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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皮 尔斯符号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讲符号之间的互动 (对立统一 )
、

互动推动

人类认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

《矛盾论》的第一句话就是 : “

事物的矛质法则
,

即对

立统一的法则
,

是唯物辫证法的根本法则
。 ”

因此
,

用 ( 矛质论》的观
.

氛来讨论皮尔

斯符号学有很强的针对性
。

文章首先介绍 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要

点
,

然后试图用《矛质论》的观点分析皮尔斯符号学
。

文章认为
:

人类符号活动的

总体是思维
、

认知与表达
、

交流
。

思维
、

认知与表达
、

交流构成人类符号活动的两大

矛质方面
。

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思维
、

认知
,

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 重研究表

达
、

交流
。

皮尔斯符号的三个关联物
“

符号代表物
”

( er p er s e n at m en )
、 “

对象
”

( ob
-

」ec )t 和
“

解释者
”

( in et pr er atn o 构成皮尔斯符号学的矛质总体
,

它们之间的对立统

一推动人类认知向前发展
。 “

解释者
”

是这一组矛质中的核心并且始终是主要矛

质方面
。

皮尔斯符号的三种三分法
:
代表可能性的 qu all ia gn

、

代表事实的 is sn ign 和

代表事物发展规律的 le igs i gn ;按呜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 关系划分的三 种符

号— 有相似关系的象似符号 ( ico )n
、

有因果了依存关系的标志符号 ( idn ex )和有

社会共识的象征符号 ( sy mb ol ) ; 代表一种可能性的 而me
,

代表一种事实的 id ic
-

is gn 和代表一种理性的 盯即m e in
。

这三组符号体现三种矛质的特殊性
,

并分别说

明符号活动的过程
、

方式和结果
。

虽然 目前皮尔斯符号学在语言学中的直接应 用

并不多
,

或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

但它的互动 ( 对立统一 )观点 已经对语言学科产

生很大影响并将继续产生更大影响
,

成为语言学科发展的科学动力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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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符号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讲符号之间的互动 (对立统一 )
、

互动推动人类认知向广

度和深度发展
。

《矛盾论》的第一句话就是
: “

事物的矛盾法则
,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

是唯物

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 ”

因此
,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讨论皮尔斯符号学有很强的针对性
。

一
、

皮尔斯符号学的哲学基础

皮尔斯符号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
。

科学主义思潮最早表现为实证主义

思潮
。

实证主义坚持把知识限于经验范围 ;推行科学主义
,

主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
、

特别是

现代数学和物理学方法推广于一切科学领域
,

使人衣科学自然科学化 ;把哲学等同于语言哲

学
,

它的人工语言学派把哲学等同于人工语言哲学
,

日常语言学派则把哲学等同于日常语言

哲学
。

这就是所谓的
“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 。

皮尔斯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斯
,

是美国哲学家
、

逻辑学家
,

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

之一
。

他主张的实用主义 ( rP a因rn iat
sm )

,

也称为实效主义 ( p ar gtn iat ic s m )
。

他采用实效主义

这个名称的原因
,

一是区别于其他以实用主义为名的哲学思想
,

二是更加强调效果
。

实用主

义是实证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
。

它的主要观点如下
:

1
.

物是经验的效果

皮尔斯理论的出发点类似于主观经验主义
。

他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

他认为
“

事

物就是效果
” 。

其实质与传统的主观经验主义一样
,

把整个客观世界和个人的认识过程经

验主义化
。

2
.

生物行为主义

皮尔斯把人的认识活动等同于生物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
。

人的行动信念不是建立在对

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上
,

它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

行为主义思想更加突出
,

他创建了生物行为主义理论

。

皮尔斯理论的继承人莫里斯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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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效果的意义理论

皮尔斯提出了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
:

概念的意义不是由它反映的意义决定的
,

而是由它

引起的行动的效果决定的
。

4
.

现代逻辑理论

在皮尔斯看来
,

符号学是
“

扩展了的逻辑学
” ,

在一定意义上
,

逻辑学不过是符号学的

别名
。

二
、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要点

1
.

皮尔斯符号学是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范畴论和逻辑学
。

它的应用范围不限于

语言
,

它是研究一切事物意指作用的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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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皮尔斯符号学是一种泛符号论
,

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符号
,

包括人在内
。

这实际上说明
:
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

,

认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

3
.

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就是皮尔斯范畴论的应用
,

符号活动 (符号产生的过程 )就是他逻

辑学的应用
。

他把符号分为第一性符号
、

第二性符号和第三性符号
。

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

符号活动过程 (符号产生的过程 )
,

从
“

符号代表物
”

到
“

对象
” ,

再到
“

解释者
” ,

每个阶段都

是一个符号
。

符号代表的对象经过解释后
,

还可以再解释
。

皮尔斯的符号只在
“

某方面或

某种程度上代表某物
” ,

并且要不断进行解释
。

4
.

皮尔斯的符号有三种三分法
:

( l ) 代表性质 (卿al iyt )的 q u al i s i g n 、

代表事实 ( fa
e t )的

s in s i , 和代表法则 ( law )的 l e ig
-

s ign ;

( 2) 皮尔斯根据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

把符号分为具有相同性质的图像符号

( ic on )
,

具有存在上的依赖关系 ( 即因果关系 ) 的标志符号 ( idn ex )和具有社会约定性的象征

符号 ( sy lbn
o l ) ;

( 3 ) 把符号分为三个等级
: hr e m e ,

d ie i s i邵 和
a理 , m e n t

。

hr
e m e
是一种可能性 ( pos

s ib il i
-

yt )
,

di e i s i , 是一个事实 ( af
e t )

, a r gu m e n t是理性 ( er
a s o n

)
。

把解释分为感情的解释 (
e m o it o n -

al i n t e甲er t a n t )
、

有力的解释或心智的努力 (
e n e堪 e t i e i n t e甲er

atnt
o r m e n t al e

ffe rt )和逻辑的解

释 ( l
o g i e int e印 r e t a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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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皮尔斯符号学中
,

进行认知活动的人是生物个体的人
,

不是社会的人
。

他讲的符号

活动是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思维
、

认识和表达
、

交流过程
。

他的符号学不是语言中的一个

词
,

而是一个命题
,

如果应用在语言中
,

他的符号相当于一个语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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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从 (( 矛盾论》看皮尔斯符号学

恩格斯说
: “

运动本身就是矛质
。 ” · · · ·

一切事物中包含矛质方面的相互依赖

和相互斗争
,

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
,

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

矛质的
,

没有矛质就没有世界… … 矛质是简单的运动形式 (例如机械性的运动 ) 的

基础
,

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拙
。

( 《毛泽东选集》
,

第 29 3 页
,

以下简称
“

毛选… 页
”

)

事物矛质的法则
,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

是 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
,

因而也是思

维的根本法则… … 矛质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
,

矛质贯穿一切

过程的始终
,

这是矛质的普遮性和绝对性
。

矛质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 面各有其

特点
,

这是矛质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

(毛选
,

324 )

以下我们就用毛泽东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来讨论皮尔斯符号学
。

1
.

皮尔斯符号学的主要矛盾方面是认知
、

思维

矛质的两方面中
,

必定有一方面是主要的
,

其他方 面是次要的
。

其主要的方

面
,

即所谓矛质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

事物的性质
,

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质

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

(毛选
,

310 )

人类符号活动有两个主要矛盾方面
:
认知

、

思维与表达
、

交流
。

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

主义哲学为基础的
,

是一种经验理论
、

一种感觉理论
、

一种认知理论
。

它认为
:
人的所有思想

和经验都借助于符号
,

检验经验的最后标准就是实践效果
。

从此可以看出
,

皮尔斯符号学所

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的思维
、

认知方面
,

也就是说
,

在符号活动的两大矛盾方面 (认知
、

思维与

表达
、

交流方面 )
,

皮尔斯符号学的主要矛盾方面是认知
、

思维
。

主要矛盾方面决定事物的

性质
,

因此
,

皮尔斯符号学的性质是主要研究符号的认知
、

思维方面
。

另一方面
,

索绪尔语言

符号学的主要矛盾方面是表达
、

交流
,

它主要研究符号的表达
、

交流方面
。

2
.

皮尔斯符号学是一种泛符号论
,

可以用矛盾的普遍性来解释

矛质的普遥性或绝对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

其一是说
,

矛质存在于一切事物

的发展过程中 ;其二是说
,

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质运动
。

(毛选
,

2 93 页 )

皮尔斯符号学是泛符号论
,

是以范畴论为基础的
。

它认为
:
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

,

用符号认知
、

思维
、

表达和交流
。

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都属于一定范畴
,

因此都有一定意义
。

人类在进行认知
、

思维的过程中
,

都要把一种事物置于某范畴中
,

从而得到一定的意义并用

一种符号来代表它
。

符号与符号之间始终处于对立统一 (互动 )中
,

符号不断变化
、

更新
,

说明人对事物的认

识不断扩大
、

深化
,

逐渐接近真理
。



从《矛盾论》看皮尔斯符号学

3
.

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的三个关联物构成矛盾的总体

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由三个关联物构成
:

符号代表物一对象叶解释者
,

三个关联物之间

依次形成两个矛盾方面
,

构成符号活动矛盾的总体
,

说明在认知中有三个不可缺少的
、

互相

关联的因素
:

(人类进行抽象思维的符号 )符号代表物
、

(认知的客体
、

客观世界 )对象和 (认

知主体
、

人 )解释者
。

解释者是皮尔斯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核心
,

也是它们与索绪尔语言

符号学的根本区别
。

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是
:

能指 + 所指
,

没有解释者
,

这个模式说明它的符

号活动不是认知和思维
,

而是表达和交流
。

构成符号的三个关联物本身也是符号
,

它们之间的作用是双向进行的 (互动的
、

对立统

一的 )
。

符号代表物既代表对象的意义
,

又不代表对象的意义
,

意义还要经过人的解释
, “

在

人头脑中产生一个对等的符号
”

(一种认识 )
、 “

一个变化或扩大了的符号
”

(一种扩大或深

化的认识 )
。

这个符号还可以和解释者 (心智 )再次作用
,

产生更新的符号
,

符号始终在更新

和变化中
,

说明人的认知不断扩大和深化
,

逐渐接近真理
。

解释者在符号活动中始终是主要

矛盾方面
。

4
.

皮尔斯符号学符号的三种主要分类体现矛盾的特殊性
,

即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要幕露事物发展中的矛质在其总体上
、

在其相互连接上的特殊性
,

就是幕霉

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
,

就必须幕霉过程中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
,

否则幕落过程的

本质成为不可能
,

这也是我们所做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

(毛选
,

299 页 )

前面我们已讨论了皮尔斯符号的基本模式
,

符号代表物一对象神解释者
,

它是皮尔斯符

号学总体上的矛盾
。

除此之外
,

我们还要研究皮尔斯符号学矛盾各个方面及它的特殊性
。

皮尔斯符号有三种三分法
,

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三分法看作符号活动的三个方面或它的特殊

性
。

这就是符号活动的过程
、

方式和结果
。

l) 按符号活动过程 (认知过程 )划分的符号

代表可能性的符号 ( qu ial is gn )叶代表事实的符号 ( is sn ign )叶代表事物发展规律的符号

( l
e
ig

s i , )
。

人类在认知中
,

首先认识事物的性质
,

然后肯定该事物是事实
,

最后了解该事物发展的

规律
。

2) 按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划分的三种符号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认知方式
。

象似性符号
:
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有共同点 ;

标志符号
:
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有因果 /依存关系 ;

象征符号
:
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共识

。

既然从符号代表物
、

对象到解释者是一个认知过程
,

我们就能把以上三种符号看作三种

不同的认知方式
:
分别通过事物之间的共同点

、

因果关系和社会共识认识新事物
。

3 ) 按符号活动的结果划分的符号

hR
e

me
:
一种可能性的符号 ;

iD ic is gn
:
一种事实的符号 ;

A r罗m e nt :
一种理性的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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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效果分为三个等级
:

感情的解释 ;

有力的解释或心智的努力 ;

逻辑的解释
。

以上三种意指效果和三个等级的意指效果说明
:
人类认识事物

,

首先是认识事物的可能

性
,

然后肯定该事物是事实
,

最后从理性上认识该事物
,

即认识该事物的规律性
。 “

感情的

解释
”

是一种纯感情的
、

自然的感受
,

而
“

有力的解释
”

或
“

心智努力
”

指一种有意识的认知活

动
,

而
“

逻辑解释
”

是一种理性认识
。

人的认识是从 (无意识的 )感性认识
,

到有意识的认识
,

再到理性认识
。

四
、

皮尔斯符号学为社会人文科学 (语言学 )提供科学动力

虽然皮尔斯符号学目前在语言学中的应用不多
,

或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

笔者仅发现它

在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应用
,

但正如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样
,

皮尔

斯符号学为语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动力
。

总的来说
,

这种动力是语言成分 (符号之间 ) 的对立统一产生的
,

也就是人们经常讲的
“

互动
” 。

在三个关联物构成的皮尔斯符号模式中
,

主要矛盾方面是作为认知主体的解释

者
。

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两个矛盾方面
,

认知主体是主要矛盾方面
。

符号代表物既代表

对象的意义
,

又不代表对象的意义
,

意义必须经过解释
,

即经过认知者经验的检验
,

检验结果

就是认知者的认识
。

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识
,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认知阶段 ( 时

间 )对同一事物也有不同的认识
,

都是因为决定认识的主要因素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
。

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

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统一
、

也就是两者之

间的互动
,

对立统一推动认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

人类不断努力探索
,

逐渐认识他们生存的

世界
、

改造这个世界或协调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

这就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
。

人类认识世界
,

除了与客观世界互动以外
,

还需要人类互相间的互动
。

他们之间的互动

就是互通信息
、

交流认识
。

这样
,

符号活动就从认知
、

思维的范畴跨人了表达
、

交流的范畴
,

就从研究生物个体的人的认知
、

思维的自然科学范畴跨人了研究作为生物体之间的表达
、

交

流的社会科学的范畴
。

这样
, “

互动
”

概念就成了研究人类认知和社会交流的语言学科的动

力
。

例如韩礼德 ( H all 记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形式 (结构 )与语言情景
、

社会
、

文化语

境之间的互动 ;语言各层次 (语义
、

词汇语法和语音 )之间的实现 ( er ial
z
iat on )关系

,

就是这些

层次之间的互动 ;语域的各方面 (语场
、

语旨和语式 )与各语义成分 (功能 )之间的激发关系
,

就是它们之间的互动
。

巴赫金 ( B ak hit n) 的
“

对话
”

理论
,

说明使用语言不是单向传递信息
,

而是双向交流
,

也就是使用话语的人之间的互动
。

他的理论还说明
,

任何人讲话或写作都不

是无的放矢
,

也不是单向行动
,

而是互动
,

要么针对别人说的话
,

要么针对别人以往说过的话

或将来可能说的话
。

这样就构成了对话的
“

多声性
”

和
“

多义性
” 。

除了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及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外
,

还有知识与知识之间的互动
。

这

种互动也会产生新知识
。

克里斯蒂娃 ( irK
st ve a

) 的互文性理论 ( int ert
e xt u

ial yt )就是一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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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

互文性
”

理论来自
“

对话
”

( d ia log u
e

)理论
。 “

对话
”

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 “

互文性
”

就

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
。

文本是信息单位
,

也是知识单位
。

所以
“

互文性
”

是知识之间互

动的理论
。

笔者认为
,

皮尔斯符号学在语言学科中最直接的应用是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
。

在这两

门学科中
,

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
“

互动
” 。

认知语言学是在心理语境中
,

作为认知主体的解

释者与符号代表物和对象互动产生的意义之间互动
,

目的是对语言结构 (形式 )和意义的成

因和心理过程作出解释 (一种溯因分析 )
,

或者是听话人根据自己的心理语境 (心智 )对说

话人讲的话的意义作出解释
。

而语用学是在具体 (物理 )语境中
,

作为认知主体的解释者与

符号代表物和对象互动产生的意义之间的互动
,

目的是对说话人说话的真实意图作出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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