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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符号的类型分析

口 一飞产

尹之 岛

所谓的编辑符号 是指在编辑活动发展过程中
，

人们创造并共同约定
、

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
。

比如

一些精心设计的题花
、

线条以及版面空间与稿件配置等
，

均是我所指的编辑符号
。

同其他形式的符号一样
，

它

刺激的是人们的感官
，

而起作用的是隐 含于其后的意义
。

本文旨在从编辑符号的分类入手
，
以求对编辑符号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

符号学之父索绪尔的研究中
，

符号事实 上被他划分为两大类
，

即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

语言符号是人类

创造的最完善也是最基本的符号系统
，

它是其它符号的基石
。

正如语言学家爱德华
·

萨不乐所言
� “
我们可以

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

除了正常言语之外
，

其它一切自主的传达观念的方式
，

总是从 口到耳的典型语言

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
，

或至少也是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
。 ” ①

而非语言符号则是指除语言之外其它所有传播信息的符号
，

诸如标志
、

图象
、

手势
、

表情
、

烽火等等均属

此类
。

萨不乐将非语言粉号界定为
� “
一种不见诸文字

，

没有人知道
，

但大家全都理解的精心设计的代码

�����������
�
��

��
。 ” ②非语言符号是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工具

，

其重要性绝不在语言符号之下
。

诚如施拉姆所

言
� “
仔细地注意一下

，

传播不是全部 �甚至大部分不是�通过言词进行的
。

一个姿势
、

一种面部表情
、

声调

类型
、

响亮程度
、

一个强调语气
、

一次接吻
、

把手搭在肩上
、

理发或不理发
、

八角形的停车标志牌
，

这一切都

携带着信息
。 ” ③

我所研究的编辑符号基本 上属于非语言符号系列
。

题花
、

线条
、

色彩
、

编排位置
、

编排空间的大小等等都

是一种
“
不见诸文字

、

没有人知道但大家全都理解的精心设计的代码
。 ”
即使是文字符号

，

对编辑而言亦别有

意义
。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如编辑在组构版面时�
，

编辑利用的是字符本身的大小与形体的符号意义
。

像编辑

在安排一则新闻的标题
“
怪事

，

烟摊回收香烟
”
时

，

编辑很大的精力是在考虑用黑体还是宋体或其它什么字体
，

以及用多大号的字
，

是否需要题饰等方面
。

而这些属于非语言符号的性质
。

我认为就编辑符号的表意情况以及在编辑活动中的具体运作情况分析
。

可以将编辑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简

单的编辑符
一

号� 另一类是较为复杂的编辑符号
。

下文分述之
。

一
、

简单的编辑符号一
一编辑记号

简单的编辑符号中
，

是指编辑符号中表意简单
，

使用也不复杂的编辑记号系列
。

从严格意义说
，

记号不同

于符号
，

同样编辑记号与我们所分析的编辑符号也有较大的差异
。

尽管编辑记号同其他编辑符号一样
，

具有异

质性
，

即其刺激的是受众的知觉
，

而取作用的是其被约定的
“
意义

” 。

这里
“
文本形式

”
与其所指代的

“
意

义
”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

从这种意义上说
，

编辑记号与编辑符号是相似的
。

我们之所以认为编辑记号只能算是

一种简单的编辑符号系列
，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概括性不强
，

儿乎所有的编辑记号
，

通常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标签

性
，

它仅仅只是对一种事物与事实的个别特点的标志
，

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较为单一
，

呈一种明显的一一

对应关系
。

较常见的如校改符号就是这类编辑符号系列
�

校改符号同其它符号一样也是长期编辑实践的产物
，

大多数校改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

成的
。

但正如人类语言有不同的方言
，

不同地区的人们言语有很大差异一样
，

各不同的出版单位
，

人们使用的

校改符号也颇有差别
。

这无疑给不同部门的编辑活动的沟通带来一定的障碍
。

为此
，
在 ����年 �� 月 �� 日

，

当

时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布了一套专业标准的校改符号
，

供全国各出版单位试用
。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校改符号
，

就能发现所有的校改符号均是一种较低级的符号
，

其能指是简单易识易记

的
，

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亦相当简单
。

如线圈符号其所指意义仅指
“
删除

” ，

而别无其他复杂的意蕴
。

这类编辑

符号在编辑活动中仅充当一种编辑操作的工具
，

是编辑同文稿录入者与排版工作人员之间的一 种简约的言语

形式
。

这类编辑符号
，

只需要经过简单的训练
，

一般的编辑亦可熟练掌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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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复杂的编辑符号

在编辑活动中
，

尚有很大一部分符号
，

并不是那么易于理解和掌握的
。

我们姑且称之为复杂的编辑符号
。

这类编辑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所产生的那种
“
关系结构

”
大多并不是

“
易读

”
的

，

需要细细品评
，

方能悟其

个中三昧
。

譬如解放前老报人徐铸成
，

曾看到一则国民党公祭特务头子戴笠的消息
，

被一位编辑丢进了纸篓子
，

他将这则消息拣起来
，

安排在一则报道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消息旁边
，

并配上一则标题
�

戴笠精神不死 �

徐铸成此举多为行家称道
，

其实徐铸成的高明就在于他成功地运用 了一种复杂的编辑符号
�

一版面空问

符号
。

这一符号带给人们一种文面外的意蕴
�

国民党还在镇压学生运动
，

确实是戴笠精神不死 �利用这
一

编辑

符 号
，

编辑可以传递在当时的办报环境下
，

编辑不能直接以言语表达出来的编辑意图
，
而且即使能表达

，

也不

如利用这种编辑符号之含蓄和耐人寻味
。

较为复杂的编辑符号
，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族
。

为便于更清楚的认识之
，

我们不妨再细分为以下几小类
�

�
、

象征性编辑符号

象征性编辑符号是复杂的编辑符号的主要类别之一
。

这类编辑符号是某种因自己和对象之问有着一定惯

常的或习惯的联想
“
规则

”
而作为符号起作用的东西

。

在谈到
“
象征

”
时

，

我们不能不提到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哲学
。

在卡西尔看来
， “
一种

‘
象征形式

’
应理解

为一种精神能量
，

借其之助
，

使一 种精神的内容和一种具体的感性符号相连
，

并内存内在地属于此符号
。 ”
按

照卡西尔的观点
，

人的物质世界是与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
。

在纯物质世界中的
“

信号
”
不同于人类意义世界中

的
“
象征

” 。

象征符号不只是一种指示性符号
，

从一个领域指示另一个领域
，
而且是参与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符

号
，

即通过外部物质世界中的符号显示内部精神世界中符号
，

或从可见的物质世界中的符号
，

过渡到不可见的

精神世界中的符号
。

同样象征性的编辑符号所指物是精神与心理世界
，

所指称的物质世界也是具有精神意蕴而有意义的
。

比如

����年春节期间
，

我国许多新闻出版物以突出版面与节目时段大量报道江泽民在北京市民家中同人们一起包

饺子过春节
、

李鹏下车间慰问车间工人
，
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下基层与平民百姓一起欢度春节

。

当人们接触这些

报道时
，

人们也许会领悟到一种文面外的意义
�

我们的领导同志平易近人
、

不摆架子
，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
、

深

居简出的
、

靠电话遥控的官爷们
。

这种
“
意蕴

”
的取得

，

事实上是编辑着意组织
、

精心设计报道的结果
。

他们

使用一种难以让人发觉的
“
象征

”
性编辑符号一一突出的版面与节目时段

，
大量的报道并采用集中安排的手段

—这一编辑符号 已
“
含蕴

”
或者说

“
代表

” 、 “
暗示

”
了这一意蕴

。

卡西尔指出
�

知觉体验作为感性体验永远是一种意义载者
，

后者具有多种功能
，

产生多种意蕴
。

④所以编
辑在使用象征性编辑符号时

，

一定要注意
，

一些编辑符号的象征意蕴往往具有多重性与不确定性
。

就上文所指

的这种编辑符号的运用
，

就要注意不要让受众感觉出另一种意蕴
�

看来
，

我们的领导同志毕竟很少与寻常百姓

生活在一起
，

否则他们与基层群众在一起怎么会作为新闻— 一种有关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信息—
一

来报道呢�

而这原本不是编辑组织安排这些报道的意图之所在
。

�
、

肖似性编辑符号

肖似性编辑符号是以本身特征指称对象的
。

符号学者认为
，

即当一 物类似于另一物时
，

即可成为后者的肖

似符号
。

由是观之
，

肖似性编辑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某种知觉类似性
。

这种类似性不是存在于符号的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物理性质之间
，

而是依存于
“
相同的

”
知觉结构或关系系统之间

。

诚如符号学家艾柯所言
�

“
相似性不是形象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

，

而是形象与一在先就被文化了内容之间的关系
。 ”

应指出
，

肖似性编辑符号的符号肖似作用不是存在于 肖似性符号和对象物理特性之间
，

而是基于一种文化

惯习
。

所以在版面上有时即使肖似性编辑符号的形状与对象不同也可起到 肖似性意指作用
。

重要的乃是肖似性

印象之
“
构成条件

” 。

造成 肖似性印象的条件是一种相当于文本 �诸如若干语句的组合体�的东西
，

而不是相

当于记号 �字词一类实体� 的东西
。

这个条件即肖似代码
。

记得 《杭州日报
·

西湖副刊 》 的编辑任州曾设计过一个版面
。

版面上有一文章谈的是牛仔裤方面的内容
。

任州即将此文组割成牛仔裤形块
，

颇具特色
。

任州所使用的
“
牛仔裤形块

”
就是一种肖似性编辑符号

，

使读者

勿需了解内容
，

只需一瞥版面即便知道此文必与牛仔裤有关
。

这里的
“
牛仔裤形状

”
�能指�与

“
将介绍有关

牛仔裤方面内容
”
�所指�是一种较明显的肖似性作用

。

还有一类肖似性编辑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必须靠一定的
“
文化惯习

”
来维系

。

譬如编辑以竹节型花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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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一块文稿
。

读者可能马上感到
，

此文章乃风雅颂之列
，

许与高洁之士有关
。

读者的感觉是竹节型花框这一

肖似性编辑符号带来的
。

从物理特性上讲
“

竹节
”
�能指�与

“
高洁

、

雅
”
�所指�毫无关联

。

但这两者偏偏在

读者脑中同时并存
，

皆因中国的
“
文化惯习

”
在起作用的缘故

。

因为
，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
， “
竹

”
已成

为一个典型的
“
雅

” 、 “
高洁

”
的代称

。

不难发现
，

离开了这种文化惯习
，

这类编辑符号的意指将无从寻觅
。

�
、

价道性编辑符号

价值性编辑符号
�

是指那种能引导受众对其装饰的对象 �文稿或图片之类� 作出价值评估性的符号
。

当受众在接触出版物时
，

受众毋需完全了解出版物内容
，

只需看看编辑在处理这种内容所使用的价值性编

辑符号时
，

受众即能粗略评估出该出版内容的价值的大小
。

就新闻出版物而言
，

受众即可借助于各类价值性编

辑符号而掂出各新闻的新闻价值 �至少是其宣传价值�的大小
。

价值性编辑符号在出版物上的体现是多样的
。

以报刊为例
，

形块的大小
、

位置以及一些符号的有无与强调

对比关系
，

就是一些价值性编辑符号手段
。

以字符 �文字符号�而 言
，

编辑即可借助于字符的大小来暗示版面上各条新闻价值的大小
。

一般而言
，

字

号越小
，

字体越大
，

则表明该内容价值愈大
。

反之则表示价值相对要小些
。

�
、

情感性编辑符号

情感性编辑符号是指那些能刺激人的主观态度
，

使人对对象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反应的符号
。

人们在接受这类编辑符号时
�

深深觉得它们触动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某一情感之弦
，

从而产生诸如愉悦
、

兴

奋或沉重
、

压抑之类的情感反应
，

对文字出版物而言
，

一些色彩
、

花线乃至一些题饰
、

题花都能引起人们不同的心理感受
，

使人产生各种不

同的情感反应
，

是以
，

我们称这类编辑符号为情感性编辑符号
。

情感性编辑符号与价值性编辑符号的功用显然是颇有差异的
。

前者主要作用与人的情感
，

而后者则作用于

人的理智
。

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是一种表现性的符号
，
而后者接近于一种指代性符号

。

不同的情感性编辑符
一

号作用于人时
，

产生的情感反应是千差万别的
，

譬如色彩吧
，

鲜艳的红色给人以一种

热情
、

积极向上情感反应
。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
，

红色是一种鲜血的颜色
，

它能促使人的心跳加快
，

因而是一种

典型的激励性符号
。

而黑色正与此相反
，

它似黑夜
，

似厚厚的乌云
，

给人以一种压抑
、

肃穆乃至恐怖的情感反

应
。

所以编辑在运用不同的情感性编辑符号时
，

一定要先了解该符号所承载的不同情感意蕴
，

力求符号与装饰

内容的情感意蕴相符
，

从而起到更好的传递效果
。

以上我们讨论了几种主要的编辑符号类型
，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划分标准
，

所以这种划

分并不十分严格
，

类型与类型之间免不了有一些相容现象
。

当然也许是因为许多编辑符号
，

其意蕴是多义性的

而不是单一的
，

譬如有些符号既是价值性的而同时又具有情感意蕴
。

总之
，

关于编辑符号的类型问题尚有待于

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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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民

”
举动

，

可说是对军阀黑暗统治最猛烈的抨击
。

谢六逸先生不愧为忠诚的爱国主义文学家
、

教育家
，

不愧为有良心
、

有骨气
、

有造诣的新闻学者
、

一代报

人
。 《谢六逸文集 》 虽然还没有包括他的全部作品

，

但内容丰富
，

编选精湛
，

分类清楚一一按随笔
、

文学
、

新

闻学分编
，
以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
又根据文章性质适当归类

，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
、

观点
、

风格发展

脉路的全貌
，

本书是他一生为人处事治学的历史见证
。

此外
，

从这本书也可以看出编者在收集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许多文章散见于各地报刊
，

收集不易�

和对谢先生思想
、

生平的研究功力
。

书末附有著名作家茅盾
、

郑振铎
、

叶圣陶
、

郭沫若… …的怀念文章
，

尤为

出色
。

�注� 《 “
开学

”
之后 》 刊 ����

�

�
�

� 《言林 》 ，

本书未录
，

其余未注明出版的引语
，

均见本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