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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符号学与语言学“联姻” 
 

——《现代语言符号学》评介 
 

北京大学英语系   胡壮麟  
 

  翻阅《现代语言符号学》，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能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作者说明，“我们

采取了双重意义学派的符号观，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并且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

社会信息”。符号既然具有物质性，那它就不仅仅是声音意象；符号能传递社会信息，就得探讨

它是如何约定俗成的。作者进一步按照指谓关系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即征兆符号、象征符号、

信号符号、语言符号和替代符号，这修正了皮尔斯的传统观点。作者还指出，现代符号学理论思

想主要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等四大来源，而语言符号学不能简单

地被理解为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相加。 
  作者对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详加讨论，全面涉及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

柯、雅各布森、巴赫金和洛特曼等人的符号系统观与语言符号观，符号的三位一体与分类，符号

学的三个世界与论域类型，符号的二元分析与多元解读，符号的代码理论及生产理论，符号的功

能系统与双向模式，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模式系统与符号域。作者还论述了符号的互文性与

解析符号学，符号的结构语义分析与叙事语义分析。 
  作者在与本人的交流中曾谈到，《现代语言符号学》除梳理历史、构建体系和打造基础外，

重点放在指导语言现象的层次分析上。这就是篇章符号学、句层符号学和隐喻符号学的研究内容。

作者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子，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研究中以语篇为本的思想。开创现代符号学研究的

两位先驱索绪尔和皮尔斯贡献卓著，但他们在理论上截然对立，以致国内一些研究人员有时会为

支持其中之一的观点而争论不休。该书作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时，力图在索绪尔和皮尔斯之

间取得平衡，只是天平似乎向后者倾斜了一些。比如，作者关于表达和内容两个平面及实体和形

式两个层次的论述，继承了索绪尔与叶尔姆斯列夫的结构主义理论与形式主义理论，但对篇内语

境、逻辑语境、篇外语境和认知语境的讨论，又属典型的功能主义理论，由此引发的语用连贯更

使人联想起皮尔斯。作者认识到符号的产生、理解和应用离不开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力图在新框

架中整合原有的对立。 
  作者对于“句层符号学研究”的讨论，也有许多新的见解。如果说索绪尔符号学的能指—所

指观主要体现在词语层次上，而他的组合观或结构观主要体现在句子层面上，那么，该书作者的

广义层次观基本上包括了语言的准符号层次（以音位为中心）、语言的符号层次（以词为中心）

和语言的超符号层次（以句子为中心）。作者认为，符号学的语构、语义、语用三分法是句子意

义研究的基石。意义是语言表达的中心，句法是表现意义的手段，语用则是把握语义句法组合所

传递信息的外在因素。“从符号学三平面出发来研究句子的意义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趋势，三者

相互结合，突破了结构主义的桎梏，符合当代语言学发展的脉络，更符合社会科学中提倡人本中

心主义的诉求。” 
  作者还专门讨论了“隐喻符号学”，这或许是因为隐喻更能说明符号产生的实质和过程。在

一次符号学会议上，我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讨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时，把任意性放在

第一位，那么有关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一切研究都将是徒劳的。该书作者以相似性和象似性的讨论

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符号学和语言学的“联姻”。作者论述语言符号系统的

表达层、内容层、功能层的区分，人的思维活动的动态性、开放性、理据性，建构隐喻的施喻者



 

第 2页 共 2页 

和解读隐喻的受喻者的主体因素等，都是为了说明和加强两者的联系。 
  作者在该书中提到但尚未充分展开的一个观点是：“语言符号的象似性问题对应于符号的任

意性，象似性与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性质的两极，在任意性与象似性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渐进的中

间区域，而并非除了象似性就是任意性。”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模糊渐进的中间区域”源自逻辑

学的 “内在居中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没有中间状态，然而其确实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
个中间状态的逻辑在数学上已得到证明，可解释各种复杂性现象。因此，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已

不能应对所有的人类处境，不能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和世界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强调“内在居

中逻辑”，由于长期以来符号学研究者很少考虑世界与对其的理解过程的复杂，而我们只有注意

这一点，才能创新、才能前进。 
  该书对了解符号学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对如何从事符号学研究，也会给学者带来不少启示

和灵感，让研究者们在纷繁的意义系统中，抓规律、找趋势、选择最佳可能性，并结合汉语符号

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为符号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