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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翁贝托·埃科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① １９３２年１月５日生于意大利西北

部皮埃蒙特地区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的亚历山大里亚小城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博

洛尼亚大学教授，现居米兰。埃科是一位思维极为活跃，涉猎非常广

泛，效率高且多产的学者，不仅着力于理论研究和小说创作，而且还将

笔触伸向文化和社会领域，包括哲学、美学、符号学、诠释学、小说创

作、节目编辑、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电影等，有研究者粗略归纳为８

类５２种。② 更为世人惊叹的是，埃科在其涉猎的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因而集美学家、诠释学家、符号学家、小说家、文学批评

家和文化批评家等身份为一体，可谓当代欧洲最博学的艺术家之一。英

国学者迈克尔·恺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ｅｓａｒ）认为 “埃科引人瞩目的不仅在

于他那在理论研究和叙事创作之间跨越的能力，而且在他那能够在不同

种类和层次的交流中不断进行实验、回归和修正的思想运作方式”。③ 这

也决定了多样性和综合性是埃科思想的主要特点，这种思想特征孕育了

埃科广泛多样的兴趣，使他能够自由地在不同的学科、历史和社会之间

①

②

③

埃科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目前国内有多种译名，如翁贝托·埃科、翁贝尔托·
埃科、昂贝托·埃科、安贝托·埃柯、昂贝尔托·艾柯、安贝托·艾柯、乌蒙勃
托·艾柯、安伯托·艾可等，本文取翁贝托·埃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ｒｄ．ｃｏｍ／ｅｃｏ／ｅｃｏ＿ｉｎｔｒｏ．ｈｔｍ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ｅｓａｒ．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ｉｃ－

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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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进而广泛涉及中世纪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

研究、符号学研究和诠释学研究等领域，并创作出大量的小说、杂文和

随笔，赢得了 “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和 “当代达·芬奇”① 的美誉。

一、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本选题是对埃科众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文本诠释理论的

研究和探讨。“诠释”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

首先是由试图确立 ‘上帝之言’的意义这一极为大胆的想法所引起

的。”② 后经由１９世纪初的施莱尔马赫通过对 《圣经》意义理解的自觉，

建立神学诠释学，其后的狄尔泰将神学诠释学进一步普遍化和理论化，

扩大为一种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方法。海德格尔则将诠释学用于分析 “只

有在理解中才存在的那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③ 即人在现实世界

中的存在或此在。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诠释学，建立具有本体论意义的

哲学诠释学。埃科的诠释理论无意于形而上的哲学建构，而是联系当下

的美学思潮和文学批评实践，关注诠释学理论在文本、文化和社会现象

之中的运作和实现。２０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各种批评思潮迭起、流

派丛生竞舸，文学理论和批评在否定和争论的交替中波浪式的向前发

展。从２０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强调，到 “新批评”对文本

语言分析的专注，再到结构主义对语言深层结构的整体关注……这些批

评思潮在批判、争论、继承和吸纳的过程中交替发展，表现出一些美学

共性：强调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视文本为一个有机形式或

整体，注重语言形式、语言结构的分析，把文本看作一个客观自足体，

①

②

③

邱华栋：《翁贝托·埃科：当代达·芬奇》，载 《小说界》，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第１８６页。

［英］柯里尼：《诠释：有限与无限》，《诠释与过度诠释》，安贝托·艾柯等
著，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４页。

［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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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任何诠释和分析与文本之外的作者、社会、历史等因素没有任何

关系。埃科的学术史从中世纪美学研究开始，毕业后又从事广播电视文

化工作，可谓从古典到先锋，其中不变的是埃科对当下美学思潮和文艺

批评的关注和介入。特别是对当时席卷西方的结构主义美学思潮和批评

方法，埃科保持了某种思想的独立和清醒。１９６２年埃科发表了专著 《开

放的作品》（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ｋ，１９６２），提出开放的作品的诗学，认为文

本确有其自主性，但文本的实现有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

埃科的这种思想也与当时狂飙突进的社会思潮相呼应，是社会文化

思潮在美学文学领域中的体现，是当时意大利新先锋运动的重要理论推

力。及至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先锋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个体意识的

张扬，表现为主体自我的独立和表现的自由，具体到诠释学的发展方面

就是开始了接受反应理论的转向，强调读者在文本诠释过程的中心地位

和决定作用。埃科也在１９７９年发表论文集 《读者的角色》（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ｓ，１９７９），提出标准读者

的概念，强调诠释过程中读者的积极作用和诠释协作问题。至后来，解

构主义盛行，文本诠释成了一种虚无的符号游戏，诠释是自由而且无限

的。针对这种 “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① 的现象，埃科利

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的机会，提交了 “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辩论题，针

对解构主义对文本任意无限的拆分和诠释与罗蒂等进行争论，认为 “开

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文本出发 （其目的是对作品进行诠释），因此它会

受到文本的制约。”② 强调文本的自主性和诠释的有限性。

埃科诠释理论首先聚焦的是文本世界或艺术世界，其主要论点就是

坚持文本的开放性，强调文本诠释的限制性，反对过度诠释，体现了鲜

①

②

［意］安贝托·艾柯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页。

［意］安贝托·艾柯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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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综合折中的色彩。表现在诠释实践中，作为诠释者应该综合考量作

者、文本及其语境，在文本及文本意图的基础上坚持诠释的开放性，表

现了埃科试图对解构诠释的规制，为诠释活动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其次，埃科将诠释理论视之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角度，积极关注当

下社会、文化的各种现实，经常参与各种关于人类思想、文化、生存及

人文价值的论战，紧跟时代潮流而不亦步亦趋，融会吸纳不同的思想和

方法却又执著于思想的原创和独特，在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产生了

极大影响。在 《读者的角色》、《启示录派和综合派》、《误读》、《五个道

德片断》、《密涅瓦火柴盒》和 《康德与鸭嘴兽》中，埃科聚焦诠释理论

的社会文化维度，把世界作为文本，将文本诠释理论的触角深入先锋运

动、大众传播和文化批评等领域，认为这些领域也表现了某种意义、某

种指谓或某种可能的世界，需要通过诠释而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化。

《剑桥意大利文学史》认为埃科之所以能自由穿行于多个领域，完

全有赖于他的那种 “贯穿职业生涯的 ‘调停者’和 ‘综合者’意识”①，

这在其文本诠释理论中具有最为鲜明的体现。面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

和后现代文化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埃科文本诠释理论始终对文学形式

化、语言结构化、读者中心化、历史虚无化等理论保持警醒，并以特有

的开放性的气度，表现出视角的独特和理论的平衡，提倡诠释的开放

性，坚持诠释的限制性，反对过度诠释。更为重要的是 “诠释与过度诠

释的话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深深地触及到了 ‘人文价值’的问

题。”② 因此，深入研究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无论是对判断文学文本、

艺术作品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还是对理解埃科的哲学美学思

想，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化现象和意义，以及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和创作

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ｎｏ　Ｐｅｒｔｉｌｅ．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５９８．
［英］柯里尼：《诠释：有限与无限》，《诠释与过度诠释》，安贝托·艾柯等

著，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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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诠释无处不在，埃科也是如此。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埃科

的影响是广泛的，因而对他的研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西方学术界

对埃科研究的起步很早，甚至在埃科尚未获得符号学家和小说家头衔的

时期，关于埃科的研究论文就不断出现，至今已达千余篇，著作也有几

十种之多。国外对埃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符号

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研究有：迈克尔·恺撒和彼

得·哈蒙德沃斯编辑的 《作家与意大利当代社会：随笔集》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ｅｓ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ｍ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Ｗｒ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　Ｉｔａｌｙ：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１９８４），美国学者特莉萨·科莱蒂的

《玫瑰之命名：埃科、中世纪符号与现代理论》 （Ｔｈｅｒｅｓａ　Ｃｏｌｅｔｔｉ，Ｎａ－

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ｓｅ：Ｅｃｏ，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Ｓｉｇｎｓ，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８８）、

加拿大学者琳达·哈吉的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与小说》（Ｌｉｎ－

ｄａ　Ｈｕｔｃｈｅｏｎ，Ａ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ｃ－

ｔｉｏｎ，１９８９），乔安·坎农的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小说：卡尔维诺、埃

科、莎沙和马莱巴的理性危机》 （Ｊｏａｎｎ　Ｃａｎｎｏｎ，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Ｃａｌｖｉｎｏ，Ｅｃｏ，Ｓｃｉａｓｃｉａ，Ｍａｌｅｒｂａ，

１９８９），皮尔洛·古蒂尼的 《意大利文学的非学院派手册》（Ｐｉｅｒｏ　Ｃｕｄｉ－

ｎｉ，Ｍａｎｕａｌｅ　ｎｏｎ　ｓｃｏｌａｓｔｉｃｏ　ｄｉ　ｌｅｔ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１９９２），休恩·埃克

布拉德的 《〈玫瑰的名字〉的结构基础研究》（Ｓｖｅｎ　Ｅｋｂｌａｄ，Ｓｔｕｄｉ　ｓｕｉ

ｓｏｔｔｏｆｏｎｄｉ　ｓｔｒｕｔｔｕｒａｌｉ　ｎｅｌ　Ｎｏｍｅ　ｄｅｌｌａ　ｒｏｓａ　ｄｉ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１９９４），意

大利博士论文 《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与埃科的 〈傅科摆〉：技术与超

文本》（Ｇｒａｖｉｔｙ’ｓ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ｄ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ｙｎｃｈｏｎ　ｅ　Ｉｌ　ｐｅｎｄｏｌｏ　ｄｉ　Ｆｏｕｃａｕ－

ｌｔ　ｄｉ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ａｓｐｅｔｔｉ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ｉｃｉ　ｅ　ｉｐｅｒｔｅｓｔｕａｌｉ）和 《〈玫瑰的名字〉

中的侦探》（Ｌ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ｌ　Ｎｏｍｅ　ｄｅｌｌａ　ｒｏｓａ）等；符号学研究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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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厄休拉的 《迷宫的符号：埃科的文本符号学研究》 （Ｕｒｓｕｌａ　Ａｈｌ－

ｂｏｒｎ－Ｒｉｚｚｕｔｏ，ｍ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ｄｅｒ　Ｚｅｉｃｈｅｎ：Ｚｕｒ　Ｔｅｘｔｓｅｍｉｏｔｉｋ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ｓ，１９９０），美国学者丹内、格勒瓦西编辑的 《来自混沌：符号学文

集———献给翁贝托·埃科》（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Ｔ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Ｇｅｒｖａｓｉ，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ａｏｓ：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Ａ　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１９９２）

等，都是重点介绍和研究埃科的符号学理论。

关于埃科综合研究方面的著作也较为常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特拉

萨·劳拉提斯的 《埃科》 （Ｄｅ　Ｌａｕｒｅｔｉｓ　Ｔｅｒｅｓａ，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１９８１），

该书对埃科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重点在符号学和小说创作方面。罗科

的 《阅读埃科》 （Ｃａｐｏｚｚｉ　Ｒｏｃｃｏ　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ｃｏ：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主要是埃科文集的编辑，对埃科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也涉

及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但没有详细的展开。迈克尔·恺撒的 《埃科

论———哲学、符号学与小说作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ｅｓａｒ，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９）是埃科研究较为突

出的论著，作者与埃科本人进行了对话和思想交流，论著也以其全面性

和客观性成为埃科研究的权威。该书分为八章内容，对埃科开放作品的

理论、文化批评理论、符号学研究、符号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在第一章 “形式、诠释和开放的作品”

（“Ｆｏｒ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ｋ”）对埃科的诠释理论和开

放作品的理论做了简单介绍，在其他章节对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也有涉

及，但均不详细。法国学者居勒斯·格利蒂的 《埃科》 （Ｊｕｌｅｓ　Ｇｒｉｔｔｉ，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１９９１）主要从埃科涉猎的哲学、宗教、美学、历史和文

化等领域着手，全面考察埃科的思想体系和学术发展。美国学者彼得·

邦达内拉的 《翁贝托·埃科与开放的文本：符号学、小说和大众文化》

（Ｐｅｔｅｒ　Ｂｏｎｄａｎｅｌｌａ，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Ｆｉｃ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

ｔｕｒｅ，１９９７）是埃科研究的经典之作。彼得·邦达内拉本身是一位中世

纪文化研究学者，在这点上他与埃科是同道。该书是在阅读埃科大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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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手稿的基础上，并与埃科进行思想交流和讨论的结果，论著也得到了

埃科的极力认同和高度评价，作者也因此成为埃科研究的权威。彼得·

邦达内拉立足于埃科的作品文本，从中世纪美学、符号学和大众文化的

视角切入，对埃科的美学、符号学和开放的艺术理论做了综合系统的研

究。德国学者赫切·夏克的 《埃科与诠释问题：美学、符号学与文本理

论》 （Ｈｅｌｑｅ　Ｓｃｈａｌｋ，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ｕｎｄ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ｍｉｏｔｉｋ，Ｔｅｘｔ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ｋ，２０００）从符号学、美学的角度讨

论埃科的美学思想、开放的文本理论等。而最为全面的是迈克·加内和

尼古拉斯·加内编辑的三卷本 《埃科》 （Ｍｉｋｅ　Ｇａｎ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Ｇａｎｅ

ｅｄ．，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２００５）收集了７５篇英语世界研究埃科的论文，是研

究埃科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些论文几乎涵盖了埃科所涉猎的所有学术领

域，如哲学、伦理学、美学、符号学、叙事学、读者理论、诠释学、文

化批评、大众传媒和小说创作，其中最多的还是对小说和符号学的研

究，几乎占了收集论文的一半。涉及诠释学及相关主题的论文也有１０

多篇，不过都是借用埃科的诠释学理论和读者理论，从不同的视角介入

论述，没有一种详细的和全面的诠释学理论的建构。

在亚洲，日本是较早传播、研究埃科的国家。１９８０年池上嘉彦将埃

科的 《符号学理论》译介到日本，开始了埃科及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

随后，埃科的 《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符号学和语言哲学》先

后译介到日本。对埃科的译介传播进而促进了埃科研究在日本的兴起，

１９９２年池上嘉彦的 《诗学与文化符号论》是日本较早研究埃科的理论著

作，而篠原资明的 《埃柯———符号的时空》则完全以埃科及其作品为对

象，分八个部分对埃科的中世纪研究、前卫文化、符号论、小说创作等

进行全方的论述，并在第六章 “抗拒赫米斯主义”谈到埃科诠释理论的

过剩解释问题，其他章节也零星涉及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

总体而言，国外对埃科的学术研究视野广泛，氛围热烈：或整体全

面的宏观把握，或单篇作品的具体分析，广泛涉及了埃科的各个学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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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点。就埃科文本诠释学理论而言，无论是专著和单篇论文都有涉及，

往往表现为一种大而全的介绍，缺乏一种详细和深刻的专注；或表现为

小而精，往往就诠释学理论的某个方面、某个概念进行深刻的探讨，表

现一种微观的深刻和精细；或表现为小说和理论的互动，借用诠释学的

某个理论，对埃科的小说进行个案研究。而就埃科的诠释学理论展开全

面的、精细的研究和阐述的论文很少看到。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虽不

乏从总体上论述埃科思想的专著和论文，但专门针对其诠释学理论的深

入研究尚未见到，论文选题正是基于此种现状而提出的。

与埃科在西方学界声名远扬的现实情况相对应，中国学界也较早就

开始了对埃科的译介和接受。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国外社会科学》刊载王祖

望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美国学者Ｔ．谢拜奥克的讲稿 《符号学的起源与发

展》是目前了解到的最早在国内介绍埃科符号学家身份的资料。同年的

《外国文学动态》 （第８期）刊载了吕同六的 《意大利文坛管窥》，简单

的介绍了埃科及其作品，并特别介绍了 《玫瑰的名字》。１９８４年弋边在

《译林》（第２期） “世界文坛动态”提到埃科及其小说 《玫瑰的名字》，

钱钟书在 《管锥编》（第５册）的 《管锥编增订之二》（１９８６）中两次提

到埃科的 《玫瑰的名字》，１９８７年闵炳君翻译埃科的小说 《玫瑰的名字》

在 《外国文学》第４至１０期刊载，１９８８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

也在１９８７年，由林泰等翻译的 《玫瑰之名》由重庆出版社先行出版。

１９９０年，埃科的符号学专著 《符号学理论》由卢德平译介到中国。１９９３

年，埃科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发表了 《独角兽与龙》 （Ｕｎｉ－

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ｇｏｎ）的演说，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 “埃科热”。１９９７年，

王宇根翻译的 《诠释与过度诠释》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兴趣，是埃科在中国引用率最高的学术著作。２００７

年３月，埃科再次应邀来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 《古典战

争和后现代战争》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听众的关注，掀起了中国

“埃科热”的第二次浪潮。至目前，埃科已有 《玫瑰的名字》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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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理论》 （１９９０）、 《诠释与过度诠释》 （１９９７）、 《昨日之岛》

（２００１）、《全球化中的语言交流问题》① （２００２）、《傅科摆》（２００３）、《大

学生如何写毕业论文》（２００３）、《带着鲑鱼去旅行》（２００５）、《开放的作

品》（２００５）、 《悠游小说林》 （２００５）、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２００６）、

《误读》（２００６）、《美的历史》（２００７）、《波多里诺》（２００７）、《密涅瓦火

柴盒》（２００９），包括台港学者译介的 《信仰或非信仰：哲学大师与枢机

主教的对谈》 （２００２）、 《智慧女神的魔法袋》 （２００４）、 《丑的历史》

（２００８）、《艾可谈文学》（２００８）、《艾可说故事》（２００８）等作品，上述

作品涵盖了埃科在小说创作、符号学、诠释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等

领域的成就，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埃科形象。

与热闹的埃科作品的译介相比，中国学界的埃科研究尚不够充分，

理论研究显得薄弱，影响也极为有限，出现了一种追逐埃科者众，研究

者寥寥的 “埃科现象”。不过埃科先后两次来到中国，也为中国的埃科

研究添加了催化剂，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不乏高水平、有深度的

研究，下面分小说研究、符号学研究和诠释理论研究等部分进行介绍，

诚然这种区分并非泾渭分明，其中存在较多的交叉或重合。

小说研究。钱钟书较早涉及埃科小说研究，他在 《管锥编》 （第５

册）的 《管锥编增订之二》中有两处论及 《玫瑰的名字》：一处以威廉

和佐治关于 “笑”的争论，认为两者对关于 “笑”是否有益于上帝的看

法都有道理；一处是关于威廉修士的 “登楼舍梯”与 “得兔忘蹄、得鱼

忘筌”的类比，认为两者道理相同②。肖天佑发表于 《国际商务》（１９８９

年第４期）的 《Ｕ·埃科 〈玫瑰之名〉与符号学》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从

符号学的角度解读 《玫瑰的名字》。戴锦华的 《镜与世俗神话》 （１９９５）

①

②

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１０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
钱钟书： 《管锥编》 （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４、１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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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玫瑰的名字：小说、电影与文化分析”一节通过小说叙述与电影剪

辑的比较对 《玫瑰的名字》进行文化分析。李显杰的 《因果式线性结构

模式：〈玫瑰的名字〉解读》（载于 《电影艺术》１９９７年第３期）探讨了

《玫瑰的名字》的因果式叙事结构模式。袁洪庚的 《影射与戏拟：〈玫瑰

之名〉中的互为文本性研究》 （载于 《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分析了 《玫瑰的名字》较为丰富的互文性特色。刘佳林的 《火焰中的玫

瑰———解读〈玫瑰之名〉》（载于 《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认为

《玫瑰的名字》揭示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局限：多种认识

假相对真理的遮蔽。马凌是国内埃科小说研究的集大成学者，其 《玫瑰

就是玫瑰》 （载于 《读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

斯——— 〈玫瑰之名〉的深层主题》 （载于 《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１

期）、《解构神秘：〈傅科摆〉的深层主题》（载于 《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５

年第２期）都是结合埃科的小说创作，论述埃科的小说和符号学、诠释

学的关系，认为埃科的小说是作者借以表现其文本诠释理论的一个载

体。马凌２００４年出版的 《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专设 “艾柯

研究”一章，分四节对埃科的生平和小说进行了介绍，深入分析了埃科

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是埃科小说研究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张

琦的 《“笑”与 “贫穷”———论埃柯小说 〈玫瑰的名字〉的主题》（载于

《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认为 《玫瑰的名字》的实质主题是一

个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中诸如 “差异”等问题所做的现实思考。胡全生

的 《在封闭中开放：论 〈玫瑰之名〉的通俗性和后现代性》 （载于 《外

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认为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小

说，通过拼贴和典故等互文手法，在封闭的模式中获得一种后现代的开

放性。国内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玫瑰的名字》和 《傅科摆》的诠

释上。

符号学研究。李幼蒸是国内较早研究埃科符号学的学者，其 《结构

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１９８７）介绍了埃科的电影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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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敏的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 （１９９５）在 “艾柯的代码分类理论”中

简单介绍了埃科的电影符号学理论。李幼蒸的 《理论符号学导论》

（１９９９）、《历史符号学》（２００３）等著作对埃科的符号学进行了全方位的

考察，涉及埃科的一般符号学理论、记号分类学、文化惯习意义论原

理、开放的文本结构理论等方面，是国内研究埃科符号学和诠释学的权

威成果。李幼蒸也是中国学界极少几位与埃科直接进行过思想沟通的学

者之一，对埃科的符号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许正林的

《欧洲传播思想史》（２００５）第十一章介绍了埃科的代码理论和符号生产

理论。

诠释理论研究。南帆的 《诠释与历史语境》 （载 《读书》１９９８年第

１１期）围绕 “丹纳讲座”引起的争论，介绍了埃科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理

论，强调诠释要考量文本意图和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是中国学

界第一次详细论述埃科诠释与过度诠释问题的论文，具有积极的参考价

值。李建盛的 《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多次论及埃科，

在 “文学接受主体的规定性”中论及其文本意图和标准作者。刘玉宇的

《诠释的不确定性及其限度———论埃科的三元符号模式》（载 《中山大学

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通过对埃科提出的符号理论特别是解释项的分

析，为其 “文本意图”找到符号学的理论依据，并指出埃科的三元符号

模式的局限，给笔者以极大的启发。李彬的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

体诠释》（２００３）在第五章以 “重建文本的客观性”为节，将艾柯与赫

希、利科列在一起，简略介绍了埃科的文本理论。刘全福的 《意义的回

归：阅读中的本文神秘主义批判》 （载于 《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

期）结合埃科 《开放的作品》和 《玫瑰之名》，探讨了诠释理论与神秘

主义的联系，对研究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张广奎

的 《论 〈傅科摆〉的艾柯诠释学回证与诠释熵情》（载 《外国文学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从艾柯诠释学看翻译的特性》（载 《外语教学》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为艾柯诠释学的 “读者意图”辩护———从马克思主义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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