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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符号学初探

王德胜

符号作为主观思维
、

客观事物与过程的标记
,

既可作为系统和要素的标记
,

又是过程与程序 的 标记
,

还是人和机器实现对话的中介与要素
。

科学符号是进行科学研究
,

科学信息的贮存
、

传递
、

交疏的 标 记和

要素
,

自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
,

科学符号学 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

新技术革命与信息时代到来之后
,

对 科学

符号学的研究
,

越来越显得重要
。

(一 )

当我们对人类活动进行详细考察时
,

当我们把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进行比较时
,

我们不难 发 现
,

人们

在标记 自然
、

社会
、

人生的存在方式与变化过程时
,

一律采用符号
。

人们用符号进行标记
,

用符号进 行 思

考
,

用符号进行信息的传递
、

贮存和转换
。

再考察一下现代信息社会和记算机系统
、

人和机器对话系统
、

记算机所控制的 自动生产线
、

航 空
、

航

夭
、

遥感系统
,

人们就会发现
,

这一切全靠符号系统运作
,

没有符号
,

就没有这一切
。

技术的操作靠符号
,

科学的研究
、

思考
、

表达也同样靠符号
。

科学史家研究表明
:

古老的中 国
,

科学

技术在 17 世纪以前
,

保持着一个领先西方的水平
,

但在后来落后了
,

在落后的诸多原因中
,

符号 系统不发

达
,

是一个科学技术本身的内部原因
。

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在定义人的概念时
,

经常认为 , 人是会制造工具
、

使用工具
、

会思维
、

有语言 的 动

物
。

但是
,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

我们还可以把人定义为
“
符号动物

” ,

因为
,

在动物中
,

只有万物之 灵 的

人
,

才创造了通用简洁的符号
,

广泛地使用符号
。

虽然蜜蜂有舞蹈
,

蚂蚁会动须
,

彼此传递信息
,

大 猩 猩

有了比较发达的信号系统
,

但他们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符号系统
,

只有人类才创造和使用 完 整 的符 号 系

统
。

随着人类的发展
,

人类的符号系统越来越发达
,

符号所指和能指的认同性也越来越强
,

因而通用 性 也

越来越强
。

人类还通过信息工程
,

用符号来传递
、

存贮
、

加工信息
,

实现人机对话和自动控制
。

人是符号动物
,

科学家是高级符号动物
,

技师和工程师是操纵和转换符号的动物
,

机器人和自动 生 产

线则是用符号指挥的机器
,

智能机和翻译机
,

则是实现符号转换的仪器
。

在符号学家看来
,

自然
、

社会
、

思维都能统一和转化成一种符号系列
,

物质世界也同样可视为一 个符

号世界
。

符号源于 自然
,

法于 自然
,

是对自然的抽象和规定
,

又高于 自然
,

人类利用符号的转 换
,

可 以认

识
、

改造
、

调控自然
。

符号把整个人类联系和统一了
,

符号又把整个人类和 自然联系和统一了
,

符号把 自然界
、

人类社会
、

思维领域联系和统一起来了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

符号学家才说
:

世界是符号世界
,

宇宙是符号的宇 宙
,

人间万事万物皆符号
。

符号是标记物
,

也是物的标记
。

人把一切用符号来标记
,

把一切变化转换成符号系统的转 换
,

把 一切

联系转换成符号之间的联系
,

这就为人类认识改造世界和自身
,

创造了一个巧妙绝伦的方式
,

从这 个意义

上说
,

符号学是方法学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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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
,

由地域的隔离效应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

再加上宗教和民族的不 同
,

人类之

间符号的差异性很大
。

对此
,

宗教也有其解释
:

《圣经
·

创世纪 》 ( 变乱口音 ) 中说
: “ 耶和华说

: `

看那
,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

都是一样的语言
,

如今既作起这事来 (建造城市 )
,

以后他们所作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
,

我们下去
,

·

在那里 变 乱 他 们 的 口

音
,

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
。 ’

于是
,

耶和华在那里 (地上 ) 使他们 (人类 ) 分散在全地上
,

他们 就 停工

不造城了
。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悟言
。 ”

上帝要统治人类
,

就使人不能协调统一
, “

变乱语言
” ,

这是它的主要方法
。

由此也 可 得 出 另 一 结

论
:

人类要协调统一
,

就要设法统一语言
,

进而统 一符号系统
,

从而进一步提升 自己
。

从这个意 义 上讲
,

全人类语言符号统一之日
,

就是人类大统一之时
。

当今世界
,

科学技术的符号是统一的
,

而且
,

其统一性还正在加粥
,

国此
,

科学是没有国 界

、

也 不分

民族
,

全世界的数学家
、

物理学家
、

化学家
、

信息学家都使用着统一的符号
。

因此
,

统一的符号系 统 是人

类精华的联系媒介
,

这些人类的精华们
,

利用统一的符号系统
,

为人类创造着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 和 精神

财富
,

他们是全人类的火车头和排头兵
。

在符号学家看来
,

人类个体的发展
,

是随着其掌握符号水平的提高而实现的
,

人掌握的符号越 多
,

运

用符号能力越强
,

也就越能实现他的价值
。

符号人学的研究表明
,

不掌握符号的人
,

不能成为真正的人
,

至多也只能成为自然生物人
,

而 不 能为

社会人
,

更不是现代社会人
。

原因很简单
,

符号不仅是思维的材料
,

思维的要素
,

也是思维表达的 形 式
,

一个不掌握符号的人
,

就无法进行思维
,

更无从表达思维
,

也无法接受科学文化知识信息
,

其结果 只 能是

有一般自然生物属性
,

而不能进人人类社会的任何系统
。

所以
,

人是随着不断掌握符号而进步的
。

符号社会学的研究表明
,

现代社会呈现出符号化越来越强的倾向
,

愚昧和进步
、

落后和发达
、

生 活 质

量的低劣和高超
,

反映为符号化的弱和强方面
,

越是落后的民族
,

符号化的程度越低
,

越是发达的 民 族
,

符号化的程度越高
,

符号化越低的民族也就越落后
,

符号化越高的民族也就越发达
,

这也是民族符号 学 中

的
“
马泰效应

” ,

一个符号富有的民族是不会落后的
,

越富有
,

符号化的速度也就越快
,

上帝往往会 剥 夺

那些缺乏符号的民族
,

使他们的符号变得更加贫乏
。

符号不仅在人类学
、

社会学中有如此重要地位
,

它还浸润着人们的艺术灵魂
,

所以符号美学受 到 越来

越广泛的重视
。

符号本身体现着匀称
、

鲜明
、

和谐这些美的最高原则
,

还具有简单
、

快捷
、

统一
、

通用的动 态 美
,

夭

地人
“
三才

”
和谐之美

,

体现为符号系统的美
,

客观世界之美和符号世界之美札应成辉
,

相得益彰
。

大 自然是和谐美好的
,

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也是美的
,

科技符号系统是科学技术的标 记 和

表达形式
,

也是贮存
、

转换
、

传播的方式
,

所以它和谐
、

匀称
、

鲜明
、

简捷
,

它巧妙而精致
,

统一 了 自然

和人类
,

因此是美的
,

符号美是高超的美
,

科学符号的美是一切文化文明美的基础
,

是人类最高超 的 美
。

科学技术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

是第一生产力
,

是全人类的火车头
,

科学符号就是 这 个 火 车 头 的软

件
,

是研制方式
,

又是控制程序
,

同时
,

又是这个人类火车头的改造和进步的要素
,

所以
,

任何国家
,

任

何民族
,

要想进步
,

都必须善于驾驭和使用科学符号
。

在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
,

人们还能在孤独的海岛上
,

在雪山大模中
,

在原始密林中
,

找 到 一 些 原 始 部

落
,

在那里
,

人们使用的符号十分贫乏
,

那些原始的人们
,

除了只有一些简单的有关 日常饮食衣着符 号
、

权力符号
、

性符号以外
,

几乎没有科技符号
,

那些人
,

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
,

对科学符号的冷淡和 无 知
,

使现代人感到惊讶
,

在这些科学符号的沙漠和荒原中
,

我们看到的
,

是一片同样的科学文 化 的 荒 原 和 沙

漠
,

这使所有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
:

科学符号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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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符号世界还在运动发展
,

它在不断地丰富
、

提高
、

净化和统一
,

符号学家们都说
:

将 来的 世界是

一个符号的世界
。

(三 )

科学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
,

主要有
:

( D 符号学与科学符号学的关系
,

诸如
,

什么是符号 ? 什么是符号学 ? 什么是科学符号 ? 什么是科学

符号学 ? 科学符号的特点
、

意义
、

价值等
。

( 2) 科学符号与科学符号学的历史
、

发展规律
。

( 3) 科学符号的认识论
、

方祛论
、

逻辑学问题
。

( 4) 科学符号类别研究
。

如数学符号
、

物理符号
、

化学符号
、

天文学符号
、

地学和环境科学符号
、

技

术符号等
。

在上述符号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中
,

均应探索其历史
、

现诀
、

意义
、

作用以及彼此之间 的 联系与

区别
。

此外
,

世界各种类型的学者
,

如皮尔斯
、

素绪尔
、

巴特
、

爱柯等人对科学符号学探素的情况和 方 法以

及科学符号学的文献研究等
,

也都十分重要
,

特别是符号美学的研究
,

更受到人们的重视
。

总之
,

科学符号学的研究
,

起步较晚
,

但进展很快
,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
七五

” 、 “ 八五 ” 规划
,

均

将此选题列为重点选题
,

这是很有远见的
,

国内各著名大学均不乏探索此课题的专家
。

可以肯 定
,

随着研

究的深人
,

科学符号学在中国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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