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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的诞生与符号秩序的重建 
— — 兼论实在界理论对社会文化现象的阐释 

霍 红，张绪忠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拉康提出了实在界的概念 ，他通过逻辑性回溯发现，不能被符号所象征的实在界是语言符号 

诞生的源头。齐泽克继承并发展了拉康有关实在界的理论，阐述了实在界的三种表现形式，创造性地提出 

只有来 自实在界的决断式行动才能摧毁和重建符号秩序。拉康一齐泽克的实在界理论可以被应用于阐释许 

多与语言符号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 ，如新型文体的诞生等，同时实在界理论也为如何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 

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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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起源 问题一直 困扰着人类 。几千年 

来 ，哲学家 、语言 学家、社会学家 、生物学家等从 

各 自研究的视角 出发 ，提出了种种不 同的假说 ， 

如神授说、拟声说、手语说、激情说、感觉经验说 

等。但是由于缺乏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等方 

面的实据，上述假说都只能停留在思辨领域。有 

鉴于此 ，1866年成立 的巴黎语言学会 明令禁止讨 

论语言起源问题，它规定：“不接受任何有关语言 

起源或发 明的普通语 言学文章”[1]】 。索绪尔也 

说：“语言起源问题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 

重要。它甚至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 。’，[2] 。然 

而，随着语言研究重要性 的凸显 ，语言起 源问题 

在众多学者的理论探索过程 中成为一个绕不 过 

去的话题。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拉 

康另辟蹊径，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通过逻辑性 

回溯的方式提出了实在界是符号界源头的思想。 

拉康认为，符号界 自诞生后就像一架自动机 

器，它以不为主体所知的方式主宰着主体的形成 

与行动，符号秩序既塑造着主体，也束缚着主体， 

当束缚达到一定程度 时，主体就要奋起颠覆 当前 

的符号秩序，建立新的秩序 。那 么如何才能重建 

符号秩序呢?是采用新的文体借用文字进行反 

击 ，还是采取公投 的方式建立新 的社会制度?在 

齐泽克看来，以上行为都未跳出文化和意识形态 

这些象征体系的窠臼，其结果只能是“陷入无意 

义的自我重复或演变成由大他者掌控的另一种 

实践”[3]9 。受列宁的启发，齐泽克提出只有来 自 

实在界的决断式行动才能打断符号界的联系方 

式，使另一种联系结构成为可能，从而最终达到 

摧毁和重建符号秩序的目的。 

可以说，拉康一齐泽克有关实在界的理论从一 

个崭新的视角很好地解答 了语 言符号 的诞 生与 

符号秩序重建的问题，由此也解释了众多活跃的 

社会语言文化现象的源头所在 。 

一

、实在界与语言符号的诞生 

拉康于 1953年发表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学中 

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一文，首次提出人所 

生活的世界是由实在界、符号界和想象界这三大 

界域扭结而成的，这三大界域的运作既是人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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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建构的机制，也是人类文化创作的基本机制。 

其中，符号界处于支配地位，是第一因素；其次是 

实在界，它是符号界的源头；想象界则是前语言 

阶段的构作领域。在拉康研究的前期阶段，其重 

点是想象界与符号界 的分界线 ，而实在界与符号 

界的分野则是其后期理论研究的重心。拉康认 

为，真正的社会化主体就是在符号界中形成的， 

他说：“象征符号以一个如此周全的网络包围了 

人的一生，在那些‘以骨肉’生育出他的人来到这 

个世界之前，象征符号早就结合成一体了；在他 

出生时，它们给他带来星座的禀赋，或者仙女的 

礼物，或者命运 的概略；它们给 出话来使 他忠诚 

或叛逆；它们给出行动之法则让他遵循 以至他还 

未到达的将来，以至他死后；依照象征符号，他的 

终结在最后的审判中获得意义，在那词语宽宥或 

惩治他的存在。 4] 。 

那么符号界又诞生于何处呢?拉康所从事 

的精神分析研究给予了他极大的启示。拉康发 

现很多精神病患者都会在语言上有异常表现，但 

是只要找到导致患者语言异常的事件，那么患者 

的疾病就会痊愈。受此启发，拉康意识到：某些 

事物或事件的发生能刺激一个人产生语言变化， 

只要这些事物或事 件还不 能达到被符号所表 达 

的程度 ，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刺激着这个 人 ，不 断 

地引起这个人的语言变化，直到这些事物或事件 

能够被语言符号所表达、即进入符号界为止。在 

这之前，这些事物或事件一直处于符号界之外， 

拉康将这个在符号界之外刺激符号界的界域称 

作为实在界。 

(一)实在界 、现 实世界 与物 自体 

实在界是拉 康的理论 创新 ，从 字面上 看，它 

极易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混淆，而实际上二者 

差异巨大。拉康说：“人类世界的事物是宇宙中 

的事物 ，是由语词所结构的 ，语言、象征过程 主导 

和主宰着一切。”Es3 在拉康看来，我们所生活的 

这个现实世界只是人类经过想象加工与符号象 

征之后的产物 ，而不是像我们惯常所认为的那种 

由客观中立的外在 因素结合而成的真实 的、客观 

的世界 。而实在界是还没有经过 符号象征 的部 

分 ，他说 ：“正是世界在心理 中逻辑地和历时地构 

成之初，Das Ding这个东西孤立自身，表现出陌 

生的特征，而整个表象活动都围绕着它进行⋯⋯ 

而且整个适应性的发展也围绕着它展 开，这一发 

展是人类所特有的，因为符号象征过程显示自身 

不可避免地要被 编织在它里面 ⋯⋯Das Difig存 

在于别的地方。”Es3 这个地方就是尚未经过语 

言符号象征处理的实在界。 

拉康对实在界的这种定义令人不禁想起康 

德的“物 自体”，而事实是，二者相似却不尽相同。 

康德认为：“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 自己来说 

是实在的，但对我们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 ]1 

康德的物自体超越了人的认识与感知，在这一点 

上它与拉康的实在界极为相似，但是物自体是实 

际存在着的实体，康德的逻辑是：人类的认识活 

动不会凭空出现，它总是要针对一个最初的对象 

才能产生，所以也一定存在着一个在人类认识之 

外、引发人类认识活动的物自体。与康德不同， 

拉康提出的这个实在界并不是实际存在着的，用 

海德格尔 常常 引用 的格 奥尔格 的一句 诗来说 ：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2地也就是说，只有得 

到了符号的表达，物才存在，没有获得符号表达 

的地方就没有任何物的存在。在拉康看来，这个 

没有获得符号表达的无物存在的地方就是实在 

界。正如齐泽克所说 ：“实在界不是先 验的实证 

的实体，像一个无法接近的硬核一样，远远地超 

越于符号秩序之外，不是某种康德式 的‘物 自 

体’——本质上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空隙，是 

标志 着某种 核心 不可能性 的符号 结构 中的 

空无。，’[。] 。。 

(二)实在界的特征 

既然无法为符号所表达，那么我们就只能像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 

们必须保持沉默”[9]1 吗?事实是，拉康晚期哲学 

主要围绕着实在界这一概念展开，他不断尝试着 

从各个角度对实在界的特征、功能等进行详细的 

考察与解读 。在他的研究下 ，实在界的特征逐渐 

明晰起来。 

首先，实在界是一种缺场的在场。受弗洛伊 

德的启发，拉康发现缺场与在场的对立中诞生了 

符号的象征功能，这就意味着符号 的产生需要预 

设一个缺场的存在。在拉康看来，这个缺场的存 

在就是实在界。 

其次 ，由于实在界 没有 被纳入符号 系统 ，所 

以我们总是无法意识到、捕捉到它 。因此拉康提 

出：“偶遇 ’的功 能，或实在 界作 为相 遇 的功 能 
— — 这一相遇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错失 的，它本质 

上是一种失之交 臂的相遇——在精 神分 析学的 

历史上首先是呈现为一种本身已足以引起我们 

关注的形式，即创伤的形式。,,Do3s3在我们的意识 

中，创伤是绝对不愿被提及的，但在无意识的瞬 

间，创伤又总会反复地出现，如梦境中、口误 中。 

创伤的反复出现就像是对某个界限的回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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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要回归某处的渴望，在拉康看来，这个创伤 

朝向的界限、这个心灵渴望的地方就是实在界。 

正是由于这种偶然性的遭遇对我们的现实生活 

造成了创伤性冲击，所以这些事件呈现出了创伤 

性的特征。“它瓦解 了符号机制的自动循环，毁 

灭了主体的符号世界的平衡 。”[8lz。。 

所以最后，语言符号的源头就是实在界。拉 

康常常用恒星比喻实在界，他说：“恒星的规则运 

动使人第 一次有机会感到周 围变化着 的世界 的 

稳定性，第一次有机会去建立‘符号界’与‘实在 

界，的辩证法。在此辩证法中，‘符号界’看起来 

是从‘实在界’中涌现的。)sCll}117-118当然这只是一 

种比喻的说法，不是说符号界真地从实在界中流 

泻出来，而是来自于实在界的某些刺激导致了某 

些人语言符号的出现与改变。对于这部分人来 

说，这一实在界的刺激就是其 当前语 言产 生的源 

头。而这一 事实是经过逻辑性 回溯得 出的。因 

为，对于未受到刺激的人来说，这些事物或事实 

并不是他们语言诞生的原因所在；而对于受到刺 

激的人来说，在这些事物或事实进入到其符号系 

统之前，它们并不存在，只有刺激到这些人、并进 

入到这些人的符号系统后，它们才变成为一种存 

在。换句话说，并不是这些事物或事实的存在必 

然导致某些语言符号的诞生 ，而是 由于它们的刺 

激导致某些人的语言符号系统变化后才推导出 

它们的存在。这就是拉康的逻辑回溯过程。我 

们可以这样理解 ，实在界可以对符号界产生一系 

列影响 ，而符 号界 的存在 必须 以实 在界 为逻辑 

前提。 

二、齐泽克对“实在界”的继承与发展 

拉康那晦涩艰深的巴洛克式语言风格以及 

随处可见的精神分析术语使得他的实在界理论 

长期以来令学者们望而却步，真正使该理论得以 

被学界接受并被广泛应用 的是 斯洛文尼 亚著名 

的哲学家齐泽克。他不仅继 承 了拉康有关 实在 

界的理论，对其特征、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该理论，将其用来解读当今的 

各种与语言符号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如影视、 

文学、新闻时事等，从而开辟了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的新视角。我们关于实在界的许多理解都源 

于齐泽克的阐释，如《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实 

在界的面庞》《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等。 

齐泽克非常擅长利用笑话、电影、社会热点 

新闻等去解说、佐证晦涩枯燥的哲学命题，对于 

不可言说的实在界，齐泽克首先使用 了大量的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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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让我们对其概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说 

“在 ‘正常’的事态 中，实在界是匮乏 ，是符号性 秩 

序中间的黑洞(罗斯科画作中的中央黑块)；与 

‘正常’的事态不同，我们得到的是环绕符号界孤 

岛的实在界‘水族馆’。换言之，通过其匮乏驱使 

能指增殖 、充当‘核心黑洞’—— 符指化网络就是 

围绕着‘核心黑洞’交织起来的。，，[ ]2 “实在 

界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它绊倒了每一次符号化的 

企图 ，实在界是坚硬 的内核，它在 所有可能 的世 

界(符号宇宙)中都保持不变．．．⋯·它是符号化失 

败的临界点，但与此同时它从不显现其实证性 
— — 它可以在事后根据其结构性效果，予 以构 

建。，，[。]2。 据此，可以看到实在界的悖论性特征，它 

既存在又不存在。通过逻辑性回溯，我们意识到 

了实在界的存在，但是只有被符号化了的事物， 

我们才能说它存在 。而实在界抵抗符 号化 ，无法 

列入符指化网络之中，所以实在界又不存在。 

在理论总结的基础上 ，齐泽克 又列举了大量 

的事例来说明实在界的功能及其表现形式。他 

最常引用的是来自希区柯克的一个故事： 

两人坐在 同一辆 火车上 ，其 中一个 

问到：“那 边行 李 架上 的 包裹 装 的 是 

什 么?” 

“啊，麦格芬。” 

“什么是麦格芬?” 

“啊，那是在 苏格兰高地捕获狮子 

的工具 。” 

“可苏格 兰高地没有狮子呀。” 

“啊 ，所以那也不是麦格芬。” ， 

齐泽克认为实在界就像这个故事中的麦格 

芬，它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但却是谈话、行 

动，甚至整个故事的核心。通过对希区柯克电影 

的分析，齐泽克总结出了实在界的几种主要的表 

现形式。首先，实在界表现为一个空位，一个用 

来启动语 言符 号交流 的纯 粹假托。“在《海外 特 

派员》中表现为海军条约的秘密条款，⋯⋯它是 

纯粹的表面：就 自身而言它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在结构上也必然是缺席的。它的意义纯粹是反 

身自指的；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对其他人、对 

故事中的主角生命攸关。，，[̈ 这则秘密条款并不 

存在，但它却是这部电影的实在界，正是围绕着 

这个不存在的实在界，全部电影文本才得以展 

开。其次，实在界表现为在主体间交流的客体， 

如《美人计》和《电话谋杀案》中的钥匙，这个钥匙 

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的流动性却推动了电影 

文本的发展 ，这种实在界 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的在 



场，尽管该客体无法被符号化，但它却在符号界 

中起着担保和抵押的作用，是符号结构得以恢复 

的积极条件 。最 后，实在界表现 为巨大的、压 迫 

性的物质在场，如《西北偏北》中拉什莫尔山的总 

统头像，它只是一个不可能性的沉默体现，“是实 

在界冷漠麻木的想象性客体化”[̈]1。。 

三、决断式行动与符号秩序重建 

“决断式行动”是齐泽克理论 中的重要概念 

之一，它的产生是以拉康的“付诸行动”为基础 

的。在拉康看来，付诸行动是精神疾病发作时， 

对整个符号性社会连结的彻底拒斥。齐泽克在 

拉康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这种无意识的、瞬间 

决断式的行动(即来 自实在界的行动)能够建立 

新的符号秩序。他说：“一个行动既不是一种对 

既存秩序的战略性干涉，也不是它的疯狂的毁灭 

性否定 ；一个行动是一个过剩的、跨 战略的干涉 ， 

它重新界定了既存秩序的规则和大体轮廓。”[1 ]4。 

正是由于来自于非符号化的实在界，所以决断式 

行动得以跳出现存符号秩序的因果链，既无法预 

测亦无法解释，与此同时，它 自身产生了新的符 

号秩序，其合法性可以用逻辑回溯的方法加以证 

明。以古希腊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为例，俄狄浦 

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统治者科瑞翁 的规定 ，掩 

埋了她反叛城邦的哥哥，她的果断行动触犯了法 

律，也意味着她将 自己从城邦共同体的符号秩序 

之中排除了出去。我们可以将她的果断行动看 

作是一种来 自实在界的悬置了符号秩序的行动， 

由此她的行动在事实上瓦解了现存的城邦共同 

体的符号秩序。齐泽克认为一个完美的政治理 

想就是安提戈涅式的主体与敢于行动的列宁主 

义的结合体。齐泽克认为列宁是一个真正反抗 

了命运的人，尽管许多人认为列宁在革命前应该 

进行公民公决，但他坚决认为革命应是由自己授 

权的，所以他采取了没有被符号界遮蔽的革命行 

动，这与拉康一齐泽克式的观点不谋而合。正是由 

于列宁采取了决断式的行动，才打破了符号幻 

象，超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框架，产生了后来对 

整个旧有符号秩序彻底的、基本性的改变。 

决断式行动与普通的日常行动是有本质的 

区别的。在齐泽克看来，普通的行动仍然是符号 

性质的，为此他以小说《旋花植物时钟》为例进行 

了说明。在小说中，特里谢从古玩店里偷走了一 

个旋花植物时钟，事后这个时钟就不断地激发她 

的焦虑感与罪恶 ，不堪忍受 的她做 出了种种过激 

行为，最后她把时钟抛进河里，但又担心人们会 

在浅浅的河水中看到它，她将时钟捞出来砸碎后 

又将零件抛进河中，此时她觉得河里到处都是时 

钟的身影，于是她跳入河中，被人捞起后，她像时 

钟的指针那样挥舞着手臂，口中念着“滴答，滴 

答 ，旋花植物时钟”。齐泽克认为 ，特里谢 的行动 

本质在于她要通过认 同于时钟 向符号秩序证 明 

自己的清白，这种行动依然充当着编码信息的载 

体，她仍然无法逃脱当前符号秩序的掌控，因此 

这不是来 自于实在界的决断式行动。相比之下， 

决断式行动“需要逃离符号性网络、消解社会联 

系。，，[垤]2̈对侮辱性话语采取暴力性行动就是一 

个现实的例子。比如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性话语 

攻击时 ，如果他反驳 ，那就可能 陷进一 个荒谬可 

笑的境地，因为侮辱性话语缺乏语境，“它作为回 

应的实在界突然出现了，该回应被剥夺了描述其 

符号性语境的可能，，[ ]l 。受辱者不知该如何回 

答 ，所以只有诉诸决断式的暴力行动才能打破这 

个困窘的符号性僵局。又如托妮 ·莫里森的小 

说《宠儿》，书中的女主角塞丝为了女儿不再重复 

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割断了女儿的喉咙，为 

了维护女儿做人的尊严，她只有杀死女儿才能拒 

斥当时符号秩序发出的命令，从而真正脱离奴隶 

制这一旧有符号秩序的束缚。虽然决断式行动 

是某种消灭 的行 动，或者是一个 清除的行动 ，但 

它并不是盲 目的或是任意的，它虽然无法被当前 

的符号秩序合理解释，但作为来 自实在界的成 

分，决断式行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可以通过逻辑 

性回溯的方式得以确立。仍以安提戈涅为例，她 

的行为在城邦法律体系内是不可解释的，是对当 

时符号秩序的僭越，但当她冲破现有的符号秩 

序，以决断式的行动建立了新的符号秩序后，她 

的行动就在新秩序中获得了合理性，因此决断式 

行动既是建立新的符号秩序的行为，也是反身性 

地确立自身存在之正当性的行为。 

四、实在界理论对社会文化现象的阐释 

拉康一齐泽克的理论创新价值在于将实在界 

理论应用于对各种社会符号现象的解释之中，因 

此，受拉康与齐泽克实在界理论研究的启发，我 

们可以这样认为，每一次不可表达事件的发生都 

刺激了人们产生用语言符号表达的愿望，特别是 

当这类事件大量涌现时，就会引起全社会的讨论 

与关注 ，从而导致新思想、新文本 的诞生，比如社 

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的流行，西欧向近 

代社会转型时的文艺复兴等。因此我们可以从 

实在界的理论视角对 当下的某些社会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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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进行阐释与解读 。 

当今世界，特别是中国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 

变化的时期 ，由于新科技 、新思想的不断涌现，旧 

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着质的巨变。 

在巨变中，大部分人是茫然失措的，我们所受的 

教育、所接触到的社会文化都不能完全解释究竟 

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未来将会怎 

样。实际上，已没有人能完全解释我们心中的所 

有疑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灵鸡汤诞生了。 

它由许许多多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并没有什么固 

定的思维模式或完备的理论，但是，这些小故事 

却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幸福就 

是一种感觉》《放弃也是一种美丽》《成功由自己 

决定》《做事先做人》等系列，总会有某个故事会 

触动你，开解你那不可名状的苦闷。心灵鸡汤最 

为人诟病的就在于它总是用结果去反推过程，完 

全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从而导致许多互相矛盾的 

故事的诞生。比如，面对手下败将，你既可以用 

“得饶人处且饶人”来宽恕他们，也可以用“今天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明天对自己的残忍”来对他们 

赶尽杀绝。其实，故事的真假以及它是否符合逻 

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能否让人觉得它解释了 

此刻人们正遭受的状况，重点在于它假设出来的 

逻辑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它将你目 

前那未名的境遇描述为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也就是说，一旦某种实在界的刺激被符号化、被 

表述出来，人们的不安、沮丧等情绪就得到了开 

释 ，哪怕这种表述并不真实、并不合逻辑。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心理学家戈登 ·彭尼库 

克主导的研究结果认为，“更愿意相信和接受这 

些‘心灵鸡汤’的人，不仅智商、认知水平和语言 

能力都相对低下，还倾向于相信阴谋论、超 自然 

现象、反医学 以及 宗教 的观点 ，也更 加沉迷 于补 

充与替代医学。，，[ ∞。对于这种现象又该作 

何解释呢?实际上，鸡汤文只是将你所遭遇之事 

纳入到了符号系统，解释了种种现象，但要改变 

现状、重塑自己的符号形象，我们需要的是拉康一 

齐泽克式的决断式行动。因此，什么人痴迷心灵 

鸡汤呢?很 明显 ，是那 些缺乏行动力 的人 ，是 以 

为“明白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人。而缺乏行 

动力则主要源于内心的不自信和能力的欠缺，这 

就与彭尼库克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实际上， 

近年来 ，人们也逐渐意识 到心灵鸡汤“喝”多 了并 

没有什么好处 ，反而会离梦想越来越远。有人说 

“鸡汤穷三代 ，励志毁一生”，网上甚至发展 出一 

类所谓“反鸡汤”文体 ，如 ：“只要是 石头 ，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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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会发光。～回首青春，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很 

多宝贵的东西。但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以 

后会失去更多。”纽约大学心理学 教授和研究员 

Gabriele Oettigen在《重新思考积极思维》中也指 

出，“心灵鸡汤带来的积极思维具有着反作用：当 

人们不停在幻想一个积极的未来时，这个未来在 

我们脑海里仿佛 已经变成一个现实，而我们也就 

不再去为之努力奋斗了。”以微信上流传甚广的 
一 篇鸡汤文为例，“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上班， 

说明没有失业；衣服越来越紧，说明吃得还算营 

养；听别人的话有时刺耳，说明还有人注意你 

⋯ ⋯ ”这就是典型的阿 Q精神 了，衣服紧了、胖 

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少吃多动；无法早起 ，最好 

的办法就是早点 入睡。这段鸡 汤文并未提 出什 

么有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只是转变了我们看 

问题的视角而已。所以说 ，无论什么醍醐灌顶的 

理论也 比不上 自己的一 次小 小 的行 动与进 步。 

从理论上来看，拉康认为人之主体是在符号界内 

塑造形成的，因此决断式行动在重塑符号秩序的 

同时，也重塑了符号界内的主体。所以齐泽克 

说：“在行动中，主体被消灭并在随后重生(或没 

有重生)⋯⋯通过行动 ，我把一切东西 ，包括我 自 

己，我的符号身份 ，置 于紧要关头 。，，[̈]5 的“惟有 

恰当的行动才能重构其行为人所处的符号性坐 

标：在该行动的干预过程中行为人身份被彻底改 

变”[1 ]8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采取了决断式行动 

的主体才是一个理想的主体，因为这种主体更具 

有革命精神和解放精神，是能为社会带来巨变的 

主体。换言之，只有采取了决断式行动的主体才 

能改变现状、改变自我。 

结 语 

尽管对于语言的起源问题 ，不同领域 的学者 

们提出了各 自不 同的假 说 ，但是 由于 缺乏考古 

学、历史学 、生物学等方面的实证证据 ，所有 的假 

说目前仍停留在主观推测的阶段。法国精神分 

析学家、哲学家拉康以其所从事的精神分析实践 

为基础、从符 号学 的视 角提 出了实在 界的概念 ， 

利用逻辑 回溯的方法 ，创造性地解答了符号诞生 

之谜 ，从 而也饵 决 了作为 符号 的语 言 的起 源 问 

题。“它是一个实体，尽管它并不存在，但它具有 

一 系列的特征——它具有某种结构上的因果关 

系，它可以在主体的符号性现实中创造一系列结 

果⋯⋯那些从未出口的词语就是拉康所谓的实 

在界。，，[8]。 实在界不可能被记录下来 ，但我们可 

以记录下这种不可能性，我们可以确定这种不可 



能性的位置：一个引发了一系列失败的创伤性位 

置。”E83。。 哲学家齐泽克不仅继承了拉康有关实在 

界的理论，而且发展了拉康的理论。他通过对希 

区柯克电影的研究，识别出实在界的三种表现形 

式，而他最大的创新在于发现只有来自实在界的 

决断式的行动才能对符号界产生冲击 ，造成符号 

秩序的颠覆与重建。拉康一齐泽克的实在界理论 

为我们解释当前诸多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 

视角，如心灵鸡汤等新型文体的出现等。无论是 

电影、时事热点新闻，还是心灵鸡汤等一类的文 

字，无不向我们证明了语言符号诞生于实在界这 

一 理论发现。可以说，从符号的视角探索语言的 

起源摆脱了历史学以及考古学的束缚，而逻辑性 

回溯的方法则为解决语 言起 源问题 提供 了新 的 

视角。另一方面，当现有的符号秩序桎梏了主体 

的发展时，仅从语言符号的层面进行改变是不足 

够的，只有来自实在界的决断式行动才能彻底摧 

毁和重建符号秩序。决断式行动把现有符号秩 

序 中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这种能力 对于未来 的 

个人和社会变革具有关键意义，可以说希望就蕴 

含在 自由的可能和革命行动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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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Linguistic Sig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mbolic Order 

— — The Real Order and Its Explanation of Social—Cultural Phenomena 

HUo Hong。ZHANG Xu-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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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logic backtracking，Lacan found that the Real Order，the field unable tO be symbolized，is the origin of 

linguistic signs．Slavoj Zizek inherited and improved Lacan’S theory，putting forward three manifestation patterns of the 

Real Order and  saying that real actions of dicisionism can destroy and reconstruct the Symbolic Order．Lacan-Zizek’S theory 

about the Real Order can be applied to explaining lots of social-cultural phenomena related with linguistic signs，such as the 

birth of new literary forms．The theory about the Real Ord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ping with emerging sociab 

cultural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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