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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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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①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7

页。 

② [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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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4 页。 

② [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郭镇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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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力：《镜像东方》，巴蜀书社 2009 年版，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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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号学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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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柏拉图：原名为亚里斯多克勒斯（Aristokles），因为身体结实有力，所以又名柏拉

图（希腊语 Platus，意为宽阔）。他是希腊三贤之一，师承苏格拉底，传承亚里士多

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作品《理想国》哲思悠远，脍炙人口。 

②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恩格斯称其为“古代的黑格尔”，

代表作品《形而上学》奠定了当时西方思想理论基础。 

③ 斯多葛派：塞浦路斯岛人芝诺创建，该学派认为“世界理性”就是自然的神性，个人

不过是自然中的一份子，一切秩序的根本在于绝对的自然性，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该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内斯、塞内卡、爱比克泰德、马克·奥乐留等。 

④ 犬儒学派：源于安提斯泰尼在 Cynosarges 运动场的演讲，反对一切看似精致却毫无

意义的哲学、宗教、世俗伪善，提出人应该摆脱世俗的利益，简单真诚地活着。虽

然类似于道家、托尔斯泰、卢梭的主张，但是后期由社会批评转向了玩世不恭，即

一方面否定世间利益，一方面又不通过个人正当的努力，妄想获得名利的“道德家”。 

⑤ 奥古斯丁：天主教四大圣师之一，伟大的思想家，终身致力对于上帝的探索，代表

作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他的思想对于后来的宗教改革具有重大

意义。 

⑥ 威廉·奥克哈姆：虔诚的传教士，符号学先驱，其“唯名论”推动了后来的语言学研究。 

⑦ 约翰·洛克：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他创造出了与托马斯·霍布斯（政治学家，代表

作《利维坦》论述了国家机器的功能）完全不同的发展理论，其认知论不仅在今天

备受青睐，同时也影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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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逻各斯：中世纪与古欧洲常用的哲学概念，柏拉图认为逻各斯是理念，亚里士多德

则指出逻各斯是事物的本质。今天，逻各斯也作理性或规律的意思。 

② 霍红，张绪忠：《拉康符号学视域下换喻与隐喻的关系问题》，见《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第 104-107 页。 

③ 表征：认知心理学术语，即事物或信息在心理表现出来的象征形式或具体形象。 

④ 李勤：《镜像中的“他者”-拉康的主体理论映照下的康拉德作品分析》，见《南京师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第 140-145 页。 

⑤ 张一兵：《拉康：从主体际到大写的他者》，见《江苏社会科学杂志》，2004 年第 3

期，第 1-2 页。 

⑥ 段方乐：《拉康欲望学说的逻辑构建》，见《理论界杂志》，2006 年第6 期，第170-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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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学的当代问题 

                         
① 李英：《马克思主义拉康：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双重镜像”》，见《学习与探

索杂志》，2009 年第 3 期，第 50-52 页。 

② 马元龙：《论升华：从弗洛伊德到拉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年第6 期，第80-87 页。 

③ 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在潜意识论中提出原始本能和

性冲动是一切意识的开端，所有梦境和行为都是性的异化。 

④ 马斯洛根据人类的基本需要，从低级到高级概括了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归属与爱

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方面，同时指出“当一个人的生理需求和安

全需求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之后，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作为新的

中心，重复着前面描述的整个环节”，并且“有这种需要的人会开始追求与他人建立

友情，即在自己的团体里求得一席之地。他会把这个看得高于一切，他甚至会忘了

当初他饥肠辘辘时曾把爱当作不切实际或不重要的东西而嗤之以鼻”。详见[美]马斯

洛：《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4 页。 

⑤ 实证研究：当代心理学研究将人的性意向划分为异性恋、同性恋、无性恋三种。弗

洛伊德的学说对于异性恋者相当权威，但是对于同性恋和无性恋者来说没有说服力。

如同性恋常常是对异性存在阴影而应激性排斥异性，无性恋者（2004 年被提出，2012

年 8 月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学者发现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近乎 7000 万人）会

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中，完全不理会外界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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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ic energy

                         
① 异性：此处异性不单指性别上的异性，还指除我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或动物。 

② 情结：精神分析学常用术语，通常指潜意识中剧烈情愫的结症所在，是无意识行为

惯性的根本，对人格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比较著名的俄底浦斯情结认为恋

母情结贯穿于男性一生。 

③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瑞士心理学家，师从弗洛伊德，后来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荣格提出了人格分无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其中集体无意识后

被拉康发展为社会无意识，即意识形态无形中引导大众规范。 

④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文集第二卷：转化的象征-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分

析》，孙明丽，石小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12 页。 

⑤ 结界：佛教术语，指心所缘起的意识界，又作心理造作的现象界。 

⑥ 格式塔：系德文 Gestalt 的音译，指具有不同部分特性分离的整体，强调经验和行为

的整体性，追求知觉的最终效果。例如：有个成语叫做“一叶知秋”，即看到一片秋

叶，联想到秋天的整个背景。格式塔效应正是基于受众经验建立的主观世界，所有

不完整事物在人们的文化联想中往往具有天然的完整属性。 

⑦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文集第二卷：转化的象征-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分

析》，孙明丽，石小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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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淑惠：《浅析媒介仪式中的观影心理》，见《编辑之友杂志》，2013 年第 7 期，第

58-60 页。 

②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③ [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④ [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⑤ [德]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67-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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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

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0 页。 





 

010 ※ 中华文化视域下民族镜像的传播  

 

 

                         
①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32-33 页。 

② 老子：《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6 页。 

③ 老子：《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8 页。 

④ 抱元守一：道家修道术语，强调去除妄想杂念，回归天然本真，静养元神。 

⑤ 理性：这里的理性指进入社会后，对于社会活动具有的一些后天学习到的意义协调

能力。在心理学中也把这种社会性理性称为“人格面具”，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⑥ 杨念群：《礼物之换的本土精神》，见《读书杂志》1997 年第 2 期，第 81-87 页。 

⑦ 英斯：《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 页。 

⑧ 社会镜像：意识形态在社会景观中的表现。诸如一些具有政治意味的纪念碑和时代

建筑，它们的存在无形中将引导人们对其背后意义的认同。过去，毛泽东发起的“破

四旧”—— 所谓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正是对封建社会镜像的彻底否定，

只有摧毁时代记忆的器物世界—— 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旧思想复辟，保证新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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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领域的转向 

                                                             
稳定发展。 

⑨（下转） 

（上接）⑨ 自我镜像：诚如哲学上所言认识你自己，自我镜像就是个体对自己的总体

认识，它将为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自我镜像作为人格发展的内

在因素，正如马克思博士所言事物发展是普遍联系的，也会间接受到外界环境的影

响，诸如社会核心价值观、理想追求等都会引导自我镜像的形成。 

① [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62 页。奥古斯丁在《忏

悔录》中写道：“你创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

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创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有

创造宇宙的场所。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创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创造而

你借以创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东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

而存在。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的‘道’—— 言语—— 创造万有。” 

② 能指：语言学术语，即语言所能指代的事物范畴。比如花很漂亮，指花这一类事物

很漂亮。 

③ 所指：语言学术语，即语言具体所指的某件事物。依然采用花为例子，比如这朵花

很漂亮，将漂亮限定于这一朵花，而不是其他的花。 

④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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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狼孩：脱离了人类社会，长期与狼居住，不懂得人类生活方式的小孩。例如 1920

年印度加尔各答东北出现的大狼孩卡马拉，小狼孩阿玛拉，1929 年因为受不了孤儿

院的正常生活，而孤独去世。 

② 集体无意识：心理学术语，又称心理原型，是族群祖先生命在后人心性中的残留，

具有普遍性特征。在历史学等话语中也常做民族性解读。 

③ [法]居依·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④ 确切世界：即心理上肯定的世界。诸如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等传播媒介让受众看到

不一样的世界，即使这个由传播者构建的世界或事实本身不存在，人们在未了解真

相前也会被假象深深吸引。因为表象世界没有是非对错之分，能够在表面呈现的形

象绝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但是必定要出现或排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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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8-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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