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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绪尔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不多，读者熟知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

《教程》），主要以教学而非研究为目的。１９９６年，索绪尔后人在其旧宅的橘园发

现了一份手稿，由索绪尔本人以《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为标题整理存放在一个包

裹里。这份手稿被日内瓦公共大学图书馆１ 收藏，编号为“索绪尔３７２号档案”。

手稿曾于２００２年由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伽 里 玛）出 版 社 以《普 通 语 言 学 手 稿》为 名 出 版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２００２，以下简称伽里 玛 版），汉 译 版 也 已 由 南 京 大 学 于 秀 英 副 教 授 翻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索绪尔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日内瓦Ｄｒｏｚ书店出版了日内瓦大学语言学教授ＲｅｎéＡｍａｃｋｅｒ编

辑的校注本 索 绪 尔 手 稿《语 言 科 学———论 语 言 的 二 元 本 质》（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ｕ　ｌａｎ－

ｇａｇｅ：ｄｅ　ｌ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ｄｕ　ｌａｎｇａｇｅ），忠实地再现了手稿的原貌。

考虑到国内读者对索绪尔的了解主要是《教程》，本文实际上是一篇双重书

评，评介的内容有二：一 是 手 稿 本 身 构 成 的 索 绪 尔 思 想 体 系，以 读 者 熟 悉 的《教

程》为参照；二是Ａｍａｃｋｅｒ的校注工作，以伽里玛版为比较对象。

　　一、坐标

这部索绪尔手稿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原貌的反映。而《教程》则是索绪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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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所准备的授课内容，因此索绪尔必须讲授一部分二十世纪初流行的语言学

观点，同时也不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此外，学生对索绪尔讲授内

容也不可能有完全的把握。手稿反映了索绪尔在完成他与历史比较法的旧方法

论彻底决裂的结构主义音系学名著《论印欧语元音原始系统》（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１８７９，以

下简称《系统》）后，到在日内瓦大学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１９０７）之间形成的语言

学思想体系，探讨了语言学的核心问题，远远超前于时代。手稿没有湮灭，得以

重现天日，意义格外重大，可以说是整个语言学的幸运。

　　二、缘起

２００２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的手稿对传播索绪尔思想功不可没，更被译成

多种文字，包括中文，但存在几处美中不足：

首先，伽里玛版面向普通读者，而非索绪尔研究者，因此在体例上未采取校

注本的形式，编者Ｓ．Ｂｏｕｑｕｅｔ决定着对手稿的解读，存在大量编者对手稿字迹

有争议的辨认、断句、断行和阐释，并隐去了索绪尔的涂改和犹豫；编者给每个小

节加了标题却未注明它们并非出自索绪尔本人。其次，该版本将这份具有完整

性的手稿与一部分索 绪 尔 已 经 整 理 出 版 的 文 本 收 录 在 一 起，“索 绪 尔３７２号 档

案”仅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缺乏一致性。再次，出版社出于市场的考量，在封

底声称这是“一本关于普通语言学的书”，并以《普通语言学手稿》为书名，易造成

与《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混淆，亦违背了索绪尔本人将手稿统一归在《论语言的二

元本质》名下的 初 衷。最 后，伽 里 玛 版 编 者 之 一 的Ｅｎｇｌｅｒ曾 在《索 绪 尔 研 究 集

刊》（Ｃａｈｉｅｒ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上发表过校注本的样稿，分两栏，一栏为手

稿原貌，一栏为评注，Ａｍａｃｋｅｒ希望完成同事Ｅｎｇｌｅｒ的遗愿。

　　三、体例

Ａｍａｃｋｅｒ校注本分为前言、导读、正文和索引四部分。

前言（９－１５页）详细解释了该版本的缘起及书名的确定，在此不再赘述。前

言中对伽里玛版有一些过于严苛的批评，并只字未提编者之一的Ｂｏｕｑｕｅｔ的贡

献，明显有失公允。

导读（１７－５２页）是该版本最关键的部分，是理解正文体例的钥匙，分为六节。

第一节（１７－１８页）介绍了手稿的总体情况。手稿被索绪尔封存在十二个信

封中，由２７４页纸张构成。Ｅｎｇｌｅｒ给这２７４页草稿做了编号，其中１－２５４页为一

部分，绝大部分已被收入伽里玛版；２５５－２７４页为另一部分，并未收入伽里玛版。

第二节（１９－２６页）详 细 描 述 了 每 一 页 手 稿 的 编 号、所 用 的 纸 张 大 小、颜 色、

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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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２６－３１页）列出了正文部分的符号、体例和缩略语，是理解正文最关

键的部分，也是该版本与伽里玛版最大的区别。后者直接给出了编者重构的文

本。仅举几例：

　“［”代表未写完的句子

“［］”代表手稿中留的空白

“〈〉”代表必要时由编者加入或补充完整的词

“｛｝”内是索绪尔本人对手稿的解释和注释

“｛／｝”代表索绪尔在文本同一处留下两种以上的表述，未决定采用哪种

“［］”中的文本加删除线，代表被索绪尔划掉的文本

“（无法辨认）”代表手稿无法辨读的字迹

　　 这种体例将编者对手稿的阐释对读者带来的影响最小化了。另一方面，为

了阅读的流畅，所有编者的评论、猜测、阐释均被放在注释中。

第四节（３１－３２页）介绍了该版本采用的手稿排列顺序。由于手稿的摆放并

没有特别的顺序，在伽里玛版中，Ｂｏｕｑｕｅｔ强调索绪尔语言哲学家的身份（Ｓａｕｓ－
ｓｕｒｅ　２００２：Ｐｒéｆａｃｅ），以此为主线将条目分类、排序，编成２９节并加了标题。这

样做使伽里玛版结构清晰，极大地增强了手稿的可读性，美中不足是编者代替读

者进行了很大一部分思考。Ａｍａｃｋｅｒ不同意Ｂｏｕｑｕｅｔ的做法，决定另起炉灶，他

最初的想法是将分析的部分与综合的部分分开，将理论思考与备课笔记分开，然

而这样的努力以失败告终。Ａｍａｃｋｅｒ不得不放弃找到“正确”顺序的想法，虽然

大体上，综合的部分在前，分析的部分在后，但并不苛求，仅编订１７６个片段，并

未组合成章节；同时仅使用了索绪尔本人的标题。这种体例有利有弊，它最大程

度地让手稿以原貌呈现，最小化了编者的影响，但面对１７６个仅有编号的片段，

读者难以找到坐标，只有反复阅读，前后贯通之后，才能对手稿有整体的把握。

第五节（３３－３８页）为 该 版 本 的 每 一 段 与 伽 里 玛 版 页 码 和 小 节 编 号 的 对 应

表，以方便研究者在伽里玛版与校注本之间转换。

第六节（３８－５２页）详细列出了正文部分伽里玛版与校注本对原本理解的一

些重要差异，包括对 笔 迹 的 不 同 辨 读、对 涂 改 部 分 的 补 回、不 同 的 断 行 和 断 句。

有的分歧影响不大，有的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例如，伽里玛版ｉｎｆｉｍｅ（“微不足

道的”）与Ａｍａｃｋｅｒ版ｉｎｆｉｎｉｅ（“无限的”）；伽里玛版ｓｕｐｐｏｓｏｎｓ（“我们假设”）与

Ａｍａｃｋｅｒ版ｓｕｐｐｒｉｍｏｎｓ（“我们删除”）。

正文（５３－３３６页）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５３－２３７页）是 手 稿 的 主 体《论 语 言

的二元本质》，下节详述；第二部分（２３９－２７３页）《其他草稿》包括印欧语、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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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拉丁语的细 节 问 题 的 探 讨；第 三 部 分（２７５－３２５页）《备 课 笔 记》是 索 绪 尔 自

１８８０年至逝世前的备课笔记残片，授课内容包括比较语法、三次普通语言学课

程、法语语音学、梵语等；第四部分（３２７－３３５页）《杂 项》仅 包 含 几 条 对 他 人 文 章

的简评和关于文学、历史的片段。索引（３３７－３５１页）包括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

　　四、内容

本节主要探讨正文的第一部分《论语言的二元本质》，占全部１７６个片段中

的［１］～［１３９］２ 段。这一部分内容较为完整，具有系统性。那么，手稿与《教程》

和《系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教程》中的概念在手稿中已经形成，比如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的

对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换言之，手稿与《教程》有着一致性，但术语尚未定型，

例如，《教程》中的ｌａｎｇｕｅ（“语言”）对应手稿中的ｐａｒａｌｌéｌｉｅ（“并行”）一词，在手稿

中这个词被索绪尔解释为潜在的、集体的言语，而《教程》中的ｐａｒｏｌｅ（“言语”）则

对应手稿中的ｓｙｎｔａｇｍｅ（“意段”），索绪尔解释其为实际说出的言语（见［８３］）。

《教程》中的ｓｉｇｎｉｆｉａｎｔ（“能指”）和ｓｉｇｎｉｆｉé（“所指”），则分别对应手稿中的ｓｉｇｎｅ
（“符号”）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意义”）（见［４７］）。这些概念在手 稿 中 已 经 形 成，但

直到索绪尔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才最终定型。

需要指出的是，索绪尔将共时与历时对立，并强调共时研究是未来语言学的

任务，这一点是建立在作为比较语法学家的基础上的，索绪尔对比较语法了如指

掌，因此才能充分认识到历史比较法的局限，并与之决裂。索绪尔划时代的思想

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生长在历史比较法的土壤上。而《系统》就是批判历史比

较法的缺点，并采用结构主义共时研究的方法，超越历史比较法的天才之作。

手稿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在《教程》中并未涉及，但在《系统》中都能找到雏形。

第一个 重 要 的 问 题 是 音 系 学（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３ 与 形 态 学（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的 关

系。索绪尔在［１２０］～［１２５］中通过对梵语属格的分析指出，形态学的语法规则

与音系学的语法规则之间没有分界。

由于梵语属格的例子对读者来说太生僻，笔者用现代语言学的语言阐释一

下索绪尔的分析。当我们以为对一个词添加、替换、删除掉一串音位（音系学操

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添加、替换、删除了一个词素（形态学操作）；当我们以

为添加、替换、删除一个词素（形态学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添加、替换、删

除了一串音位（音系学操作）。我们以为是在形态学层面上观察，实际上已经在

音系学层面了，反之亦然。

类似的分析在［９９］中对捷克语属格的分析中也能体现：索绪尔分别从音系

学和形态学两个层面分析，最后发现，每个层面的分析都通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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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态学和音系学一体两面的认识，在《系统》中就可以找到雏形。索绪

尔放弃了传统语法学的词、词根、词缀概念，而 谈 论“形 态 学 单 元”（ｃｅｌｌｕｌｅ　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这是一个比音位大且不可再 分 割 的 形 态 学 单 位，印 欧 语 的 元 音 交

替、强弱形式变化就在这个单元内完成。交替的是音系单位，得到的是变化的词

形态。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零”的概念。在［９９］中，索绪尔在分 析 捷 克 语 交 替（ａｌ－
ｔｅｒｎａｎｃｅ）时，同一个词的若干种形式中，除了几个元音在词尾互相交替外，还有

一个形式词尾没有任何元音。在这里索绪尔明确引入了“零”的概念。有声音形

象（ｆｉｇｕｒｅ　ｖｏｃａｌｅ）的元音间相互对立，同时，它们还与“零”这个语言学单位对立。

这个“零”，既是形态学上的（ｚｅｒｏ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也是音系学上的（ｚｅｒｏ　ｐｈｏｎｅｍｅ）。

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是完全站在共时的角度分析捷克语属格的，同时，他又详

细列出了每一种形式的历时演化。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索绪尔虽然对历时了如

指掌，但他在分析的时候，又可以完全抛开历时，仅在共时研究内分析问题。

“零”作为语言学单位，在《系统》中就已具雏形，从这一点讲，手稿无疑是《系

统》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在手稿中并未明言，但在之前发现的索绪尔的零散笔记４ 中，索绪尔还

谈到对语言学未来的构想：代数化（ａｌｇéｂｒｉｓａｔｉｏｎ）。由于自然语言因术语意义会

造成的额外的争论，必须使用一套类似代数的表达（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２００２：２３６）。在笔

者看来，想要把索绪尔代数化的构想化为现实，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语言的

使用，代之以形式语言和符号，并建立符号之间的运算规则，也就是今天一部分

后生成学派的模样。把索绪尔与形式主义（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ｅ）对 立 起 来，认 为 后 生 成

学派皆为怪胎的想法可以休矣。

手稿中也讨论了一些在后来的授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比如符号的值（ｖａ－
ｌｅｕｒ）５、同义词、差别（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é）等问题（参见《教程》、索绪尔

２００７）。例如，索绪尔在［１０７］～［１０９］中分析指出，同一个词不应做本义与引申

义的区分；“同 义 词”根 本 不 存 在。在［１００］中，索 绪 尔 指 出，“语 言 中 没 有 符 号

（ｓｉｇｎｅ），也没有意义（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只有能指之间的差别和所指之间的差别”。

这些问题国内学者早已通过《教程》有了深刻的理解，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手稿中探讨的问题是一个整体：手稿的核心思想是形态学与

音系学一体，形态学研究所指，音系学研究能指，两者都在研究符号，而符号的能

指和所指都在于对立，在于差别。围绕能指，衍生出关于语音信号、元音交替、

“零”作为语言学单位的探讨；围绕所指，衍生出值、同义词、同音词、本义、引申义

等的探讨。这就是笔者从语言学内部对这部手稿内在结构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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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系学与形态学、能指与所指，既是一体，又是二元，这正是索绪尔《论语言

的二元本质》题目中的应有之义。

笔者的解读并不排除从外部解读手稿的可能性，比如从语言哲学的角度。

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在索绪尔身上并行不悖，交融为一体，伽里玛版就是以语言哲

学为主线组织手稿的。

通过对《论语言的二元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索绪尔理论的超

前性，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普通语言学的课堂上，索绪尔无法把这些思想全部传

递给自己的学生。

　　五、展望

Ａｍａｃｋｅｒ的索绪尔手稿校注本与伽里玛版相比，出版时间相差近 十 年，虽

然可读性不及后者，但最大程度地再现了手稿的原貌，是一个面向索绪尔研究者

的版本。事实上，自 该 版 本 诞 生 起，就 被 手 稿 的 研 究 者 视 为 最 可 靠 的 参 照。当

然，这丝毫不能抹杀伽里玛版在推动手稿研究上的贡献。

就手稿的内容而言，相比《教程》，手稿是索绪尔思想最未加掩饰的体现，也

将是人们真正理解这位大师的一个开始。用手稿中的索绪尔思想观照今天的语

言学研究，我们会发现，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领域，但在语

言学核心学科的音系学和形态学上，很难说达到索绪尔的深度。

俄美结构主义学派，有着描写疆域内数以千计的语言的需要，因此都或多或

少发展成了一种与语音学结合的描写语言学。索绪尔令人信服地指出，音系学

和形态学本来就是一体，而雅可布森却割裂了音系学和形态学，转而重新引入了

语音学，认为可 以 用 物 质 层 面 的 语 音 信 号 来 解 释 作 为“心 理 实 体”（ｅｎｔｉｔéｐｓｙ－
ｃｈｉｑｕｅ）、纯“形式”（ｆｏｒｍｅ）的语言学基本单位，并完全放弃了把语言看作一个系

统（ｓｙｓｔèｍｅ）的结构主义观。乔姆斯基和哈勒作为其学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

部分雅可布森的观点，生成音系学聚焦在孤立的语言现象上，缺乏对语言系统的

整体把握６。纵观当代音系学和形态学理论，只有少数理论符合索绪尔在手稿中

对未来语言学的构想，比如管辖音系学及其发展，就在欧陆理性主义传统假设－
演绎的方法论指导下，自发地走上了索绪尔预想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语

音信号的研究，主张模型化、代数化和形式主义，认为音系学与形态学一体。

如果手稿没有沉睡近一个世纪，二十世纪的语言学，或许将以完全不同的面

貌呈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很大的不同是，人文科学的理论进步，极有

可能被明天的倒退所取代（参见Ｂｅｒｇｏｕｎｉｏｕｘ　２００９）。但今天我们重新发现索绪

尔这些闪光的思想，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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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现已更名为日内瓦图书馆。

２．方括号中的数字为Ａｍａｃｋｅｒ校注本中片段的编号，下同。

３．索绪尔著作中把语音的形式研究称为语音学（Ｐｈｏｎéｔｉｑｕｅ），相当于今天的音系学。为避免读者在手稿

和当代语言学两套术语中转换的麻烦，笔者统一用音系学（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ｅ）代替Ｐｈｏｎéｔｉｑｕｅ。

４．１９７４年由Ｅｎｇｌｅｒ在其评注本《普通语言学教程》附录中收入。

５．中文版《手稿》和《教程》都译为“价值”。索绪尔指的是数学意义上的ｖａｌｅｕｒ，故笔者译为“值”。

６．生成音系学在形式上与梵语语音规则十分相似。梵语语音规则 常 见 的 形 式 是：音 素 Ａ在 环 境Ｃ中 变

成Ｂ。从这点看，生成音系学的规则Ａ→Ｂ／Ｃ并未超越梵语语音规则，只是使用了一套符号语言。索

绪尔在［１２０］～［１２５］中对此的思 考 比 生 成 音 系 学 更 深 入。生 成 音 系 学 与 梵 语 语 音 规 则 一 样，认 为 Ａ

和Ｂ中有一个形式是固有的（＝深层），另一个形式是派生的（＝表层）。索绪尔则认识到，Ａ和Ｂ是同

一个抽象心理单位（＝音位）的两种语音形式（＝音位变体），并无先后、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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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认知诗学高层论坛征文通知
　　认知诗学研究会与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将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在海口市

联合主办“第五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本次论坛将主要围绕新兴的文学认知研究理

论、方法和范式进行交流与探讨，并将邀请国外知名专家与会交流。
主题：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当前热点与探索

议题：１）认知美学；２）认知酷儿理论；３）认 知 后 殖 民 研 究；４）认 知 生 态 批 评；５）认

知空间诗学；６）多模态认知诗学；７）实验认知诗学；８）认知叙事学。
论坛竭诚欢迎对认知诗学和认知文 学 研 究 感 兴 趣 的 专 家、学 者 和 研 究 生 与 会 交

流。有意与会者请登录认知诗学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ｏｅｔｉｃｓ．ｃｏｍ／ｃｎ下载报

名表，并在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５日之前将报名表和中英文摘要发至信箱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ｏｅｔｉｃｓ＠
１６３．ｃｏｍ。论坛组委会将在１０月１５日之前寄出正式邀请函。

认知诗学研究会／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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