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符号与传媒 （ １７ ）

精感间牲的符号学研究

谭光辉

摘 要 ： 将情感看作一种符号或叙述经历 了很长的认识过程 ， 格雷 马斯

等人的情感符号 学研究使情感研究 向语言 学转向 。 与语言或符

号一样 ， 情感也有组合轴 与 聚合轴 ， 不 同之处在 于情感 比文本

多
一个主体轴 ， 主体轴无时不在参与 、 影响情感的 生成与接收 。

与 文本之间相互影响 的 文本 间性一样 ， 情感之间 也存在情感 间

性 ， 情感 间性在组合关 系 和聚合关 系 中 实现 。 情感 间 性以伴随

情感的形式显现 出 来 ， 主体轴无时不在参与 、 建构伴随情感 。

关键词 ： 情感 ， 情感双轴 关 系 ， 聚合轴 ， 组合轴 ， 主体轴 ， 情感 间 性 ，

伴随情感

Ａ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ｔｕｄｙ
ｏｎＩｎｔｅ卜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ａｎＧｕａｎｇｈｕ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
ｐ

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
ｉ ｓ ｉｎｇ

ｅｍｏｔ ｉｏｎｓａｓｓ ｉ
ｇ
ｎｓ ｉｓｆａｒ

－

ｆｌｕｎｇ
．Ｇｒｅ ｉｍａｓａｎｄ

ｈｉｓｃｏｍｐａｎ
ｉｏｎｓｍａｄｅａ ｌ ｉｎｇｕ ｉｓｔ ｉｃｔｕｒｎ ｉｎｔｈｅｉｒｅｍｏ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Ｅｍｏｔ ｉｏｎ

ｈａｓａ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ｎｄ
ｐａｒａ

ｄ ｉ
ｇｍａｔｉｃａｘｉｓｌ ｉｋｅ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
ｒｓ ｉ

ｇ
ｎ

；

ｕｎｌ ｉｋｅｔｈ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ｉｔｈａｓａ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ａｘ ｉｓ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 ｉｏｎ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ｔａｎｙ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ｉ ｓ ｉｎｔｅｒ
－

ｔｅｘ ｔｕａｌ ｉｔ
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ｉｎｔｅｒ
－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 ｌ ｉｔｙ

ｒｅａｌ ｉ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ｙ
ｎｔａｇｍａｔ ｉｃａｎｄｐａｒａ

ｄ ｉ
ｇｍａｔ ｉｃａｘ ｉｓｏｆｅｍｏ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

？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 ｌ ｉ ｔｙ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ｔｈｅｗａ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ｏｍ ｉ ｔａｎｔ ｅｍｏ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

ｊ
ｅｃｔ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 目
“

文学作 品情感表现与接受 的符号现象学研究
”

（ １ ６ＸＺＷ００ ７ ）

的部分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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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情感的符号性问题

当我们讨论情感的时候 ， 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紧要的问题 ： 情感是否与

语言符号一样存在双轴关系 ？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 它是对情感符号性判定的

关键 。 如果情感存在双轴关系 ， 那么情感就是一种符号或叙述 ； 反之 ， 情感

只能被看作一种不可分解的心灵结果 。 然而 ， 迄今为止 ， 国 内还少有人注意

这个问题 ， 仅有法国符号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涉及 。

将情感看作不可分解的心灵结果的人不在少数 。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与

语言无关 ， 是人的一种固有的特性 ，

“

那些凭感情生活的人听不进说服他改变

的话
” “

感情是不听从罗各斯的 ， 除非不得不听从
”

（ ２ ００３ ，ｐ ．３ １ ３ ） 。 意思是

说 ， 情感一旦形成就处于极其不易改变的状态 ， 感情是没有理性的 ， 也没有

什么道理可讲 。 那些天性恶劣 、 用感情指导行为的人 ， 只能用强迫的方式让

他们服从 。 或许受此观念影响 ， 莱辛认为
“

替人类情感定普遍规律 ， 从来就

是最虚幻难凭的
”

（ ２０ １ ３
，ｐ ．２ ９ ） ； 黑格尔认为

“

情感是心灵中 的不确定的模

糊隐约的部分
”“

情感就它本身来说 ， 纯粹是主观感动的一种空洞 的形式
”

（ ２０ １ １
， ｐ ．４ １ ） 。 总而言之 ，

’

倩感是不可知的 ， 非理性的 。

情感不可知观念直接影响 了人们对审美的理解 。 １ ９ 世纪之前 ， 多数人都

没有对审美与情感进行严格的区分 ，

“

审美地把握对象的中心是情感 ， 于是分

析情感是首要任务
”

（宗 白华 ，
２０ １ ５ ，ｐ ．２ ９ ０ ） 。 随着认识的加深 ， 荷姆将审美

情感从其他情感中独立出来 ， 认为审美情感是一种无利益的情感 ， 以此将其

与其他有利益欲求的情感相区别 。 康德对这个学说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 ， 他

将审美看作情感的一种 。 《判断力批判 》 讨论的核心问题 ， 是作为知性和理性

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判断力
“

是否也有 自 己 的先天原则 ； 这些先天原则是构成

性的还是仅仅调节性的 ， 并且它是否会把规则先天地赋予作为认识能力和欲

求能力之间的 中介环节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
”

（ ２ ００ ２ ，ｐ ．３ ） 。

“

愉快和不愉

快的情感
”

， 正是他要讨论的审美情感 。 判断力与愉快感谁先谁后呢 ？ 康德的

结论非常明确 ： 判断先于愉快 。 本文也认为 ， 任何情感的产生 ， 都必然是对

某个叙述结果的判断 ， 情感处于叙述的 因果链条之中 。 徐岱认为 ， 康德之后

的几百年审美实践证明 ，

“

在审美活动中 ， 判断力和愉悦感在逻辑上无所谓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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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的问题
”

（ ２０ １ ５
，ｐ ．１ ８ ８ ） ， 这一点恐怕需要更具体的说明 。

苏珊 ？ 朗格继承了康德和卡西尔 ， 但又有所超越 。 她认为情感与形式有

一种深层的联系 ， 艺术就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 。 但是她分析的方法建立在

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之上 ：

“
一件艺术品 ， 经常是情感的 自发表现 ， 即艺术 内心

状况的征兆 。

”

（ ２０ １ ４
，ｐ ．４ ５ ８ ）

“

征兆
”
一词意味着她的基本观念 ： 情感其实

有一定的形式 ， 但是它不能 自 我显现 ， 只能通过一定的可感知的形式显现出

来 ， 情感与可感知形式之间是映射关系 》 按照朗格的解释 ，

“

艺术家所表现的

并非实际的情感 ， 而是情感的概念
”

（涂纪亮 ，
２ ００ ７

，ｐ ．３０４ ） 。 朗格通过她强

大的逻辑证明 了人类情感的通约性 ， 情感成了一种有共同意涵的载体 ， 表达

的是人类共同的意义 。 朗格启发 了 王朝元 ， 他将艺术 的呈现形式称为
“

艺

象
”

， 认为
“

艺象与情感不可分 ， 是浸润着主体情感的表象符号形式
”

（ ２００４ ，

Ｐ ．７ ８ ） 。 这些突破性发现 ， 使情感从不可知变成可知 。 虽然我们不能直观情

感 ， 但是我们可以直观某种形式 。

符号互动理论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语言在情感控制 中 的作用 ， 强调情感

与认知紧密相连 （特纳 ，
２００ ６

，ｐ ．４ １ ０ ） 。 随着认知 的加深与推进 ， 人们认识

到情感并非不可分解的 ， 也并非与语言或符号没有关系 ， 而是越来越清晰地

认识到情感本身存在结构 ， 而且与语言或符号一样 ， 是可 以解释与分析的意

义活动 。 格雷马斯的 《激情符号学 》 便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的尝试与努力 。

该书是格雷马斯与他的学生封塔尼耶的共同学术成果 ， 核心 目 的就是把情感

（激情 ） 纳入符号学分析视域之 内 ， 建构情感分析的模态理论与句法分析方

法 。 而在他之前 ，

“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 在言语活动领域里谈论情感 、 感

觉 、 激情和心灵状态 ， 不止是一种错误 ， 而且是一种审美缺陷 ， 甚至是一种

严重的科学愚蠢行为
”

（张智庭 ，
２０ １ １

， ｐｐ ． ３  １ ９ ） 。 但是 ， 由 于格雷马斯等

人的努力 ， 情感与符号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 封塔尼耶更是明确地表示 ：

“
一种激情首先是一种话语外形 ， 它同时具有句法特征 （话语的一个组合体 ）

和它所汇集 的多种构成成分 （模态 、 体态 、 时 间 等 ） 。

”

（ 张智庭 ，
２ ０ １ １

，

ｐｐ ．３
－

１ ９ ） 格雷马斯和封塔尼耶等人的研究 ， 为情感研究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 ，

并让法国符号学派在 ２ ０ 世纪末 、 ２ １ 世纪初再次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

从以上的梳理我们可 以看出 ， 对情感的认识 ， 经历 了从不可知到可知 、

从模糊到清晰 、 从综合到分析 、 从感觉到语言的过程 。 符号学的加人使情感

成为一种可以认知的类语言结构 ， 这一点极其重要 。 ２ １ 世纪的科学主题是人

工智能 ， 如果不能解决情感的结构问题 ， 人工智能就永远无法真正实现 。 要

解决情感的结构问题 ， 将其符号化恐怕是唯一道路 。 杨向荣认为 ：

“

语言 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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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之 日 开始就具有两大任务 ：

一是模仿再现客观世界 ，
二是表达人的主观

思想感情 ， 而表征正是这两大任务的执行者 。

”

（ ２０ １ ６
，ｐｐ ．１ ２ ０

—

１ ３ ０ ） 由于表

达情感是语言天生的任务 ， 所以情感只能用语言表达 ， 因此情感就必然具有

语言那样的结构 。

—

由于情感也有一种像语言那样的结构 ， 所以情感必然存在与语言一样的

组合轴与聚合轴 。 同理 ， 如果能够证明情感存在组合轴与聚合轴 ， 那么就可

以证明情感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结构 。 法国学派的激情符号学研究的立论基础 ，

正是将情感看作一个叙述 ，

“

模态
”

的基本定义 ， 是
“

主语对于谓语的改变
”

（张智庭 ，
２ ０ １ １

，ｐｐ ．３
—

１ ９ ） ， 动词分析构成了情感的基本语法研究内容 。 简

单地说 ： 情感根源于叙述 ， 情感类型就是叙述类型 。

二 、 情感的组合轴

我们如果能够证明
一个不完整情感的存在 ， 就可 以证明情感并非一个整

体 ， 而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 。 既然情感是 由不 同部分组成的 ， 那么它就存在

组合轴 。

我们知道 ， 雅各布森从两种失语症 （相似性障碍和毗邻性障碍 ） 的研究

中证明 了语言的选择轴和结合轴两个维度 （索绪尔称为
“

联想关系
”

和
“

句

段关系
”

， 后来也被称为聚合轴和组合轴 ） ， 之后他又将其应用于对隐喻和转

喻的分析 （ ２０ １ ４ ，ｐｐ ． １ ５
—

３ ０ ） 。 患舭邻性障碍的人失去语言组合功能 ， 不能

判断转喻 ５ 患相似性障碍的人失去语言选择功能 ， 不能判断隐喻 。 与之极为

相似的是 ， 情感方面也存在两种情感协调性障碍 ： 矛盾性情感是指患者对一

个人或一件事同时存在两种对立的情感 ， 而且患者本人不感到此种矛盾状态

的存在 ，

“

情感体验与外界刺激或外部表情不协调 ， 或与内心体验 自相矛盾
”

，

就是说情感的组合功能出 了 问题 ； 情感倒错和情感不适切指患者情感反应与

外来刺激不一致 ， 或言语、 思维活动与其情感表现不协调 ， 这就说明患者在

情感选择上出 了问题 。 （郑瞻培 ， 王善澄 ， 翁史旻 ，
２ ０ １ ３ ，ｐｐ ．５ ６

－

５ ７ ）
—种

情感要有其完整性 ， 才能符合对某一情感的基本定义 。

一个 自相矛盾的情感

不能保证其基本完整度 ， 比如既喜又悲 、 既爱又恨 、 哭笑无常 ， 就不能形成

一个单一有效的组合 。 因此对一个情感错乱的神经症患者 ， 我们就会失去判

断他情感状态的依据 。 除了病理性的情感矛盾 ， 在艺术审美过程中 ， 这种情

况也大量存在 。 王朝闻说 ：

“

在艺术欣赏活动里 ，

一定程度的暧昧不仅不是对

审美感受的障碍 ， 而且有的正好是审美对象的一种独特魅力
” “

情感或情绪的

复杂性 ， 常常是生活感受的矛盾性和矛盾的复杂性引起的
”

。 （ １ ９ ９ ２ ，ｐ ．１ ４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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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矛盾性存在于情感组合轴上 ， 它的诱因正是叙述组合轴上的矛盾性 。

另一方面 ， 情感还可能处于未完成状态 。 比如中 国相声里的
“

包楸
”

， 侯

宝林总结出其孕育过程包括三个重要关节 ： 结包楸 、 解扣 、 翻包揪 ，

“

哪一个

过程做得不好都会影响包袱儿整个的艺术效果
”

（ １ ９ ８ ３
，ｐｐ ．８ １

—

８ ２ ） 。 从欣赏

的角度来看 ， 听相声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喜感 ， 假设欣赏者漏掉 了相声包揪的

某一个环节 ， 那么他得到的情感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喜感 。 听一个没有结尾的

笑话 ， 看一部没有结局的 电影 ， 听只有一半的叙述 ， 都可能导致情感的不完

整 。 叙述需要有一个时间 向度和意义向度 ， 而不完整的叙述 ， 构不成完整的

时间和意义 ， 也就不能激起一个完整的情感 。 既然情感可以不完整 ， 那么它

就应该有一个令其完整的组合轴 。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 ，

一种情感还可能与其他情感结合 ， 形成另一种新的

情感形式 ， 有不少情感本身就是复合性的 。 比如休谟将两性的爱解释为爱与

恨同其他感情掺杂在一起后所产生的复合情感 ， 其中至少包括三种情感 ：

“

１ ．

因美貌而产生的快乐感觉 ；
２ ． 生理上的生殖欲望 ；

３ ． 强烈的善意或好感 。

”

（ ２０ １ ５
，ｐ ．２ ７ ３ ） 休谟论述的复合情感远不止这一个 ， 比如他论骄傲与谦卑 。

亚当 ？ 斯密也认为 ， 对优点和过失的感觉都似乎是复合的情感 ， 对优点的感

觉由两种不同的情绪组成
——

“
一种是对行为者情感的直接同情 ； 另

一种是

对行为受益者 的感激的 间接同情
”

； 对过失 的感觉也 由 两种不 同 的情绪组

成
——

“
一种是对行为者情感的直接反感 ； 另一种是对受害者的怨恨的间接

同情
”

。 （ ２ ０ １ ４
，ｐｐ ．８ ５

—

８ ６ ） 随着情感研究的深人 ， 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复

合情感 ， 黑色幽默 、 荒诞 、 悲剧 、 崇高 ， 等等 ， 都是快感与痛感并在的 。 绝

对单纯的情感 ， 反而很少见 。

对复合情感的分析 ， 为情感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 这让我们可以循

此思路不断地将情感进行分解 ，

一些看似不可分解的情感 ， 逐渐变得可 以分

析 。 格雷马斯的激情符号学正是循此思路进行的 ， 例如他在 《论愤怒 》
一文

中对
“

愤怒
”

的分析 ， 认为
“ ‘

愤怒
’

是人从
‘

期待
’

（想要合取或想要被合

取 ） 到
‘

不高兴
’

（

一直处于非合取即析取的状态 ） ， 再到
‘

报复 对于受到
‘

侵犯
’

的反应 ） 的过程
”

（张智庭 ，
２０ １ １

， ｐｐ ．３
－

１ ９ ） ， 愤怒本身不是一个主

体实际存在的心理因素 ， 而是一种言语活动的意义效果 ， 它本身是有结构可

言的 。 循此思路 ， 格雷马斯分析了愿望 、 冲动 、 固执 、 希望 、 失望 、 吝啬 、

嫉妒等情感的模态结构 ， 不但复合情感有组合轴 ， 而且我们通常认为的单纯

情感也有组合轴 。 舍勒的 《情感现象学 》 对情感进行分解 ， 最后得 出最基本

的两种不可再分解的情感
——爱与恨 ， 除此之外其他情感都是

“

复合物
”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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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

任何想从感受及冲动 的复合寻求爱及恨 的起源 ， 都将徒劳无功 。

”

（ １ ９ ９ １
， ｐ ．１ ９ ７ ） 反过来看 ， 舍勒认为除了爱与恨 ， 其他情感都应该是复合的 ，

也就是有组合轴的 。

三 、 情感的聚合轴

聚合轴又称选择轴 。 情感聚合轴可以用来表示情感在发展过程中 的可选

择性或可逆性 。 亦是说 ， 如果情感在发展过程中有可选择性 ， 那么就可以证

明情感存在聚合轴 。

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很多例子 ： 对同一件事 、 同一个叙述 ， 人产生什么样

的情感完全是选择的结果 。 岛 田一男发现 ：

“

女人和小孩的心理很像 ， 小孩子的

感情变化很快 ，

一会儿哭 ，

一会儿笑的 ， 女性也是一样 。

”

（ ２００ １
， ｐ ．１ ６ ０ ） 造

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情绪不稳定 ， 是一种思考的模式 。 再细究之 ， 情绪变化

快的人 ， 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件事 ， 但是在情感发展的关节点上发生 了转 向 ，

便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 。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
“

双相情感障碍
”

症患者 ，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正常情感体验 ， 后者是病理性 的 。 据称 ， 美 国 约有

１ ． ２％的人患有此病 ， 他们的情绪在悲伤 （抑郁 ） 和欣快 （躁狂 ） 两个极端之

间波动 。 医生至今没有了解其病因 ， 也没有找到治愈 的方法 （美 国 医学会 ，

２０ １ １
， ｐｐ ．３ １

—

３ ２ ） 。 但是在细细研究其病相的时候 ， 可 以发现患者的共同特

点在于对生活进行了不同 的解释 。 即是说 ， 对相同 的生活 ， 可能因解释的不

同而产生完全相反的情感 。 解释是选择性的 ， 所以情感存在聚合轴 。

张爱玲的小说 《金锁记 》 中有一个细节 ， 曹七巧见到兰仙 ， 心里既嫉妒

又不能表现出来 ， 还要用说笑来掩饰 ：

“

她嘴里说笑着 ， 心里发烦 ，

一双手也

不肯闲着 ， 把兰仙揣着捏着 ， 捶着打着 ， 恨不得把她挤得走了样才好 。

”

对于

季泽娶了兰仙一事 ， 按正常伦理关系 ， 她应该髙兴 ， 但她内心很不高兴 。 就

是说 ， 对这件事 ， 曹七巧有两种情感可能性 ， 而且都是合情合理的 ， 她在语

言方面选择了高兴 ， 在行为方面选择了不高兴 。 这就说明 ， 对同一件事 ， 可

以进行不一样的叙述 ， 叙述的结果差异可能很大 ， 差异取决于叙述者的选择 。

在曹七巧对姜季泽娶了兰仙这件事情上 ， 她的两种叙述结构可能是这样的 ：

（ １ ） 季泽娶了兰仙—兰仙 留住了季泽—季泽不再到外面胡闹—季泽有更多时

间呆在家中— 自 己有了机会—喜欢兰仙—高兴 ； （ ２ ） 季泽娶了兰仙—兰仙 留

住了季泽—季泽不再到外面胡闹—兰仙让季泽着迷— 自 己没有了机会—不喜

欢兰仙－不高兴 。 情感产生变化 ， 不在于事件本身 ， 而在于对结果的不同解

释 ， 解释是可选项 。 值得注意的是 ， 叙述过程中 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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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这就是底本与述本的关系 。

按照赵毅衡的观点 ， 每个述本都有一个底本 ，

“
一旦文本形成 ’ 文本组合

就是聚合轴上的选择操作的投影 ， 聚合操作就是文本组合的背景 ， 底本只是

叙述操作所形成的聚合背景 ， 是叙述的
‘

备选备组合相关元素库
”’

（ ２０ １ ３
，

Ｐ ．１ ３０ ） 。 由于情感处理的是一个文本 ， 所以操作方式也是一样 。

一种情感一

旦形成 ， 其他可能情感就成为该情感的背景 。 所有情感都是备选情感库 ， 备

选情感库的丰富性取决于情感经验积累的丰富程度 。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 以得出一个结论 ： 是叙述过程中 的选择决定 了情感 ，

而不是情感决定了选择 。 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 ， 几乎都是持相反的看

法 。 那么情感与叙述中的选择到底谁先谁后呢 ？ 这就必须回到上文提到的康

德关于判断与情感谁先谁后的问题 。 让我们先看下面这个故事 ：

有位太太怀疑丈夫在外 面 包养情妇 ， 每天都要仔细检查其他女

性 留下的
“

蛛丝马迹
”

。

一天 ， 她从丈夫衬衣上找到 一根黄 色 头发 ，

便质 问 ：

“

这根女人的 头发是从哪里来的 ？ 你这个禽兽不 如的人 ！

”

第二天 ， 妻子又发现一根白 头发 ， 就又哭又 闹 ：

“

想不到你连一个头

发花 白 的妇女都不放过 ， 真是恶 心 。

”

第 三 天 ， 丈夫回 家前仔细检

查 ， 确认没有一根女性头发才 回 家 。 这一次 ， 妻子仔细检查没有任

何发现之后居然提 出要 离婚 ， 她吼道 ：

“

我真不敢相信你是我丈夫 ，

你居然连头发都没有的女人都不放过 ！

”

在这个故事中 ， 妻子是按照情感 （嫉妒 、 愤怒 ） 来组织对丈夫与
“

其他

女人
”

的叙述的 ， 似乎是情感在先 ， 叙述与判断在后 。 但是仔细思考我们便

会发现 ， 妻子的嫉妒 、 愤怒情感的产生并没有先于她对该事件的叙述 。 她在

检查丈夫之前 ， 并没有愤怒和嫉妒 ； 她检查之后 ， 在无数可能性 中选择了这

种叙述 ， 而嫉妒与愤怒的情感是伴随着叙述同时生成的 。 因此 ， 判断与情感

是同时的 ， 而非先后的 。

那么 ， 为什么妻子以此种方式叙述呢 ？ 难道不是情感在决定吗 ？ 本文认

为 ， 此处我们应首先分清情感的层次 。 早于妻子的嫉妒与愤怒出现的并不是

她的叙述 ， 而是另一种情感 ： 对丈夫的怀疑和不信任 。 怀疑情绪导致她的叙

述发生了偏 向 ， 继而引发叙述行为 ， 产生嫉妒与愤怒的情感 。 情感之间的勾

连是很复杂的 ， 莱辛发现 ：

“

自然界从来就没有任何一种单纯的情感 ， 每一种

情感都和成千的其他情感纠缠在一起 ， 其中任何最细微的一种也会使基本情

感完全发生变化 。

”

（ ２ ０ １ ３ ，ｐ ．２ ９ ） 本文认为 ， 情感是通过影响叙述选择轴上

１４４



的偏向来实现相互影响的 。

哲学符号学 ■

四 、 双轴关系 中的情感间性

由于情感与叙述文本之间存在映射与互动的关系 ， 所以用文本分析的方

法分析情感就是切实可行的 。 情感的复杂性与叙述文本的复杂性是一致的 ，

文本间性与情感间性的规律也是一致的 。 上文论述的是在某一单个情感产生

过程之中可能存在的组合与聚合关系 ， 而情感间性是用来描述情感之间的相

互影响关系的 。 与伴随文本可分为聚合型和组合型一样 （谭光辉 ，
２０ １ ５ ） ， 情

感之间 的关系也可分为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

上文讨论的复合情感 ， 都是组合关系 。 当
一个新型的情感组合尚未被命

名并形成一个情感范畴时 ， 就可 以视其为两个独立的情感 ， 情感之间 的相互

影响关系就是情感间性 。 比如 ， 当黑色幽默尚没有成为情感范畴的时候 ， 人

们就会将其称为
“

悲喜交加
”

， 认为其中有悲和喜两个独立的情感 。 当黑色幽

默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情感范畴之后 ， 人们就会很习惯地将它视为一种情感 。

人类情感的进化历程 ， 可能遵循的正是这样一个规律 ．

？ 先有简单情感 ，

后来逐渐组合成比较复杂的情感 ， 再后来人类再也意识不到那些复杂情感的

组合性 。 上文所论休谟和格雷马斯所做的工作 ， 就是在反 向寻找这些复杂情

感的构成性因素 。 早在 １ ８ ９ ５ 年 ， 斯坦利就写 出 了 《情感的进化心理学研究 》

一

书 ， 其理论基础是一个假设 ： 所有的情感都是受到一般生命规律制约的生

物作用 ， 所有情感的产生和发展服从生存斗争的法则 。 杜威对斯坦利的书进

行了系统的批判 ， 其中一个质疑道出 了情感进化过程中的难题 ：

“

他这样认为

情感之中有着进化过程的推进 ， 他就必须为每一次重大的进化论进展找到情

感类型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

”

（ ２０ １ ０
，ｐ ．２ ８ ８ ） 而这一点当然是斯坦利的书没有

做到的 ， 更需要后人对此做坚持不懈的努力 。 大约在 ２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 ，

一种

新的进化理论产生了 ，

“

它试图用 自然选择对人类基因组效应的概念体系解释

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组织＇ 由此催生了三种进化论研究方法对情感的理解 ， 解

释
“

作为 自然选择产物的情感是如何使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成为可能
”

这个

问题 （特纳 ， 斯戴兹 ，
２ ００ ７

，ｐｐ ．２ １４
－

２ １ ５ ） 。 虽然这些理论并没有解决情感

如何由简单情感组合成复杂情感的问题 ， 但是其中至少已经暗含了这样一个

逻辑 ： 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 ， 所以人的情感只可能是从简单到复杂 ， 令其复

杂化的方式 ， 除了组合 ， 别无他途 。

组合关系情感间性的第二种情况是 ， 已经成形的情感可能发生相互影响 ，

使情感发生变异 。 这种情况一般可以称之为
“

尴尬
”

， 就是互不相容的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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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凑在一起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 ， 内含矛盾的叙述与判断 。 葬礼中突

然奏起欢愉的乐曲 ， 或者婚礼上突然响起哀乐 ， 明星在台上摔倒 ， 都是尴尬

的 ， 引发的情感共同特征都是情感冲突 ， 让人失去选择表情的能力 。 随着文

学作品对人的尴尬处境的不断描绘 ， 庞守英声称馗尬已经演变为一种新的审

美现象 （ １ ９ ９ ５ ） 。 尴尬本身成为一种审美情感 ， 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 我们相信

尴尬的 内含成分是发展变化的 ， 各种尴尬都是组合关系文本间性影响下的结

果 。 尴尬是共时性的 。

处于组合关系中的情感冲突也可能是历时性的 。 先经历的情感可能会减

弱或加剧后经历情感的强度 ， 甚至改变它的性质 。 刚刚经历了悲痛 ， 即使遇

到大喜之事也未必能高兴起来 ； 大喜之后再遇小喜事 ， 后来的小喜就几乎可

以忽略 ； 刚经历了 巨大的痛苦 ， 若遇人来个幽默 ， 这时的幽默就很可能被理

解成挖苦 。 情感惯性会对后来的情感聚合轴上的选择产生影响 ， 从而影响后

一情感的品质和强度 。 所以 ， 人生观的培养就非常重要 。 人生观决定了对人

生的总体情感态度 。 于文江认为
“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 ， 同他对

于知识情感的态度
”

（ ２０ １ ２ ，ｐ ．１ ６４ ） ， 这个总体态度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的个

别情感选择 。 乐观的人生观可以化苦为乐 ， 悲观的人生观能够化喜为悲 ， 这

个规律的本质 ， 就是情感间性 。

情感间性也可能发生在聚合关系 的情感之中 。 聚合关系的情感间性主要

有两种情况 ，

一是不同主体对同一件事的不同情感相互影响 ， 二是同一个主

体在不同阶段对同一件事的情感理解的变化 。 前者是共时性的 ， 后者是历时

性的 。

同
一件事 ， 由于不同情感主体的立场不同 ， 产生的情感可能非常不一样 ，

比如
“

亲者痛而仇者快
”

。 同一个叙述包含的情感是无比丰富的 ， 这些情感存

在于底本之中 ， 由个体将其实在化为情感述本 ， 但是其他主体可能将底本实

在化为不同的述本 ， 合起来可以让人看见底本的其他侧面 。 他人的情感使主

体对某事理解的维度和方向更加丰富 ， 甚至可能使情感选择发生改变 。 比如

一个人本来不喜欢看足球 ， 但球场的热烈气氛可能感染他 ， 至少可以让他暂

时喜欢 ， 这可能是因为情感上的从众的倾向 。 曾庆香认为 ：

“

集体主义文化强

调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 ， 个人在感情上依赖于组织机构＇而在个人主义

的文化氛围 中 ，

“

人一般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 ， 感情上不会依赖于组织或机

构
”

（ ２ ０ １ ６
，ｐｐ ．１ ７ ３

—

１ ８４ ） 。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 情感选择会从众 ， 说明个人

情感可以受他人情感的影响而改变 。 即使在个人主义的文化氛围 中 ， 个人情

感还是可能被群体煽动 ， 就说明语言可以改变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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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体间的情感趋同 ， 便是
“

同情
”

。 同情不但证明情感间性的存在 ，

而且证明情感理解的趋同性可能 。 舍辦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各种同情作用 （认

同感 、 移情感 、 伙伴感 、 人本爱及位格爱 ） 的交互影响 ， 证明 了不同主体情

感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 、 对他人心灵的感知可能与方式 ， 帮助我们实现

了对聚合关系情感之间相互影响的论证 。

同一个主体 ， 在不同阶段对某一件事的情感也可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

小时候的悲伤 ， 长大后可能再也不会觉得 ； 年轻时的喜怒哀乐 ， 年老时 回味

可能会失去经历时的感觉 ， 所谓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只是当时已惘然
”

。 经历

的当时和追忆的时候 ， 情感差异极大 。 许地山在小说 《商人妇 》 中通过惜官

之 口说了一段宗教性说词 ：

“

先生啊 ， 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

别 ： 你邊作时是苦 ， 希望时是乐 ； 临事时是苦 ， 回想时是乐 。 我换一句话说 ：

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 ； 过去 、 未来的 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 。

”

简单地说 ， 人之所以有关于
“

苦
”

与
“

乐
”

的不同情感 ， 只不过因为人

存在于时间之中 。 任何一件事 ， 都是既苦也乐的 ， 苦与乐没有什么分别 ， 仅

仅是人在不同的时间感受到的不同情感侧面而已 。 对个人而言 ， 时间就是情

感的聚合轴 。 那么 ， 存在于个人时间轴上的情感是否会相互影响呢 ？ 从 《商

人妇 》 的这段说词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恰恰相反 ， 因为影响此时情感的好像只

是时间 ， 现在的
“

乐
”

与曾经的
“

苦
”

似乎没有关系 。

许地山大约是把
“

乐
”

理想化了 ，

“

乐
”

成了一个绝对的存在 。 实际情况

也许并不如此 ， 将苦转化为乐 ， 需要的是境界的提升 。 境界的提升 ， 需要的

是情感的积累 。

“

乐极生悲
” “

苦尽甘来
”

， 前面情感是后面情感的铺垫 ， 后面

情感是前面情感的总结 。 从因果性的通常定义来看 ， 凡是处于前面的情感都

是因 ， 凡是处于后面的情感都是果 ， 但是下文将要论述 ， 这个次序其实也可

以颠倒过来 。

五 、 伴随情感与情感三轴关系

换一个角度来看情感间性问题 ， 我们也可以借用
“

伴随文本
”

的概念对

情感间性因素进行细分 。 与任何文本都有伴随文本一样 ， 任何情感也有伴随

情感 ， 伴随情感就是指影响情感感受的一切非情感本身的因素 。 上述处于组

合轴与聚合轴上的其他情感 ， 都可以视为伴随情感 。 赵毅衡将伴随文本分为

六类 ： 副文本 、 型文本 、 前文本 、 评论文本 、 链文本 、 先／后文本 。 情感的伴

随因素与之类似 。

与副文本对应的是副情感 。 副情感是非心理性的
“

显露
”

在情感外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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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因素 ， 而且往往被误认为就是情感本身 ， 主要是情感主体的表情 、 动作 、

生理反应等身体变化 ， 它们本身不是情
＿

感 ， 是情感的身体表征 。 没有副情感 ，

情感无法被他人知晓 。 情感主体可 以通过强迫 自 己做到不把情感表现出来 ，

但是并不表示他的情感不存在 。 与型文本对应 的是型情感 ， 就是情感范畴 ，

是能够被人类共同认可的情感类型因素 。 比如古人对
“

七情
”

的划分 ， 只是

一个大致的分类 。 其实人类情感远 比
“

七情
”

的概括更丰富 、 更细腻 ， 能够

形成相似情感体验的类型因素 ， 就是型情感 。

前情感与前文本对应 ， 是指情感产生前的一切情感经验积累 ， 实际上就

是情感先验。 没有一定的情感经验积累 ， 人可能失去许多体验与表达情感的

能力 。 与评论文本对应的是情感评价 ， 情感评价是情感中 的理性因素 。 情感

可能受到理性的控制而发生转 向 ， 理性可 以控制情感的强度 ， 还可能改变情

感的方向 。

链文本对应的是链情感 ， 主要是指对他人情感的感知与推测 ， 就是在情

感发生时 ，

一切可能被联想 、 被感知而影响到情感的因素 。 先／后情感是对同

一情感事件在不同阶段的互相影响 。 上文说过 ， 前面情感可能对后面情感产

生影响 ， 那么发生在前的情感就是先情感 ， 发生在后的情感就是后情感 。

一

般说来 ， 似乎先情感可以影响后情感 ， 而后情感不太可能影响先情感 。 但是 ，

如果在 白 日梦中设想一个欢乐的未来 ， 就可能影响现在的情感 ， 最终导致设

想的欢乐真正到来 ， 即情感可能朝 向我们设计的方向发展 。 由 于
“

目 的 因
”

的参与 ， 先后情感是可以互相影响的 。

上述各类伴随情感使情感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 组合轴与聚合轴已经不能

囊括所有伴随情感 。 任何伴随情感的实现都必须有情感主体的加人 ， 所以组

合轴与聚合轴之外就必然有第三个轴 ： 主体轴 。 三轴运作 ， 使情感成为立体

的 ， 而非平面的 。 情感与文本的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 文本双轴 ， 可以描述情

感对象文本的构建规律 。 情感三轴 ， 才能用来描述主体无处不在的情感本质

特征 。

伴随情感无处不在地影响情感 ， 而主体又无处不在地参与伴随情感 ， 所

以 由伴随文本偏执引发的情感倾向 ， 就成为主体情绪特征的显现 。 宗争认为 ：

“

在消费社会中 ，

‘

伴随文本偏执
’

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
”

（ ２０ １ ６
，

ｐｐ ．１ ２ ５
－

１ ３４ ） 。 伴随文本偏执 ， 可能导致情感偏执 。 情感偏执现象说明主体

对文本意义的实现之影响无处不在 ， 主体轴无时无刻不在参与意义运作 。 换

句话说 ， 情感只有在主体的参与下才可能实现 ， 单纯的文本不存在情感 。 文

本可以记录下某主体的情感 ， 但情感并不在已形成的文本中 。 表达情感 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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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三轴运作 ， 而文本是双轴运作 ， 另一主体介入接受情感的时候 ， 又是三

轴运作 ， 情感接受得以实现 。 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 的各种伴随情感差异 ， 导

致情感传达的变异 。

综上 ， 情感是一个三轴运作的叙述 ， 其中包含 了一个双轴运作的叙述文

本 。 情感就是主体轴对双轴运作的叙述文本的处理 ， 处理的结果导致一个复

杂的逻辑感受 ， 心灵对该逻辑结构进行一个总体判断 。 该判断可能导致主体

在身体上的一些应对 ， 这些应对只是伴随情感而生的副产品 ， 形成我们判断

情感的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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