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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学观珠着雕和文字的关腻
一 、 、 ·

州
�、

飞
’

八
·

奋命 凯

七十多年前
，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提

出建立符号学 ��物�讯叱斌�的设瀚
一，
并

指出
�分将来符号学发现钓规律也可以碰用丰

语言学
，
所以后者将属子全部人文事实中一

个非常确定的领域
。
州 �碱普通语言学领程 》

中译本第��页
， ‘

商务印书侧奋 �邹�年 �索绪

尔提出的
“ 语言是归种符号茶统

” 扛
的思想奠

定了全部现代语言科学的理论基础� 介符号

性” 是语言这一事物的基本特征
， 。

�系统方法

是语言研究钓根本方法盆 准“ �
‘

卜
’

、
一般认为符号就是能够用来代表甲事物

的 乙事物‘ 对这个定义必须作进今步说明
。

符
一

号不是一般的自然物
，
它是人或其他生命

体为了运载信息的目的而创造域建立的
。

对

符号的基本特征可作如下表述
，卜

‘ · ‘ 、
�
�

�

���符号必须是感官可以感知或者
�

机

器可以接收的物质形式� 而且同类符号的物

质形式
，
彼此之间不易次民淆沁

、 一

�
’

‘
· ‘

���符号必须有物质形式所代表 的 意

义内容
。

符号是物质形式及其含义
’

的
‘

统 一

体
。 �

这个
“ 含义 ”

就其寒辱讲
，

不过是物质

形式在神经系统中引起的关于被代表物的概

括表象或某种抽象概念
‘
� 、 、 「

���符号的物质形式和意义内容 之 间

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是约产俗成的
。

因此

符
一

号 �物质形式 �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并

不盂要任何程度的砂啥
必然琴

，
宫们之间并不存

在任何决

特点
，
使

定关系或 索‘
年是由于挂个

符号勘吁映铆模产钱些范畴
。

符号和被寸眯物之间的燕蒸早是二种代表和

裤伟表的关系，，

即产命冬�养系久妇我有准样

说并不排除在某些情深下彩符
护号和裤代表物�

。

�饭

之向在形式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
�
的柏炭似性

飞如象形女李、 孔佼语拚音声调待粤等
‘

从
�
�这

是由于符号的创制者总是希望符夸真青便子
记忆和使用的性质‘ 这就是案些符号在人类
枉会中时自发产生枷自觅选排怠是受布定的
制约和有一定的理由的原因孟，植这种制约和

理由向决定似 发映论是完全尔
‘

向的
，一

后们
·

并不决定符号的根本性质
，卜
而仅仅同卖用的

目的相关奋
‘ ， � � ， � 一 、

�通��符号之所以能够向它所代表 的 事

物发生联系
， 少完全聂由于主体的中介和决定

作用‘
· �

没有创造或选择某种物质形式作为符

号
，
并赋予它以‘ 定含义的主体

，
这和关系

就不可能存在
。 ‘

�

所以任何符号总是从肩于一

定的主体并为其服务的
。

对符号信息来说
，

信源 、 信宿都必须是大或其他生命体以及人

造的发送接收设氰 符夸所以韶传递信息靠

的就是信源气信宿双方对符号的物质形式和

意义内容的共同理解子
�

� 二 。
、

�
、 、 �

、 ·丫

饰
苦�符号必须具有�

“ 可传递恻
’ ， ‘

凶

为符号的存在就是为了传递信息
。

又所以符号

总是带有材会性或群体性的
。 ， � ‘ 、 ·

介
【

汉�吸�符号必须能够重复使用山如果
、

每

传递
，

代次信息都要创造洲个
‘符号竺犷那么

符号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犷任何信息都

是具体的妇而任何符号意义都是概括的盯正

是这种概括性决定了符号的
’

雌可 重复使用

性舒热 吕”
‘

川 一 ��
一

�
·

�
�

�
、 、

飞
‘ ·

�气

���符号可以标志简单事饥 公也可 以

标志复杂事抓纷城毋符号也可以分作两类
�

欢是简单的加组�织性符号
， �

如穷垠指挥蟠撇

资州份传粉去味狱
‘
乏卯

� 一

找袱 �级澳
�

冶淤 汗 熟�几�

。
之吩斌本享经再粤

、 ，‘

哪分球瑕公教授审闻剥奔会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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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
�

路标
、

体态符号等
。

二是复杂的
、

有

组织性符号
，
如语言

、

文字
、

旗语
、

电码
、

音符等
。

有组织性的符号必须按一定的组织

规则组合起来传递信息
。

不论是简单的还是

复杂的
，
任何符号都不是单个孤立的

，
而是

和其他同类符号构成一个系统
。

即使是最简

单的符号也是某一符号和
“
零” 构 成 的 系

统
。

某一系统里的
“
零 ” 形式是一个重要的

符号
。

���人类社会中符号 的 种 类 是 繁 多

的
。

文字
、

旗语
、

信号灯是视觉 符 号 ， 语

言
、

汽笛
、

军号是听觉符号， 盲文是触觉符

号等等
。

同样的意义内容可以用不同种类的

符号表示
。

如交通指挥手势和信号灯
。

所以

决定不同类型符号性质的只能是物质形式而

不是意义内容
，
也不是相同或相似的组织规

则
。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
，
它具有一

切符号系统的普遍 寿征
，
又具有一系列不同

于其他符号系统的特征
�

语言是由音位
、

语

素和语素结构模式构成的特殊符号体系
。

构

成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是语音
，
所以语言从

本质上讲是一种听觉符号体系
。

音素和音位都是我们对语音的认识
，
两

者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
。

音素是人们对语

音的感性认识
，
其基础是语音的自然属性

。

人们凭借着 自己的听觉感受
，
把音素从语音

整体 �语流
、

音节 �中抽取出来
，
暂 时 孤

立
，
以便进一 步观察

、

实验
，
进行定性

、

定

量研究
。

被切分出的音素暂时不考虑它们同

仓义的联系
，
不考虑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

及同整个语言系统的联系
。

这种
“
单要素分

析法
”
正是为了深入事物内部研究其细节

，

为从
�

急体上把握事物做好准备
。

分割孤立仅

仅是一种认识手段或程序
。

分析的 目的在于

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
而

“
本质正是在联系之

中” 。

为此就要把 已经较为充分研究的音素

重新放回到相 互联系
、

相互作用的系统总体

之中去
，
这就是音位归纳

。

音位是人们对一

种具体语言语音系统的理性认识
，
是经过一

系列比较
、

分析
、

归纳
、

综合的抽象思维活

动获取的
。

任何音位都不是孤立的
，
而是处

在一个和意义紧密相联的
、

完整严密的系统

之中
。

对音位的认识就是对整个音位系统的

认识
，
音位是系统的要素

， ‘

仑的性质是由整

个系统决定的
。

音标是用来标记音素 �或音位 �的书写

符号体系
，
它的

“
心理学意义

”
就是音素的音

响形象
。

字母就是用来标记音位的书写符号

体系
。

音位虽然是具体语言中最小的语音单

位
，
但它还不是语言符号

，
而只是语言符号

的构成要素
，
因为它只是具有辨义功能

，
本

身并不具有意义
。

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单

位是语素
。

同任何符号意义一样
，
语义也是

由物质形式唤起的关于被代表物的表象或概

念
。

但是由于语素的意义不是十分明确
、

稳

定的
，
所以在运载信息的过程中

，
语素是不

能独立运用的
。

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

符号单位是词
，
词的意义是相对明确和稳定

的
。

语素是词的构成要素
，
所以 从 结构上

说
，
语素是最基本的语言符号单位� 从使用

上说
，
词是最基本的语言符

一

号单位
。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
，
具有可组织性的符

号体系
。

语素必须组合成词
，
词必须组合成

各种句子
、

句群才能运载信息
。

语素组合成

词
、

词组合成句的规则就是语法
。

既然语素

是语言结构中最基本的符号
�

单位
，
所以语法

归根到底就是语素的结构模式
。

音位
、

语索

和语素结构模式是构成语言系统 的 墓 本 要

素
。

这三个基本要素就是语言区别于其他符

号系统的基本特征
。

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 �或群体的 �
，

语言也不例外
，
它是

“
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

的社会产物
” 。

但语言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

某些符号系统的特点
。

其他符号系统
，
如某

种文字
、

电码
、

盲文
，
以至各种人造语言

、

人工语言
，
我们大都可以指出它们是由哪些

咤语文建设 》 主汾护�年第 �期



人
，
甚至哪一个人在什么时间创造的

，
但是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

某一种语言是哪些

人在什么时间创造的
。

语言不是某一人或某

一些人创造的
，
它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传递信

息的通用手段
，
它是社会历史的全部进程所

产生的
。

不同的语言是不 同的人类集体各自

约定俗成的结果
。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
，
后

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表现前者
。

换言之
，

�

文字不过是把语言这种听觉符号转换为视觉

符号的手段
。

构成文字符号的物质形式是字

形
，
那么什么是文字符号意义的内容呢�传

统的文字学认为文字有三个基本要素
，
字音

与字义是以语言成分的声音和意 义 为 依 据

的
，
只有字形才是文字特有的东西

，
也就是说

‘

“
只有字形才是文字的存在方式

” 。

通常说文
一

字的意义也就是语言意义
，
而字音则是构成

文字符号的另一个要素
。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

一个矛盾
�

第三要素－字音
，
对于文字来

说它不能是物质形式�文字已有物质形式为

对于语言来说它又不能是意义内容， 反过来

说它既是物质形式 �对语言 �又是意义内容

�对文字 �
。

这一矛盾实际是由于平面化的
“
文字三要素观念

” 造成的表述混乱
。

文字符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
字形

、

字

音
、

字义都是它的构成要素
，
但是这个整体

的结构是有层次性的
，
层次是系统性的一种

表现形式
。

因此我们不能说
“ 只有字形才是

文字特有的东西
。 ”

字形是文字的存在方式

－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
，
字音

、

字义同样

也是文字的存在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大脑

之中
。

字形和字音并不是一个结构平面上的

东西 �见右栏示意图 �
，
字音不过是字形在

我们大脑中唤起的一种声音的印象
，
如果我

们用发音器官把这个印象表达出来
，
它就是

语音
。

简言之
，
字音就是语音的表象

，
所以

对于文字来说
，
字音同样也 是 它 的 意义内

容
。

语音的表象和语音本身一样包含着意义

内容
，
所以文字的意义内容就是语言

。

对于

符号学来说
，
特种符号一文字同其他任何符

号一样只有两个要素
�
物质形式一字形， 意

义内容一语言
。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
，
文字则

是语言的载体
，
是

“
载体的载体

” 。

未经过文字加工
，
也就是说没有运用过

文字物质形 式 的 语 言
，
我 们 称 之 为

“ 口

语 ” 。
口语用文字记载下来后

，
就改变了自

己的物质存在形式
。

它的物质形式 �语音 �

和意义内容 �语义 �都转化为另一种符号即

文字的意义内容方面
。

这种
“ 意义内容

” 我

们称之为
“
书面语

” ，
或

“
书面语言

” 。

它

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特殊语言
。

文字不是语

言
，
但书面语却是一种特殊的语 言 存 在 方

式
。

我们之所以说书面语是
“ 语言 ” ，

是因

为它所指的并不是文字的物质形式方面
，

而

是指的文字的意义内容
。

换句话说文字符号

的意义内容不是别的什么东 西
，
它 就 是 语

言
。

这种
“
语言

”
和一般的 口语在本质上是

一致的
，
因为它正是丛口语转化出来的

，
如

下图所示
�

�互二亘卜

－
，�巫通�

杏 今

物质形式

� � � � � � � �

一
卜 “ �

一
甲 ��

…咋

意义内容 �

�壁�匣�
��一字
一

竺宜
�

�
�

�，�·、·

认文

在书面语中
，
作为口语物质形式的语音已转

化为意义内容的一部分－一种人脑中关于

语音的印象
。

书面语是一种特殊的
“
无声语

言
” ，

它同有声语言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
可

以随时转化为有声语言
，
这就是

“
诵读

” 。

按照文字诵读出的语言
，
仍然是书面语

，
所

以也可以说书面语是一种经过了文字加工的

语言
。

除了书面无声语言之外
，
还有一种极为

重要的
“ 无声语言 ” ，

这就是人们在默想或

思维时使用的语言
。

思维是对各种自然信息



或符号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
，
这完全是

人脑的活动
，
所以这种语言就称作

“ 内部语

言” ，

而与之相对的
“
有声语言 ” 或 “ 有形

语言
”
就称作

“
外部语言 ” 。

内部语言以语

音印象作载体运载信息
。

语音印象同其他各

种意义内容一样都必然有一种未知的大脑物

质作依托
。

内部语言的存在正是书面语得以

产生的客观基础
。

书面语和 口语由于采用的

物质形式不 同
，
使用条件也不一样

，
这就给

这两种语言形式带来一些不 同的特点
。

内部

语言和外部语言由于其存在条件和使用 目的

的不同也同样存在一些差异
。

四

现在普遍把文字分作两大体系－表意

文字和表音文字�拼音文字�
。

提出 “ 表意 ”

和 “ 表音
”
的对立实际就意味着表意文字的

“ 字面 ” 是不表音的
，
表音文字的

“
字面

”

是不表意的
。 “

表意文字的基本特征就是它

标记的是一定的词或词素的意义
，
而不是它

的声音 ” 。 “ 只表意不表音
，
看字形无法读

出字音
。 ” � 《 语言学概要 》 刘伶等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第���页 �索绪 尔 也

有这种看法
，
他说

�
表意文字

“ 一个词只用

一个符号表示
，
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

的声音无关
。

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
，

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 念 发 生 关

系
。

这种体系的 古 典 例 子 就 是 汉 字
。 ”

� 《 普通语言学教程 》 第��页 �

前于文字的记事图画不同于作为艺术品

的图画
，
它们不是用来供艺术欣赏之用

，
而

是用来传递信息
。

人们利用图形和线条对各

种事物进行描拟
，
使它们代表各种事物

，
从

而具有某种意义
。

由于它们是对被代表事物

外部特征的蛛拟
，
不必强调约定性

，
因此它

们和被代表物之间还存在一 种
“ 天 然 的 联

系
。 ” 可以说记事图画是处于艺术图画和符

号之间的过渡状态
，
但无论如何它们不是强

调和被代表物的
“
相似性 ”

犷而是强调
“ 代

表性
” 。

记事实物和图画都不属 子文 字 范

围
，
因为它们都不是用来标记语言成分

，
而

是直接代表现实现象
。

实物记事和文字的产

生没有直接关系
，
而记事图画却是文字的前

身
。

如果把图形简化
，

并用来标志一个个语

言成分
，
就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文字－象形

文字
。

创制文字的根本 目的就是表现语言成

分
，

但是人类在创始文字之初却往往只是着

眼于语言意义
，
即头脑中关于被代表物的表

象
。

记事图画和象形文字不过是对这些表象

的物质化模写
。

象形文字表现的是语言成分
，

所以在模写表象的同时也就代表或标记了语

音
。

是否代表相对固定的语音形式是象形文

字和记事图画的根本区别
。

但是语言意义除

表象外还有各种观念以至抽象概念
，
所以象

形文字不可能是完善的文字形式
。

汉字随字

体演变逐渐失去了象形的特征
，
从字形上 已

看不出它所代表的客观事物是什么了
，
正是

这样它才摆脱了具体事物的约束
，
从而充分

表现语言成分
。

任何文字都必须标记语言成

分
。

音义统一是语言符号的本质所在
，
这两

个方面犹如一张纸的正反面一样密不可分
�

没有语义就无所谓语音， 没有语音也就无所

谓语义
。

文字既然是语言的代表
，
那么它就

决不能
“ 和声音无关

” 。

只表音或只表意的都不能成为文字符号

或文字单位
。

所以这两大类文字体系的实质

性差别并不在什么表音还是表意问题上
。

只

要是文字符号就必须同时既代表语音又代表

语义
。

以汉字为代表的文字体系和拼音文字

体系的根本差异是在于选来造字 的 单 位 不

同
。

一种语言不论多简单
，
都必 须 具 备 音

位
、

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这三个基本要素
。

拼音文字的字母大体是用来代表音位的
。

音

位并不是语言符号
，
只是语言符号的构成要

素
，
因此只能起

“ 区别意义
”
的作用

，
它本

身并不
“
具有意义

” ，
所以字母还不能是文

字符号
，
而只能是文字符号的构成要素

。

英

文等拼音文字是分词书写的
，
所以它们最小

的文字符号单位就是
“ 词 ” �借用语言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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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
一个

“
字 ” �最小的文字符号单位 �

就是一个词
。

词不仅表示语音同时也表示语

义
。

拼音文字实质上是一种
“
音位文字

” ，

用几十个表示音位的字母就能驾驶几千个语

素
，
儿万个同

。

汉字实质上是一种
“
语素文

字 ” 。

一个汉字大体代表语言中 的 一 个 语

素
，
用几千个代表语素的汉字驾驭几万个词

。

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完全不实际的
。

每个汉

字都有 自己的读音
，
任何一个汉字都是既表

音又表意的
。

它和音位文字所不 同的只是
�

它不是直接表示音位的读音
，
而是表示由音

位读音组合而成的语素或词的读音
。

五

除了语言文字以外
，
人类社会中还存在

很多其他符号系统
。

有的比较简单
，
大多是

无组织性的
，
如信号灯

、

汽笛
、

钟声以及一

般的指示性符号
、

路标
、

手势等
。

或者只有

很简单的组织规则
，
如警报

、

军号等
。

有的

相当复杂
，
都是可组织 性 的

，
如 旗 语

、

灯

语
、

盲文
、

电码等
。

无组织性的简单符号同

语言无关
。

它们都是由一定的物质形式直接

表示某些很简单的意义
，
这类符号不代表任

何语言成分
。

有组织性的复杂符号一般都是

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创造的
，
所以有人把它

们称作 “ 语言的代用品
。 ” 实际就是为了改

善或加强语言运载信息的功能
，
给语言 �包

括书面语 �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载体
。

这些符

号所代表的都是语言成分
，
性质 和 文 字 类

似
。

这 些 “
代 用 品

”
也 都 是

“
载 体 的 载

沐” 。

无论是语言的代用品也好
，
是语言的

载体也好
，
它们本身都不是语言

，
而是语言

之外的特殊符号系统
。

但是正如 书 面 语 一

���’�， ’

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内容却是特殊形态的

语言
，
因此它们都能还原为相应的语言或文

字形式
。

当然某些有组织性的复杂符号不是

���来代表语言的
，
如音符

、

琴谱是代表乐音

的 符号
。

信件可以用各仲运输工具传递
，
但速度

毕竟是有限的
。

为了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
，

人类发明了电报－用电波作载体传 �笙语
‘

言

信息
。

这就给信息插上了电的翅膀
，
使信息

传递由古老的邮寄阶殷迈入现代化的
�

电信阶

段
。

这是一次伟大的信息革命
。

用电报传输

信息
，
首先要把语言或文字转换为电码

。

电

码不是单纯的视觉符号
，
它并不是为

“
人

”
设

计的
，
而是为机器 �收发报机 �发送和接收

电波而设计的
。

电码通过发报机转换成长短

相间的电波－这也是一种特殊物质形式的

符号
，
即电信号

。

电波为收报机接收
，
变为

特殊的视觉符号或听觉符号
，
由报务人员记

录
、

译码
，
还原为语言文字

。

我们从这个过

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整个信息传递的过

程中
，
信息载体不断地转换

�

信息、 语 言 �，文 字 �，电 码，电 波
、 电码 �，文字 �，潜言，信息

电波 �电信号 �犹如一个三级火箭以极高的

速度传递信息
。

电报由于需要编码
、

解码
，

大大影响了传递速度
，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

，

人类又发明了电话
，
把语言的声波直接转换

为电波
，
即电信号

。

先是有线传输
，
后是无

线传播
，
广播事业由此发展

。

声波是语音的

载体
，
电波又是声波的载体

。

还可以把收报

机和打字机相连
，
把电波直接转换为文字

，

这就是电传打字技术
。

综上所述
，
在信息的传 输

、

储 存 手 段

上
，
人类已经历了四次

“
革命

” ，
目前正在

向第五次迈进
。

第一次是语言的产生
。

第二

次是文字的创制
。

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
。

第四次是 以电报
、

电话为代表的电信革命
。

以电波为载体传递信息
，
这是人类通讯史上

的一个大飞跃
。

电波不仅能运载声波
，
而且

能运载图像
，
这就是传真技术

。

与此同时电

视在这个阶段里大放异彩
。

它可以直接把自

然信息 �图像 �转换成电波
，
并把它同语言

信息以及其他符号洁息结合起来
，
使信息量

成倍增加
。

第五次信息革命将是电 信和计算
‘

机的结合
。

这将是信息的传递
、

储存和处理
�

一体化的高信息通讯系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