎬ 无线保真是一种不

通过有线连接ꎬ 就能实现人与机器相互沟通的技术ꎮ 无线保真这个说法ꎬ 原本并非指语义的忠实ꎬ 但

经常被这样解释ꎮ 在本文的象征含义中ꎬ 无线保真阐释是指一种文本解读模式ꎬ 在这个模式里ꎬ 由

“真实群体” 提供的、 用以集体确定文本语义价值的语境ꎬ 被 “数字群体” 所取代ꎬ 这个 “数字群

体” 的基本特征与 “真实群体” 愈行愈远ꎬ 直至 “数字群体” 这一表述最终成为一个矛盾修辞法ꎬ
因为这样的群体在事实上无法再提供连贯的、 稳定的语境ꎬ 来对文本进行合理的阐释ꎮ 在这种技术与

社会文化发展潮流下ꎬ “无线保真阐释” 也变成了一种矛盾修辞法ꎮ 在一个 “无线” 的世界里ꎬ 即一

个真实的社会关系被虚拟网络关系所取代的世界里ꎬ 是否可能做到阐释?
在艾柯的学术生涯中ꎬ 他坚持可以对阐释过程设定某种界限的观点①ꎮ 这种界限来自于被阐释的

文本自身的结构ꎬ 前提是这个文本包含着合作性阐释所要塑造的独特性ꎮ 这种阐释理论ꎬ 来自对于皮

尔士符号哲学的深刻理解ꎬ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ꎮ 究竟由谁来决定一篇文本的结构呢? 如果根据

艾柯所说ꎬ 对文本正确的阐释 (或者可接受阐释的范围) 所追求的是文本的本身意图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 ｏｐｅ￣
ｒｉｓꎬ 即文本本身所计划被解读的意图)ꎬ 而不是作者意图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 ａｕｃｔｏｒｉｓꎬ 即作者希望或认为他通过

文本可以表达的意图) 或者读者意图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 ｌｅｃｔｏｒｉｓꎬ 即读者在阐释文本时能够发现的意图)ꎬ 那么

是谁ꎬ 或者是什么ꎬ 来最终确定某种符号语言结构与他们被阐释的习惯方式之间的规范关系ꎬ 仍然是

一个问题ꎮ 很重要的一点是ꎬ 艾柯从未声称提取文本本身意图的过程是理性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ꎻ 他所指出

７５１高保真、 低保真、 无保真与无线保真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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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ꎬ 这个过程是合理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①ꎮ 二者的区别具体体现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上ꎬ 即在符号语

言结构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ꎬ 没有永远固定不变的关系ꎬ 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运动而不断演变ꎮ 这

是另一位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 (Ｊｕｒｉｊ Ｍ. Ｌｏｔｍａｎ) 试图描述的ꎮ 因此ꎬ 最终确定某种意义与特定的符

号语言结构相联系的ꎬ 既不是国王也不是法律ꎬ 亦非语言必然性ꎮ 一些阐释方式的相对合理性ꎬ 与另

外一些阐释方式的不合理性ꎬ 都在具有共同符号域的阐释者群体中形成ꎮ 在漫长的时间中ꎬ 为了给自

己的语义环境建立边界———或者至少是门槛———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进行系统性互动ꎮ 这些边界ꎬ 是长

时间延续的复杂协商的结果ꎮ 这也意味着ꎬ 那些现在已经确定的边界ꎬ 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后ꎬ 会被

不同的阐释合理性边界所取代ꎮ 艾柯对于解构主义的批判ꎬ 并非针对合理性阐释的形式会发生变化这

一观点ꎬ 而是针对合理性阐释的形式会被个人意见所推翻颠覆这一观点ꎬ 比如某个批评家决定把

«哈姆雷特» 当作女权主义宣言来解读ꎮ 如果仅作为 “无保真阐释”ꎬ 仅作为一种独特的、 游戏性质

的阐释与已确定的阐释者群体产生联系ꎬ 那么对这类反抗性的阐释我们是可以接受的ꎬ 甚至是持欢迎

态度的ꎮ 但是ꎬ 如果此类或相似的过度阐释ꎬ 甚至利用文本的行为ꎬ 被当作 “高保真阐释”ꎬ 并在学

校作为标准的阐释理论向学生讲授ꎬ 那么情况就令人担忧了ꎮ 关于不忠实阐释机制化所带来的问题ꎬ
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没有任何标准能够决定哪种特色的阐释方法是规范的标准方法ꎮ 被一个阐释者群

体认为最合理而被接受的阐释ꎬ 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语义与阐释协商———其过程与结果超越了个体

的阐释意图———之后ꎬ 才获得了自己的地位ꎮ 我们不能随意地解读文本ꎬ 原因很简单ꎬ 那就是文本不

只属于我们ꎮ 文本属于一个群体ꎬ 属于一种文化语境ꎬ 属于一段历史———这些都是塑造文本独特性的

基本因素ꎮ 如果解读文本时ꎬ 特别是文学文本ꎬ 不考虑文本的具体语言、 阐释者群体、 阐释的历史等

因素ꎬ 这样的解读必然导致对文本强加暴力ꎬ 忽视文本本身意图ꎬ 最终就产生了安伯托艾柯所论述

的阐释滥用问题ꎬ 以及张江教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强制阐释问题ꎮ
但是ꎬ 如果现实中没有对阐释边界进行协商和再协商的真实群体呢? 对于不具备固定形态的语

言、 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电子网络群体ꎬ 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群体也可以表达复杂的、 确定的辩证法ꎬ
正如参加研讨会的学者、 图书俱乐部里的读者或课堂中的学生所表达的那样? 一方面ꎬ 人们也许会认

为 “无线保真” 群体甚至是集中了非虚拟群体建立阐释标准所需的互动活动ꎮ 例如维基百科ꎬ 以及

学者群体通过相互合作、 日积月累地撰写维基百科词条的方式ꎬ 可能就代表了社群主义的阐释方法ꎬ
通过这种方法确立起 “最终符号阐释者” 与阐释习惯 (再次协商只有在新的信息出现后需要时才进

行)ꎮ 另一方面ꎬ 当艾柯在讨论确定阐释边界的可能性ꎬ 以及阐释边界获取文本本身意义的能力时ꎬ
他所指的并不是阐释者群体对一个具体文本的实际内容进行协商ꎬ 而是共享与塑造一个话语框架ꎬ 在

这个框架下ꎬ 可以提出对一个文本内容的多种阐释ꎮ 包括维基百科和其他虚拟社区的问题在于ꎬ 阐释

者获得了相互协商他们阐释内容的自由ꎬ 却没有相互协商阐释话语框架的自由ꎮ 恰恰相反ꎬ 阐释话语

框架是由虚拟的精英集团制定的ꎬ 通常不接受协商ꎮ 换言之ꎬ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影响维基百科所包含

的内容ꎬ 但基本上很难影响维基百科包含这些内容的方式ꎮ 不幸的是ꎬ 这种包含方式ꎬ 正是艾柯在其

符号学理论核心提出 “阐释者群体” 概念时所强调的ꎮ
电子虚拟群体也许看上去比非虚拟群体更加自由ꎮ 民粹主义就经常这样认为ꎬ 但其实并非如此ꎮ

一个民主国家的议会既会讨论该国法律ꎬ 也会讨论制定该法律的框架规则ꎮ 而电子虚拟议会ꎬ 则让所

有人———而非他们的代表———讨论任何事情ꎬ 但是并不讨论用以开展讨论的电子网络框架本身ꎮ 电子

网络框架的内在运行规则ꎬ 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摸不着、 看不到的ꎮ 也许在未来ꎬ 电子虚拟群体也会展

现出合适的符号交流平台ꎮ 到那时ꎬ 不但作为内容的意义会被讨论ꎬ 作为框架的意义也会被讨论ꎮ 但

坦诚地说ꎬ 从目前电子虚拟群体的协商进程发展实际情况来看ꎬ 并不令人乐观ꎮ 电子虚拟群体让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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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通过各种传播形式大幅增长ꎬ 协商在其中发挥不到任何作用①ꎮ 传统群体与如今的电子虚拟群体

最为显著的差异ꎬ 就是后者似乎对于任何类型的群体记忆都漠不关心ꎮ 这与传统群体很不一样ꎮ 电子

虚拟群体永远生活在当下ꎬ 也时不时地蹿到未来ꎮ 但如果电子虚拟群体没有在某台遥远的、 不为人知

的服务器上ꎬ 或者在产生不了任何集体话语的 “时间机器” 上留下任何痕迹ꎬ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记

忆可言ꎮ
总之ꎬ 在电子虚拟群体中ꎬ 形式化的记忆是不存在的ꎬ 可以将过去经验转变为未来协商原则的固

定模式也是不存在的ꎮ 一个群体如果缺少结构性的记忆ꎬ 则很难产生合理阐释的稳定框架ꎮ 其原因正

是稳定的框架需要超越个体的意图ꎬ 并从一个符号域的整体功能中显现出来ꎮ 我们遵守自然语言的语

法规则ꎬ 不是因为某人决定要求这么做ꎬ 而是由于千千万万次微观层面的互动 (包括我们的前人在

内) 储存并提炼出一套构造ꎬ 尽管存在各种微观变异、 变化以及文字游戏的可能性ꎬ 但作为群体整

体来讲ꎬ 最终都接受了这套构造的标准ꎮ 遗憾的是ꎬ 电子虚拟群体经常被 “当下” 的事物 “刷屏”ꎬ
至少到目前为止ꎬ 文化记忆形成的整体性机制还未在电子虚拟群体中产生ꎮ

九、 歌颂相会

　 　 在未来的电子虚拟群体中ꎬ 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忠实性ꎬ 以及合理的阐释吗? 现在看来ꎬ 我们只

能珍惜现实中人们相互结识的机会ꎻ 珍惜在阅读文学文本时ꎬ 读者不仅仅能见到文本作者ꎬ 还能见到

产生文本本身意义的整个群体、 整个地理环境及整个历史的机会ꎮ 同样ꎬ 为了纪念意大利与中国符号

学家的相遇相知ꎬ 以及安伯托艾柯和张江教授思想的相遇ꎬ 我谨借此机会再引用杜甫的另外一首诗

«赠卫八处士» 中的部分诗句ꎮ 这些精妙的诗句ꎬ 描述了两位 ２０ 年的朋友再次相会时的情景ꎮ 这两

位朋友把酒言欢ꎬ 沉浸在对于肝胆相照的感受之中:
主称会面难ꎬ 一举累十觞ꎮ
十觞亦不醉ꎬ 感子故意长ꎮ
明日隔山岳ꎬ 世事两茫茫ꎮ②

这种对认知忠实性的珍视———在茫茫世事之中ꎬ 对于一篇文本、 一位朋友、 一片土地的独特性的

珍视ꎬ 也许就是阐释中所强调的最高忠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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