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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彬所著的《传播符号论》一共六章，犹如交响曲的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导论”；第二乐章包括
“语言与符号”和“结构与符号”，涉及前述三个层面的符号构成问题；第三乐章是“符号与意义”
，论述符号的意义问题；第四乐章包括“文本与诠释”和“话语与权力”，围绕符号的解释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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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著述：《传播学引论（增补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
、《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清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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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异延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生于当年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尔，1949
年获学士学位。
之后赴法国，进入法国首届一指的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修哲学。
1965年起长期在母校任教，讲授哲学史，后为法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继1967年他的上述三部著作一炮打响之后，1972年他又同时出版了三本书：《哲学的边缘》、《播撒
》和《立场》。
其中行文清晰流畅的《立场》是三篇访谈录，被卡勒称为“介绍德里达思想的最好作品”，而第二篇
《语义学和文字学》主要包括了德里达对符号理论的概括与批判。
近年来，德里达的主要著述有《马克思的幽灵》（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法律
的力量》、《友谊政治学》、《往返莫斯科》等。
在《马克思的幽灵》和《往返莫斯科》这两部显示作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力作里，德里达曾明确表示
，解构主义运行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挟带着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他甚至说过，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分性别种族，不论东西南北，不管情愿与否，一定程度上都是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在《往返莫斯科》里他还写道，迄今只要一听到《国际歌》，他依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单从符号研究上看，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侧重于从文化方面审视符号，巴尔特倾心于从文学方
面解析符号，那么德里达就致力于从哲学方面把握符号。
当他回应解构之死的议论时曾说过，只要还有人在研究符号，那么解构主义就不会寿终正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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