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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97年，它是根据我所教授的“传媒符号学”课程的内容撰写而成。
每年，许多大学生都会研究与单词以及大量现代媒介中静止和移动影像相关的符号学理论。
有学生一直问我能否推荐一本真正有用的著作，这本书能介绍主要的理论，展示如何运用这些理论，
讨论符：号学理论关注的各种媒体素材问题，总结出符号学研究的缺陷和优点；这本书既可以作为教
材使用，对各个不同的话题进行讨论，也可以作为课后：的辅助读物和补充材料。
而我所编撰的《传媒符号学概论》就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本书的第一版被传媒研究学子广泛接纳。
从1997年开始，许多老师和学生对这部著作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在再版中，我根据这些反馈信息对
作品进行了修订与扩充。
1997年以后，传媒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新媒介”（互联网、互动软件以及移动通信等）的
重要性日益彰显，再版的《传媒符号学》在每一章中都将这些媒体素材进行了更新，并增加了新的章
节讨论新近的传媒发展。
　　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那些直接和间接对本书第一版给予帮助的人们，感谢鼓励我撰写本书的所
有导师，特别是斯蒂芬·希思（Stephen Heath）和斯图尔特·莱恩（Stuart Laing）；感谢我曾经任教
的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里那些给予我支持的同事；感谢我以前的研究生，他们的思想
影响了我的创作，特别是塔尼亚，克里斯蒂迪斯（Tania Christidis）和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
；感谢所有学习我的传媒符号学课程和尝试了解本书思想的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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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符号学译丛：传媒符号学》是对现代媒介研究进行的批判性分析。
乔纳森在书中对时下学界盛行的符号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并将符号学理论运用于对
各种现代媒介的分析之中。
乔纳森在书中讨论了广告、杂志、报纸、电视、电影、新媒介（电脑游戏、互联网等）等大学课程申
研究的生要媒介，以及男性时尚杂志、肥皂剧式纪录片、数字互动电视和手机短信等与现代人生活息
息相关两当今学者又关注较少的新生事物，并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了这些媒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乔纳森在《当代符号学译丛：传媒符号学》的第一章解释了符号的内涵和媒介在现代文化中的意
识形态角色，在其他各个章节中对每种媒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符号学的介入使读者了解了关于媒介的科学分析方法、媒介的社会价值以及媒介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
响。
作者还试图通过对意识形态理论和心理分析理论的阐释以建立针对观众研究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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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解释人们如何遭受了缺失感，拉康（1977）描述了幼儿的发展，孩子在6-18个月期间，也就
是在我们熟知的“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开始将自己看做一个个体。
在这一阶段，孩子从镜中认识自己，将他或她自己看做和镜中所见形象一样完整、协调，尽管在现实
中孩子在身体上还并不协调，他或她的经历只是大量无法控制的情感和本能。
在镜中，孩子将自己看做存在于时空中的独立个体，而不是他或她实际经历中依赖和破碎的个人，孩
子在镜中所见的形象比孩子真正感到的形象更完整。
孩子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等同于镜中形象的认识是对真实自我的误识（misrecognition），孩子是“自恋
的”（narcissistic），崇拜并期望成为他或她在镜中见到的更完美的自我，欺骗自己他或她就是这一更
完美的自我。
因为孩子认为他或她能成为一个可见的形象，他或她现在能使自己成为他人面前的一个形象，另一个
他者面前的形象，就像对孩子而言镜像是一个形象或他者。
　　精神分析理论这一相当复杂的内容为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认同他人的形象，如女性杂志封面的美
女模特形象，提供了一个模式。
这些形象是像似符号，再现了每位女性都期望成为的更完美的自我，成为视觉符号再现的更完美自我
的愿望也就是战胜所有人类主体经历的缺失的愿望，因为照片中的模特所指被杂志内页详细介绍的各
种化妆品、发型、服装塑造成她现在的模样，其内涵就是读者也能通过使用这些产品变得像模特一样
漂亮。
杂志封面上表现的模特的双眼总是向外望着读者，就像镜中的影像在回望着我们。
杂志封面上的语言横组合用“你”来问候读者，让“你”感到更愉快、更满足。
杂志封面的像似符号用同样的方式问候读者，为读者提供一个意指更完美、更快乐自我的形象，就像
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讨论的更完美自我的形象。
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将女性读者定位为缺失的主体，同时暗示了她想要战胜这种缺失的愿望能够获得
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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