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

度量瞟音 ： 皮汛斯符号美型与瞟音关系的

摞讨

何一杰

摘 要 ： 度量噪音的最常 用 方式是确 定信噪比 ， 依赖 非 常 明 确 的数值指

标以及技术环境 。 对于意 义 的噪音来说 ， 符号 意 义难 以进行技

术的量化 ， 并 以此确定一个数值比例 。 本文从皮 尔 斯符号 类型

的 角 度 ， 对噪音与 意义 的 关 系进行 了梳理 ， 确 定 了 噪音影 响 可

能性的 大 小 ， 从符号本体的 角 度对意 义的噪音进行 了 某种程度

的
“

度量
”

： 皮 尔斯的 十种符号 类型有不 同 的 第 三性主导程度 ，

噪音作为 一种 第 三性的存在 ， 与 符号 第 三性不 同 程度 的侵 占 与

冲 突 ， 对意义产 生 了 不 同 程度的影响 。

关键词 ： 嗓音 ， 符号类型 ， 皮 尔斯 ， 信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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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

网络新闻
‘

噪音
’

污染与治理研究
”

（ １ ９ＣＸＷ００ １ ） 阶段

性成果 ； 西华大学校人才引进项 目
“

符号表意中的
‘

噪音
’

问题研究
”

（Ｗ２ ０ ２ ２ ０ ５ ） 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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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噪音难以避免 ， 这是人类表意文化的一个特征 。 噪音作为
“

对特定意义

不做贡献的符号观相
”

（何一杰 ，
２ ０ １ ８ ） 使意义的传播成为可能 ， 使意义的传

播具有效率并且维护 了文化的边界 。 从宏观上对噪音的判断能够引导我们进

行一些文化层面的探讨 ， 但难免显得空泛 。 意义在符号的使用 中不断发展 ，

符号总是具体的 ， 特定的意义不断纠缠 ， 其 中 丰富的个性难 以下是非二分的

定论 。 这时 ， 就需要对噪音进一步划分 ， 以探索在不同 的符号 中噪音的不同

性质 。 噪音与符号本身密切相关 ， 那么符号性质的不同便有可能使噪音有所

区别 。 对噪音的划分应最终归结于噪音与意义的关系 ， 即噪音对意义影响的

大小 ， 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论述维度 。 本文对噪音的划分 ， 其实是对噪音影

响力的划分 ， 即噪音的度量 。

大部分的噪音研究沿用了信息论
“

信噪 比
”

（ ｓ ｉｇｎａ ｌ

－

ｔｏ
－

ｎｏ ｉ ｓｅｒａｔ ｉｏ ） 的概

念 ， 即通信或传播中信号与噪音的 比率 ， 以此来判断信号的质量 。 本文并不

打算借用此概念 ， 因为意义问题难以量化 ， 符号总是在使用 中产生意义 ， 且

不断衍义变化 。 在无确切数值的情况下 ，

“

信噪 比
”

对噪音大小的精细区分没

有作用 。 本文依据皮尔斯符号类型学对噪音进行度量的划分 ， 对噪音进行影

响能力的排序 ： 当给定两个受到噪音影响 的符号或者符号过程时 ， 我们总能

判断哪一个受影响更大 。

在 《噪音法则 ： 皮尔斯现象学视域下的符号噪音研究 》
一文 中 ， 笔者探

讨了噪音与第三性的关系 （何一杰 ，
２ ０ １ ６ ） ， 噪音的这种特点使得以符号类型

为依据对噪音进行的度量 ， 必然采用皮尔斯的符号类型学 。 皮尔斯对符号的

类型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类 ， 他区分的符号三元关系可以看作在符号类型上

对他的符号现象学基本范畴的一种应用 。 再现体 、 对象 、 解释项分别对应着

第一性 、 第二性和第三性 。 但皮尔斯并没有满足于此 ， 他继续将符号的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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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

关系单独划分 ， 对符号再现体 、 对象和解释项分别进行 了第一性 、 第二性 、

第三性的划分 。 于是便有了 以下最为基础的皮尔斯符号类型 （表 １ ） ：

表 １ 皮尔斯对符号的三重划分 （科布利 ， ２ ０ １ ３ ，ｐ
． １ ０ ２ ）

第一性 第二性 第三性

第一性 呈现品格
质符

（ ｑｕａ
ｌ ｉ ｓ ｉｇｎ ）

单符

（ ｓ ｉｎｓ ｉｇｎ ）

型符

（ ｌｅｇ ｉ ｓ ｉｇｎ ）

第二性 再现品格
像似符

（ ｉｃｏｎ ）

指示符

（ ｉｎｄｅｘ）

规约符

（ ｓｙｍｂｏ ｌ ）

第三性 解释能力
呈符

（ ｒｈｅｍｅ ）

申符

（ ｄ ｉｃｅｎｔ ）

论符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由于呈现 、 再现 、 解释三元关系 的不可拆分 ， 皮尔斯通过三个三分构建

出的这九种符号类型会产生 ２ ７ 种符号分类 ， 即再现体 、 对象 、 解释项每一个

层面的三种类型 ， 都与其他两个层面的符号类型相组合 。 此外 ， 皮尔斯还认

为 ， 第一位只决定第一位 ， 而第二位则可以决定第二位和第一位 ， 同样 ， 第

三位可以决定第三位 、 第二位 以及第一位 （Ｗｅ ｉ ｓ ｓ ，１ ９４ ５ ） 。 根据这一原则 ，

２ ７ 种可能的类型缩减为以下十种 （粗体表示其主导特征 ） ：

１ ． 呈符性像似质符

２ ． 呈符性像似单符

３ ． 呈符性指示单符

４
． 申符性指示单符

５ ． 呈符性像似型符

６ ． 呈符性指示型符

７ ． 申符性指示型符

８ ． 呈符性规约型符

９ ． 申符性规约型符

１ ０ ． 论符性规约型符 （ＣＰ２ ．２ ５ ４ ２ ６ ３ ）

噪音是一种第三性的存在 ， 但这并不意味着噪音只与第三位的符号类型

发生作用 。 本文认为 ， 越是受到第三性主导的符号 ， 其受噪音影响 的可能性

就越小 ； 符号越不受第三性主导 ， 其噪音的影响力就越大 。

一个具有型符特征的符号 ， 因为具有 了某种法则 ， 在面对噪音时 ， 便有

了更多使其 自 身意义符合体裁期望的根据 ， 所以型符受到噪音的影响要弱于

单符和质符 ；

一个规约符在处理与噪音的关系上 ， 可 以有更多的理据性 ， 而

９〇



呈符性像似质符

呈符性像似单符 呈符性指示单符 申符性指示单符

呈符性像似型符 呈符性指示型符 申符性指示型符

呈符性规约型符 申符性规约型符 论符性规约型符

该图表基于这样一种推论 ： 型符 、 规约符与论符所 占 的 比重越大 ， 符号

受到噪音影响的可能越小 。 而呈符性像似质符作为唯一具有质符性质的符号 ，

在对其单独进行审视之后 ， 发现其与噪音的关系非常独特 ， 既可谓全 ， 又可

谓无 。 下面就对每一类符号类型与噪音的影响关系进行讨论 。

一

、 呈符性像似质符

按照上文提出 的噪音与第三性的关系来看 ， 最易受呈现噪音影响 的是呈

符性像似质符 ， 这也是唯一一类作为质符存在的符号 。 呈符性像似质符是最

低等的符号类型 ， 它不包涵其他的符号类型 ， 但却时常包含于其他的符号类

型之中 （皮尔斯 ， ２ ０ １ ４
，ｐ ．１ ８ ８ ） 。 例如我们意识到 自 己 闻到 了一种难以辨别

的气味 ， 这个气味没有任何动力性 、 最终性的解释 ， 即我们不会从气味 中察

觉出危险 ， 或者觉得这种气味似曾相识 。 这种气味符号时常包含在我们对其

他气味符号的符号过程中 ， 我们 闻到一阵食物的香味 ， 首先感知到 的就是这

种符号 ， 然后可能始终停留在这个符号中 ， 或者将符号解释为
“

附近有人在

做饭
”

，

“

这家餐馆可能还不错
”

或者
“

到 了吃饭的时间 了
”

。 后者产生的这些

解释使得符号不再是一个呈符性像似质符 ， 而变成了其他的符号类型 。

在这种符号中 ， 特定的意义就是获取到 的符号品质 ， 而这种品质不被抽

象化 、 概念化 ， 因此 ， 呈现噪音的影响直接被作为品质的一部分 ， 甚至噪音

本身就是品质 。

对这种符号的感知 中 ， 噪音只需要被感知 ， 就能够成为其解释项 ， 没有

任何其他因素的制约 。 同样以气味符号为例 ， 如果一个符号作为呈符性像似

质符被感知 ， 气味所能呈现出 的任何一个观相都可 以成为其意义的观相 。 例

＾蠹味
”

的符号学研究 國

不是由符号 自 身的品质或与对象的直接关系来决定其意义 ； 同样 ，

一个论符

将解释项引 向 了法则 ， 而非品质特性与存在特征 ， 其受噪音的影响也更少 。

由此 ， 我们可以大致为以上的符号类型做一个排序 ， 展示噪音在这些符

号类型中 的分布情况 （表 ２ ） ：

表 ２ 符号类型与噪音的强弱

强


弱

『
音

影

ｉ

９１



□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

如某种不能辨识出意义 （ 闻不 出是辛辣还是甜腻 ） 的气味 ， 我们在感知 的过

程中可能有的一切 ： 气味的类型 、 强弱 、 持续的时长 、 出现的地点等 ， 都是
“

感受到这种气味
”

的影响 因素 ， 如果改变其中的某个部分 ， 就改变了对这种

气味感知的某个品质 。 又如 ， 视觉刺激突然停止后会出现后像 ， 而一个不指

向原本视觉刺激 （不思考某个红色的 圆形后像是来 自灯泡还是电视屏幕 ） 的

后像 ， 其涉及的一切在某次获意行为 中被感知到 的观相 ， 都是其中 的关于感

受到这个第一性的品质的意义 。

这样一来 ， 若只停留在这个符号类型 中 ， 噪音的影响可 以达到极限 ， 甚

至取消 自身 。 对于呈符性像似质符而言 ， 噪音与符号没有 区别 ， 我们无法通

过对某一特定意义符号过程的判断来确定某个观相是否对其有贡献 ， 它的意

义与噪音都是不明确的 。 我们可 以说这种符号完全没有噪音 ， 感知到 的所有

观相都为意义做 出 贡献 ； 也可 以说它全部都是噪音 ， 意义 的分区 已难进行 。

本文倾向第二种看法 ， 将其作为受噪音影响最为强烈的一种符号 ， 以 区别于

以第三性为主导的论符性规约型符与噪音的关系 。

二 、 呈符性像似单符

呈符性像似单符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像似符 ， 所 以其与噪音 的关系 ， 就是

单一像似符与噪音的关系 。 呈符性意味着符号只关注其对象
“

是什么
”

或者
“

怎么样
”

（而非 申符或者论符的
“

有什么关系
”

或
“

导致什么结果
”

） 。 这样

呈现出 的品质 ， 与其对象具有 了像似之处 。 而单符总是单独存在的 ， 如果它

不是型符的实例化的话 ， 那么这种单一性就更加绝对 。

噪音在这类符号中有如下影响的可能 ： 首先 ， 单符若不是型符的实例化 ，

则其本身就不受某个法则 的制约 ， 例如一个圆圈 ， 若不是属于语言系统 ， 就

不一定只是字母
“

〇
”

， 或者数字
“

〇
”

， 或者中文的句号 ， 而有可能是更多 的

东西 ； 在这一层面上来说 ， 更多 的可能性给 了噪音更大的空 间 。 解释者需要

在更大的空间 中探求符号的意义 ， 也就更易受噪音的影响 。 这样 ， 圆 圈可 以

被解释为天体 、 车轮 、 禅宗 、 正确等意义 ， 噪音对其的影响便远 比对将圆 圈

认为是字母
“

〇
”

这种规约型符的影响强烈 。

一张图表所呈现的形状与数据的关系是一个呈符性像似单符个呈

符性像似型符的实例化 。 图表这种符号是型符 ， 我们 的解释习惯是通过一种

可视化的方式将数据呈现出来 。 但是在具体的符号过程 中 ， 这个解释是根据

形状的大小 、 高低 、 起伏变换的关系而产生的 ， 意义是依据一种单一 （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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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意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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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约 ） 的观相特征展现的 。 被污损 的图表显然 出 现 了噪音 ， 这种噪音有可能

完全遮挡 了 图表 ， 有可能仅仅处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 ， 不妨碍人们继续辨

认其中数据的关系 。 这两种可能的噪音都对
“

图表与数据的关系
”

这个特定

的意义没有贡献 ， 前者完全干扰了意义 ， 后者则被读图者感知 ， 并且忽略 。

又例如 ． 纪实照片可以是很多种符号 ， 但如果这张照片 的 内容没有指涉

明显的历史 大事件 ， 其 中也没有记录什 么线索 （ 至少解释者不寻找什么 线

索 ） ， 那么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呈符性像似单符 （如图 １ ） 。

图 １ 黑 白 照片

如果解释者同笔者
一样 ， 只是无意间看到 了这张照 片 ， 并不知晓它是否

是著名 的作品 ， 那么对解释者而言 ， 这是一个呈符性像似单符 。 我没有去过

图 中 的地方 ， 也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哪儿 ， 只能感受到这是一处水景 ， 画面 中

漂浮着水汽 ， 水中还有些杂物 ， 等等 。 虽然一个摄影品鉴家会告诉我应该怎

样理解这幅作品 ， 但实际上我觉得水 中 的杂物让画面看起来有些乱 ， 甚至让

这个照片显得无趣 ； 或者又 因 为周 围 的那些植物 ， 让我没有十分注意水面上

美丽的水汽 ； 又或者我希望体会到 山水画 的那种感觉 ， 但却被植物精致的细

节打扰 了 。 这些特定的意义总是能在 画面 中找到一些没有帮助的部分 ， 甚至

破坏意义的部分 ， 而这些部分在符号的呈现层面出现 。

当然 ， 完全可 以为每一个细节都找到完美的解释 ， 比如水 中 的杂物是突

出 的
“

刺点
”

。 巴尔特在 《 明室 》 中提出
“

刺点
”

这个术语 ， 用来描述照片 中

的某个细节 ， 某个局部 。

“

不管如何突如其来 ， 刺点总或多或少地潜藏着一种

扩展的力量 。

”

（ 巴特 ， ２ ０ １ １
， ｐ ．５ ９ ） 于是 ， 对于水中 的杂物 ， 可 以说它破坏

了非常多的获意尝试 ： 让画 面显得不那么纯净 ． 有些让人讨厌 ； 或许这些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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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仅仅是水中的植物刚 冒 出头 ， 又或许是人类遗弃的废物 。 这些杂物让那种

以纯粹展示 自然之美的意义落空 ， 同时又不能明显地支持揭露环境破坏的主

题 。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个画面很糟糕 ， 没有表现什么东西 ， 但同时也可 以

认为它因为恰好破坏了这些可 以 明确表现的意义而是一幅不错的作品 。 这样

的判断很可能改变了符号的 品质 ： 对于一个能够如此解释的接受者而言 ， 这

是一个像似型符 ； 将那些吸引 眼球的部分作为刺点 ， 是受到 了 审视摄影作品

的法则的约束 。

三 、 呈符性指示单符

呈符性指示单符仅仅将对象指示 出来 ， 而不对符号与对象的联系进行暗

示 ， 即
“

为何由此注意到对象
”

的解释 。 它与所有的非型符一样 ， 都缺乏元

层次的指引 ， 而其呈符性 由于只引起一种指示作用 ， 所以在解释者将注意力

转移到对象上后 ， 符号就完成了任务 。

呈符性指示单符大部分情况下是呈符性指示型符的实例化符号 ， 拍打肩

膀引人注意是型符的实例化 ， 使用这种符号是一种 习惯性的表达 。 当然 ， 呈

符性指示单符也可以单独存在 ， 例如李斯卡举 出 的例子 ：

“
一次 自发的喊叫 ，

则可能是一个呈符性指示单符 。 这种喊叫必须是 自 发的 ， 而且它并不像 由 于

举起重物而发出 的哼声或者 由于疼痛或恐惧而发出 的尖叫声那样具有那种规

约式的或者法则式的关系 。

”

（皮尔斯 ，
２ ０ １ ４

，ｐ ．１ ８ ９ ） 很难想象一个正常人会

发出这样的喊叫 ， 它指示了声音的发出者 ， 但却没有让我们觉得他在打招呼 ，

或者他在承受痛苦 ， 就如同一个手机突然响起了铃声却没有任何来 电或者提

醒 。 自发喊叫没有使用呼喊的型符性质 ， 脱离 了正常的使用方式 ， 作为对象

的发声者便很可能被归人非正常的类别 中 。

呈符性指示单符受到噪音的强烈影响 ， 因为其中依然缺少具有第三性的

符号来进行规范 。 搬运物体或者 因为疼痛而发 出 的喊叫具有一定的社会规约

性 ， 它只能具有某些观相 ， 比如声音只能是
“

哼
”“

啊
”

这类的音型 ， 且响度

有规则 疼痛的喊叫不应是轻柔的 。 所以
“

哇
”“

哈哈
”

之类表示惊喜或者

开心的声音不会成为此种具有规约性的符号解释 。 但是 ， 如果声音仅仅指示

出 了发声者 ， 并且不具有这些规约性的意义 ， 那么嘴巴能够发 出 的任何声音

都指示出 了发声者的呈符性指示单符 ， 甚至不仅仅是声音 ， 这个人的动作也

变成了此种符号 。 我们面对一个手舞足蹈 、 满 口 胡言的精神病患者 ， 不会认

为他乱喊乱叫 发 出 的声音是在打招 呼 ， 或者表述某种型符 、 规约符 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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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至少这种意义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 这样一来 ， 病人 口 中 的那些原本

在语言中区别语义的音素差异 、 语气变化 ， 对于解释这个呈符性指示单符来

说 ， 全数成为单纯的指示意义的噪音 。

声音或者行为上纯粹的呈符性指示单符似乎总有些反常态 ， 但是对于触

觉而言 ， 这种符号就常见多了 。 穿着衣物时感受到 的触觉 ， 如果没有被我们

忽略 ， 那么它是一种呈符性指示单符 ， 指示 出 了衣物被穿在我们身上这个状

态 ， 而没有其他的意义深度 。 衣物材质 、 湿度产生的不同触感 ， 对这个呈符

性指示单符来说是噪音 ， 它们没有对指示衣物的状态产生作用 。 只有当我们

意识到某个触觉明显不舒服 ， 比如衣领处的商标没有除去 而造成瘙痒感 ， 或

者跑完步衣服湿答答地黏在背上时 ， 这些原本的噪音才成为意义的观相 。 但

如果触觉感受到的符号呈现出 了这种形态 ， 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呈符性指示

单符了 ， 它指示 了某个明确的对象 （商标 、 湿度 ） ， 并且实在地受到了对象的

影响 ， 由此成为 申符性指示单符 。

四 、 申符性指示单符

申符性指示单符除了指示对象 ， 还能够传达符号与对象之间 的关系 ： 符

号受到对象的影 响 。

“

皮尔斯在最终类型学 中把这类符号称为
‘

指 明 符
’

（ ｄｅｓ ｉｇｎａ ｔ ｉｖｅ ） 。 这里所强调 的是此类符号的解释方面 ， 即此类符号增强 了我

们对该符号及其对象进行事实性以及信息性揭露的那种意识 。 正是 由 于这个

原因 ， 它的对象是更加明确的 ， 并且其解释也是更具有事实性的 。

”

（皮尔斯 ，

２ ０ １ ４
，ｐ ．１ ８ ９ ） 顺水漂去的树叶指示了水流的方 向 ， 就此成为一个申符性指示

单符 ， 它总是包含着一个呈符性像似单符 ， 在像似性的基础上延伸符号与对

象的关系 。

符号与对象之间 的 自然联系被解释者发觉 ， 从而形成了某种意义 ， 噪音

在这种符号中便是与这一层次的意义无关的观相 ， 甚至可以产生意义的干扰 。

在流水与树叶这个例子中 ， 我们感知到 的树叶观相不仅仅包括了它运动的方

向 ， 还有其形状 、 颜色 、 状态 （新鲜或枯萎 ） 等 ， 但这些都对作为 申符性指

示单符的树叶而言无意义贡献 ， 成为此符号过程 中 的噪音 。 树叶运动也包含

的呈符性像似单符中的噪音 ， 流动的快慢 ， 水 中揣流造成的方向 的改变 ， 在

树叶与水流的像似性层面与意义发生关联 ， 这些观相对判断水流方向无贡献 ，

是意义的噪音 。

申符性指示单符在人与 自 然的关系 中地位十分突 出 ， 这种关系不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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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自然科学的认识 ， 更存在于宗教 、 仪式等对物质世界的崇拜与模仿中 。 例

如认为绘画不仅仅是像似地再现出 了人物 肖 像 ， 而且通过这种像似性 ， 保留

了对象事实性的某些东西 （如同绿色保留 了香蕉 尚未成熟的品质 ）
； 对这些指

示单符的崇拜或者损毁 ， 可以相应地在对象上产生影响 。 这样的观念可 以追

溯到拉斯科洞窟壁画 中的牛 ， 原始人认为绘画可 以将牛保存下来 ， 可 以指示

牛的存在 ， 而不仅仅只是其形象的像似 （贡布里希 ，
２ ００ ８ ，ｐｐ ．３ ９ 

—

４０ ） 。 弗

雷泽在 《金枝 》 中 区分了模拟巫术和交感巫术 （ １ ９ ８ ７
，ｐｐ ． １ ９ ２ １ ） 。 交感巫

术针对的物体就是一个 申 符性指示单符 ， 认为头发 、 指 甲 可 以指示一个人 ，

并且在巫术活动中 ， 认为这是事实上的联系 。 于是一束头发就具有了 申符性 ，

将符号与对象
——

头发的主人联系 了起来 。 在这样的巫术中 ， 头发 、 指 甲 数

量的多少 ， 形态的变换 ， 都不及它归属于谁重要 ， 除
“

取 自 于谁
”

之外的观

相都被可视为噪音 。 至于这种噪音如何影响意义 ， 则需要通过人类学的途径

进行进一步了解 。

五 、 呈符性像似型符

皮尔斯符号的十种类别 中 ， 从第五种呈符性像似型符开始 ， 都变成 了第

三性主导的型符 。 相 比起质符和单符 ， 型符受噪音的影响更小 ， 因为其本身

具有的第三性
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噪音对意义的干扰 。 例如我们在讨论一个圆

形的概念时可能需要画 出一个圆 ， 这个图示 的 圆就是受到
“

圆
”

的概念规范

的型符 ， 准确而言是一个呈符性像似型符 。 这个画 出 的 图示不需要非常精准 ，

我们也不会因为其不精准而否定它是一个圆 ， 因而那些与
“

圆
”

这个意义无

关的观相便难以对意义产生影响 。

同样是呈符性的像似符 ， 呈符性像似型符受噪音的影响就 比呈符性像似

单符小 。 呈符性像似型符用符号本身的像似性将对象的特征呈现 出来 ， 且 由

于其型符性 ， 符号和对象的关系是较为确定的 。 对 比上文黑 白照片 的例子 ，

如果照片是
“

胜利之吻
”

， 那么其噪音对意义的影响就很小 ， 照片是否清晰 ，

画面背景中各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 （这些呈现噪音 ） 都对这张照片 的意义影

响不大 。

通过对某些呈符性像似型符的生成过程的分析 ， 同样能够发现其中呈现

噪音的隐现 。 将航拍图绘制成地 图就是一个消除噪音的过程 。 航拍 图是一个

呈符性像似单符 ， 其中包含着各种信息 ： 天气 、 植被 、 建筑 、 马路上的汽车 、

行人 、 各种道路标识 ， 等等 。 如果以呈符性像似单符的方式解释航拍 图 ， 那

９＆



“

无意味
”

的符号学研究 ■

么寻找其中 的道路就会受到各种噪音的干扰 。 将航拍图制成地图 ， 则是将在

其中需找路线信息 、 位置信息的解释方式 固定下来 ， 将其作为呈符性像似型

符 。 这样 ， 与之无关的大部分观相都被清理了 出去 ， 地图上只会 留下建筑的

轮廓 、 道路的分布 、 距离与空间位置等 。 更为极端的做法是地铁图 ， 它在航

拍图制成的地图基础上继续消除对特定意义没有贡献的观相 ， 以一种便于阅

读的方式标注出 了站点之间 的位置关系 ， 实际上站点之间 的距离 ， 空 间上的

弯曲变化都被消除了 。 这种拓扑变换使得特定的意义更为明确 ， 不关心实际

的地形 、 站点的确切间距 ， 只需解释出站点 的相对位置 、 前后关系 。 也就是

说 ， 如果在一张航拍图上 以呈符性像似型符
一

地图 、 地铁图 的方式解释符

号 ， 那么需要排除的噪音就比航拍摄影更多 ， 换言之 ， 呈符性像似型符噪音

更少 。

六 、 呈符性指示型符

任何一个用作指示符的规约符都是呈符性指示型符 ， 如 医院的红十字标

志 ， 用
一个规约符来指示这个建筑物是医院 。 红十字与 医 院 的规约关系 由

《 日 内瓦公约 》 决定 ， 是一个成文的解释规则 ， 它与医院这个对象没有明确 的

像似关系 ， 是约定俗成的符号 。 这便使得呈符性指示型符在建立符号与对象

的联系时有了一定的 自 由性 ， 如红十字标志 ， 因为一些宗教的原因 ， 部分地

区使用红新月 、 红水晶和红狮子标志代替它表示医院 。 这种呈符性指示型符

所实例化的呈符性指示单符 ， 包含着呈符性像似单符
——红色与血液像似 ，

但符号的最终 目 的不是表明这种像似 ， 而是将解释引 向 医院 、 救护组织这个

对象 。

红十字标志引起的宗教解释是符号受到噪音影响 的一个典型例子 ： 其由

于与基督教十字架的像似而在宗教的解释体裁 中产生了意义 ， 于是红十字标

志受到信奉伊斯兰教的 国家和地 区 的抵制 ， 他们认为那是来 自 异教的物品 。

这个符号过程中的噪音是红十字与十字架的像似观相 ， 这个噪音在救援组织

的协议建立过程中与基督教十字架的意义无关 ， 但是转换到宗教体裁之中 ，

被熟悉宗教的接收者解释过后 ， 原本的噪音就成为意义的观相 ， 对意义产生

了影响 。

指示代词也是一种典型的呈符性指示型符 ， 它指示了对象 ， 同时表明 了

自身与对象之间 的一种简单关系 。 比如
“

这是一个烟斗
”

， 指示代词
“

这
”

指

代了
“

烟斗
”

， 但同时也 因为我们 的约定俗成而指代 了一个时间 、 空 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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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那
”

相区别 ） 。 用像似符表述指示代词 的 内容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 而且

充满噪音 。 比如我们如果要用图像表示
“

这是一个烟斗
”

， 那么可行的方法就

是表示 出一个烟斗的形状 ， 如图 ２ 所示 ：

图 ２马格利特 （ Ｒｅｎ £ Ｍａｇｒ ｉ ｔ ｔｅ ） 《 图像的反叛 》 （ ＩＴ ｉ ｅ ０／ ｈ加狀ｓ ）

马格利特的这幅作品是一个烟斗 的像似符号 ， 看到这个图像 ， 我们可 以

将其解释为
“

这是一个烟斗
”

。 但作者却破除了我们的这一解释 ， 在画作下方

写上了一句 ：

“

这不是一个烟斗 。

”

马格利特指 出 ， 烟斗是可 以填满烟草 的 ，

但是他创作的这个符号不能填满烟草 ， 因此它不是一个烟斗 。 对于马格利特

阐述的意义而言 ， 所有我们将此图像解释为烟斗 的符号观相都是其意义的噪

音 ， 他将其作为了一个呈符性像似单符 ， 取消 了 图像与所表现内容的约定俗

成 ， 因此该图取名 为 《 图像的反叛 》 。

“

这是一个烟斗
”

与 《 图像的反叛 》 体现了呈符性指示型符与呈符性像似

单符在噪音影响上的强弱关系 ， 后者噪音更多 ， 甚至能完全从意义的噪音出发

构建另外的意义 ， 且让人信服 。 马格利特用这种风格的画作来对绘画 的观念发

起挑战 ， 本质上就是将一个受噪音影响较小的符号转换为受噪音影响较大的符

号 ， 在皮尔斯的符号类别上通过第三性的递减来扩展意义观相的合理化空间 。

七 、 申 符性指示型符

申符性指示型符不仅将解释者的注意力 引 向 了对象 ， 还通过符号与对象

的联系来传达信息 。 目 录便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 ， 它是一种规约符 ， 其约定的

内 容是 目 录列举的条 目 与正文 内容的指示关系 ，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它作

９Ｓ



“

无竃味
”

的符号学研究 ■

为
一种指示符而存在 。 目 录不仅指示了一个章节 ， 而且表明 了章节之间 的先

后关系 。 于是 ， 它首先包含了一个呈符性指示型符 ， 如指示代词一样 ， 表明

这个条 目 的对象是一个章节 ； 其次 ， 它还包含 了一个呈符性像似型符 ， 通过

一种规约的先后顺序来像似正文章节之间 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 。 顺序与 内

容的位置出现了空间上的像似 ， 在 目 录 中靠前的 内容会在后文 中较先出 现 ；

用缩进格式与另外的规约符 （小节 ） 还可以表示次级的逻辑关系 。

街上的叫卖声也是一种 申符性指示型符 。 卖牛奶的农户 大声喊叫 的
“

牛

奶
”

并不只是让接收者解释出
“

牛奶
”

这个对象 ， 还要让接收者意识到这里可

以购买牛奶 。 呈符性指示型符指明 了商品的 内容 ， 而其中呈符性像似型符则通

过呼喊声与叫卖声的那种一致性来传达贩售的意义 （牛奶贩子总是拖着长长的

声音 ， 就像旧时其他招揽客户的商人一样 ） 。 这种符号的噪音受到两个法则的限

制 ， 因此比单独的呈符性指示型符 、 呈符性像似型符更不易受到影响 。

对叫卖声所指示的内容而言 ， 声音可能 由于习惯而难以让人听 出具体 的

内容 。 我们在街上听到那些叫卖声 ， 有时因为方言 、 语调而完全不知道他们

叫喊的内容是什么 ， 这时 ， 符号中包含的呈符性指示型符就受到 了影响 ， 对

应的噪音惯性就是方言 、 语调等 ， 这些观相对商贩的售卖品这个意义来说是

无贡献的 ， 在接收者听来 ， 可能就变成了难以理解的语音 。 但是 ， 即使是这

样一个难以理解的语音 ， 依然保持 了它作为呈符性像似型符的特点 ： 通过悠

长独特的语调 ， 让人明 白这依然是叫卖声 ， 只是需要进一步发现其售卖的 内

容 ， 而非认为街上来了一个大喊大叫 的怪人 。 申 符性指示型符所包含的两种

符号是相关联的 ， 能够抵消部分因 噪音而 出现的干扰 ， 使得符号依然保持其

类型 。

八 、 呈符性规约型符

呈符性规约型符的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 ， 即
一种习俗的 、

法则的联系 。 同时它又没有纯粹的形式 ， 总是在具体的符号过程 中实例化为

一个呈符性指示单符 。 这即是说 ， 规约符总是包含了一类指示符 ， 同时如前

文所说 ， 规约符可以作为一种指示符来使用 。

符号无法脱离其与对象 、 解释项的三元关系 ， 任何符号都与对象相连 ，

指示 出对象 。 指示符的 目 的在于将解释引 向对象 ， 而呈符性规约型符则表达

了对象的一般意义 ， 是所有实例化的呈符性指示型符的通项 。 它因为符号使

用的重复累积 ， 而形成了 习惯性的 、 法则式的解释方式 ， 是对呈符性指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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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一种固定的符号衍义 。

语言 中 的名词是这种符号的典型形式 。 我们使用名词的时候总是将其指

向一个对象 （此时名词实例化为呈符性指示单符 ） ， 在此之上 ， 我们还明 白名

词所表达的那种一般化的意义 。 例如 ，

“

书
”

可 以是一个名词 ， 它 的对象是
“

成本的著作
”

。 需要注意的是 ， 这个对象只能表示为解释项 的衍义形式 ， 所

以对象本身并不是名词的解释 ， 而我们只能将其表述为解释 ， 否则 只有重复

使用名词进行循环论证 。 对于一个包含
“

书
”

这个名词的符号过程 （如
“

这

本书好厚
”

） ， 其中的
“

书
”

所指代 的 内容不是一摞装订好的 印满字 的纸张 ，

而是具有抽象的一般意义 。 哪怕说话的人手 中拿着一本厚书 向旁人说出这句

话 ， 旁人对名词对象的认识也是规约的 ， 而不是针对手中书的像似符 。

“

这本

书好厚
”

和
“

这沓报纸好厚
” “

这沓草稿纸好厚
”

具有不同 的意义 ， 它们 的实

际呈现出来的观相可以非常相像 ， 但是具有不同的解释项 。

这样一来 ， 呈符性规约型符受到 的噪音影响就比单纯指示对象的呈符性

指示单符小 ， 因为后者可以指示不同的对象 ， 而前者只表达其中的一般通项 。

试比较
“

这本书好厚
”

和纯粹用呈符性指示单符表示 的这个意义 ： 眼神指 向

某一本书 ， 然后说 ：

“

好厚 。

”

前者是更为准确 的表达 ， 后者则可能产生其他

观相的影响 ， 比如书旁边出 现的其他物品 、 放书的桌子 ， 甚至拿着书 的人一

直霸 占着公有的资源 （脸皮好厚 ） 。 用名词进行的表达比单纯的指示符更为准

确 ， 因为蕴含在规约符中的第三性法则 已经消除了产生噪音的第三性 。

一旦呈符性规约型符脱离这种符号类型的解释方式 ， 噪音的影响就骤然增

大 。 规约符不同于指示符 ， 虽然符号与对象的选择是任意的 （其中也可能包含

了一定的像似性 ） ， 但规约符建立的是第三性的法则 ， 通过强制力将符号和对象

联系起来 。 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是人为建立的 ， 可 以不依赖于像似性 。 这种

联系十分紧密 ， 以至于一旦忽视其中的联系 ， 符号就退化至了最为原始的呈符

性像似质符 ， 或者呈符性像似单符 。 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或者文字时 ， 我

们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 未知的语言符号与对象之间 的联系是被动割裂的 ，

于是接受者只能像欣赏图画一般看到的文字 ， 或者如聆听歌曲一般听见某段朗

诵 。 噪音在这样的解释环境中 回到 了质符和单符 ， 那些文字的线条 、 语言的音

素在最原始的层面影响着意义 ， 这再一次说明 了噪音与第三性法则的关系 。

九 、 申符性规约型符

申符性 、 呈符性规约型符之间 的联系与 申 符性 、 呈符性指示型符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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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符性仅仅表达了对象本身 ， 而 申符性则与对象建立一种联系 ， 以此来传递

与对象相关的信息 。 两种 申符性符号的不同在于 ， 申符性指示符以指示 出实

际的对象为 目 的 ， 而申符性规约符则体现了 自 身与这个对象的关联 。

定义就是一种 申符性规约型符 ， 比如我们对书的定义 ： 书是成本的著作 。

这个表述的这种定义式的逻辑形式表明 了 书与其一般意义的联系 ， 是一个逻

辑中 的命题 ， 将
“

书
”

与
“

成本的著作
”

联系 了起来 ， 并且传达 出 了两者的

关系 ： 书
“

就是
”

成本的著作 。 不仅仅是定义这种特定的判断形式 ， 其他的

命题也可能是申符性规约型符 。 例如
“

这是一本书
”

， 指示代词主项与谓项
“

书
”

联系 了起来 ， 符号指示的是指示代词指代的内容 ， 而命题这种 申符性规

约型符将指示代词指代的 内容与
“

书
”

联系 了起来 ， 成为一个解释项 。 这个

解释项既具有 申符性单符的解释项特点 ， 即它指示 了 书 的存在 ； 又将指示代

词的空间性与书的存在联系起来 ， 传达了另一种深度的意义 。

申符性规约型符总是被实例化为一个 申符性单符 ， 在每一次实际的符号使

用过程中 ， 申符性规约型符再现着与所指称对象的关系 ， 并且受到对象的实在

影响 。 被定义的事物和定义内容的描述是相关的 ， 并且因为事物的不同 ， 定义

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 这本是再直观不过的常识 ， 但却深刻地体现着符号类型的

特点 。 在
“

这是一本书
”

这个例子中 ， 指示代词所指示的 内容与符号的解释密

切相关 ，

“

这
”

可能是一本书 ， 也可能是其他的物体 ， 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就如同

前文在 申符性指示单符中提到的树叶与流水的关系一样 ， 相互影响 。

噪音对这种符号的影响 ， 只能 以干扰命题表述的形式 出现 ， 其他可能的

噪音都是将符号放入了别的符号类别 中进行解释 。 例如让
“

这是一本书
”

被

理解为
“

这是一支笔
”

， 我们可 以 由此看出 申符性规约型符对噪音的抵抗力 ，

因为这样的意义影响似乎很难实现 。 不过 ， 如果不 以文字形式进行表述 ， 那

么在纯粹的图像或者声音中 ， 仍然存在这样的噪音 。

＋ 、 论符性规约型符

具有论符性的符号最不易受噪音干扰 ， 但在皮尔斯的十种类别 中 ， 只有

论符性规约型符具有这种特性 。 皮尔斯对论符性规约型符的著述 比较少 ， 其

手稿 中也仅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

“

论符是这样一种符号 ， 它的解释项通过法则

而把其对象再现为一个
‘

进一步的符号
’

（ ｕ ｌ ｔｅｒ ｉｏｒｓ ｉｇｎ ） 。 这种法则是这样

的 ： 从所有这样的前提得 出这样的结论 ， 就将导 向 真相 的法则 。 显然 ， 它的

对象必须是一般的 ， 也即论符必须是一个规约符 。 因此 ， 与规约符一样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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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也必然是一个型符 。 该符号 的副本是一个 申 符性单符 。

”

（ ＣＰ２ ．２ ５４ 

—

２ ． ２ ６ ４ ） 三段论就蕴含了一个论符性规约型符 ， 它将前提与结论联系起来 。 从
“

哺乳动物都是恒温动物 ； 人是哺乳动物
”

这个大小前提 ， 推出
“

人是恒温动

物
”

的结论 ， 论证的前提是论符 的对象 ， 而解释项则是前提的进一步符号 ，

即论证的结论 。

论符性规约型符将 申符性规约型符所表述的命题联系 了起来 ， 于是它必

然经 由 申符性规约型符而实例化为一个 申符性指示单符 。 例如我们分辨出 了

某段音乐的体裁 ， 是由 先后加入的相 同旋律而形成的卡农 （ ｃａｎｏｎ ） ， 那么我

们认为这段音乐具有卡农的形式 音乐 的结构指示 了这个体裁 ， 并且与体

裁具有事实上的联系 。 卡农与对话具有意义的相关性 ， 特别是在 由非复调音

乐 向复调变化的时候 ， 明显地出现了一种错落的应答感 。 于是 ， 卡农也是从

音乐结构指向对话意义的一个 申符性指示单符 。 面对音乐 中的卡农结构 ， 我

们可 以从论符性规约型符推断出 的解释是 ： 音乐含有对话的意义 。

逻辑推断是最为抽象的论符性规约型符 。 维特根斯坦将推断解释为 ：

“

如

果一定数 目 的命题所共有的真值基础 ， 同时也是某个命题的真值基础 ， 那么 ，

这个命题的真是从另外那些命题的真得来的 。

”

（ １ ９ ９ ６
，ｐ ．６ ３ ） 推断的论符性

将解释从一个命题引 向 另
一个命题 ， 并且这个过程是第三性的 、 规约性的 ，

其再现体 、 对象 、 解释项同时蕴含的第三性特征使得其难 以被噪音干扰 ， 否

则将导致
一个逻辑出错的不可能世界 。

论符性规约型符受到噪音干扰的例子很少 ， 不过可以在假言三段论的那些

反例中发现 。 例如 ：

“

如果这本书在图书馆的书架上 ， 那么没有人借阅这本书 ；

如果没有人借阅这本书 ， 那么这本书可能遗失了 ； 所以 ， 如果这本书在图书馆

的书架上 ， 那么这本书可能遗失了 。

”

三段论推理受到了论符噪音的干扰 ， 被语

境和多值影响 ， 因而导致在两个前提都为真的情况下 ， 结论为假 。

“

如果这本书

在图书馆的书架上 ， 那么没有人借阅这本书
”

固定了一个语境 ， 在这个语境中 ，

“

如果没有人借阅这本书 ， 那么这本书可能遗失了
”

就不可能实现 。 这个三段论

之所以推导出 了错误 ， 是因为将假言三段论能够成立的语境条件排除在外 ， 将

原本对意义做出贡献的观相视为噪音 ， 推论由此受到了干扰 。

结 语

皮尔斯对符号的分类 中蕴含着第三性的递进关系 ， 正是这个关系 ， 让我

们能够确定这些符号所受噪音的影响 ， 并在此基础上对噪音进行大致的度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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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度量方式是以符号为本体的 ， 是在讨论涉及意义问题的噪音产生与传播

的一种有效 、 可行的噪音模型 。 该模型可以进一步根据 ６ ６ 种符号的分类进行

细化 ， 确定更详细的度量类别 ， 为符号意义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 当然 ，

皮尔斯的符号类型也存在不全面之处 ， 即仅仅从解释者的角度对符号进行现

象学式的讨论 。 而对于一个完整 的符号过程来说 ， 符号不仅与解释者相关 ，

还与发送者 （作为解释者的发送者 ） 、 媒介等问题相关 。 如何将皮尔斯符号类

型学基础上的噪音度量模型拓展至符号的整个传播过程 ， 乃至与信息论的信

噪比模式结合起来 ，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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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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