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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作为
“

普通符号学
”

起点的瞬学符号学

丨

郭 鸿

Ｉ摘 要 ： 目 前世界各国研究 的符号学基本上是西 方各 国 的符号 学 ，
至 多

；是西方符号 学 中掺杂 着本土 思想的零星 片段 ， 在符号 学 的基本

！原理 、 应 用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 系上
，
还未能达成 系统的共识 。

｜参照现在 自 然科学各学科 已 经建立 的符号 学体 系 ， 笔者希望建

｜立一 门 以哲学为基础的 ， 跨学科 、 跨文化的
“

普通符号 学
”

。

Ｉ关键词 ： 符号学 ， 普通符号 学 ， 跨文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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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

普通符号学
”

的设想

！（
一

） 目 前中 国符号 学研究情况

！在 中国符号学是
一

门新兴的学科 。 中 国逻辑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于 1 9 8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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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 中国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学会于 1 9 9 4 的在苏州大学成立 ， 同时在那里 ｜

召开了第
一届研讨会 。 到 目前为止 ， 符号学研究 巳在我国进行了 2 0 多年 ， 但

’

ｉ

研究仅限于西方符号学 ， 偶尔掺杂一些 中 国古代符号学思想或著作 。 在符号 ｜

学的基本原理 、 应用和符号学与其他学科 ， 如哲学 、 语言学的关系上还没有｜

达成较系统的共识 。 此外 ，

一些学者顾名思义对符号学作简单 的解释 ， 甚至 ｜

有人作错误的解释 。 依我看来 ， 有必要建立一门
“

普通符号学
”

。 然而 ， 这仅 ｉ

仅是我个人的设想 。 我认为 ， 要通过广大的 中 国学者 ， 甚至世界各国学者
一 ｉ

起努力 ，
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创举 。 ｜

（
二

）

“

普通符号 学
”

的定义 ｜

依我之见 ，

“

普通符号学
”

是以人类哲学为基础的一种跨文化 、 跨学科的ｉ

普遍方法论 。 符号体系是哲学思想 的形式化 、 简约化和逻辑化 ， 是 由各学科 ｉ

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构成的 。 符号体系本质上就是多媒体的 ： 以各种介质区ｉ

分传达和储存人类的各种信息 ； 具有任意性 （社会共识性 ） 、 像似性 、 标志
｜

性。 然而 ， 这些符号体系和特性都体现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丨

（三 ） 研究
“

普通符号 学
”

的起点和基础｜

目前已有的几个主要符号学流派的理论 ， 特别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 丨

学 、 皮尔斯的认知符号学和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应该作为研究的基础 。 皮尔 ｉ

斯符号学主要研究作为个体的人的认知 （认识论 ） ， 以及世界上
一切物体的运 ｉ

动 （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和互动 ）
； 而索绪尔符号学主要研究人类通过语言进 ｉ

行社会交流 ， 在引 申 的意义上 ， 研究世间万物 的结构 、 性质和功能 （本体 ｜

论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将上述二者结合起来 ， 主要研究人类通过社会认知和ｉ

社会交流构建 自 己的文化 （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结合 ） 。 相对地讲 ， 现代西方符 ｉ

号学有
一个较好的系统 ， 尽管它还不是

一门
“

普通符号学
＂

。 应该将现代西方 ｜

符号学作为研究
“

普通符号学
”

的基础 。 因 为 ， 研究任何学科都不应该忽略｜

它在历史上的成就 ， 而且要在这个成就的基础上 ， 继承 、 扬弃 、 创新和发现 。

｜

（四 ） 研究
“

普通符号 学
”

的重点和途後 ｉ

在古代 ， 符号学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 。 在符号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 ， 自 丨

：

然科学符号学首先从哲学 中脱颖而出 。 目前 ， 各 自 然科学学科已经建立 了各 ｉ

自的符号学体系 ， 它们已经运用符号学原理 ， 建立了各 自 的公理 、 原理 、 法丨

则 、 定理 、 公式等 。 因此 ， 自然科学符号学巳不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 但是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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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必须研究 自然科学符号学如何从哲学中 ， 特别是从 自 然辩证法中 ， 脱

！颖而出 ，
以及 自 然科学的公理 、 原理 、 法则 、 定理 、 公式是如何构建的 。 只

Ｉ有找出这个途径 ， 才能把 自然科学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中 ， 或者至少可以作为研究的参照 。 科学地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 实质

！上就是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这些学科 ， 构建它们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 。 总之 ，

！目前研究
“

普通符号学
”

的重点不在 自然科学符号学 ， 因为它已经建立了 自

ｉ

己的符号学体系 ， 而是把研究 自然科学符号学作为借鉴 ， 研究社会 、 人文科

｜学 ， 因此研究
“

普通符号学
”

的起点是 自然科学符号学 。

Ｉ（五 ）

“

普通符号学
”

涉及的范 围

！既然
“

普通符号学
”

是
一

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论 ， 其实质是研究各

！

学科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 ， 那么
“

普通符号学
”

的研究就应该尽可能涉及世

！界各主要 国家或地区的哲学 、 科学和符号学的历史和现状的有关部分 。

二 、 科学符号学

｜（
一

） 哲学 、 科学和符号 学

！人类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 在这些经验基础上形

！成了他们 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 这就是哲学 。 从人类研究的对象来讲 ， 哲学 的

！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本体论 （古代 ）
， 研究世界的本原或世界本身 ； 认识

！论 （近代 ） ， 研究人类否能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世界 ； 人类学 （或当代哲学

；的伦理学转向 ） ， 研究人类本身 （人类的人伦道德 ） 。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 ，

！即按照研究重点的划分 。 这并不意味着在某
一

阶段不研究另一阶段的问题 。

ｉ例如 ， 在古代的本体论阶段 ， 也研究过伦理学 ， 而且一开始就研究 。 在亚里

Ｉ士多德 、 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哲学中 ， 伦理学是一个重要部分 。 在古代的

！中 国 ， 孔子和孟子都研究和宣讲人伦道德 。 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程来讲 ，

！哲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朴素的 自然主义 、 机械唯物主义 、 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 。 这里只讲唯物主义 ， 因为科学发展只能靠唯物主义。

！尽管许多人 ， 甚至科学家 ， 不承认他们运用了唯物 主义 ， 但他们在科学研究

！上取得成就实际上遵循了唯物主义 。

！科学是人类对世界万物的 系统研究 ， 是人类生产 、 生活活动经验的高度

！抽象和概括 。 尽管远在古代就有科学的萌芽 ， 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始于近代

！（ 1 5 世纪前后 ， 欧洲文艺复兴时斯 ） 。 科学发展 中产生许多难以 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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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哲学解决 ， 这样就促进 了哲学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哲学又给科学研究许 ｉ

多启示 ， 往往成为科学的方法论 。 爱因斯坦 （ 1 9 7 6
， ｐ． 5 1 9 ） 曾指出 ；

“

如果 ｉ

把哲学理解为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 ， 那么 ， 显然 ， 哲学就 ｉ

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

”

总之 ， 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互相推动 的 ｜

辩证关系 。 ；

符号学源远流长 ， 人类从 自然界分化出来后就开始使用符号 ， 但称得上 ｜

科学的符号学 ， 始于 2 0 世纪初期 ， 当时瑞士人索绪尔创建了结构 主义符号 ｉ

学 ， 美国人皮尔斯创建了认知符号学 ， 它们被称为符号学史上 的两大流派 。

｜

此外 ， 2 0 世纪 7 0 年代苏联学者洛特曼创建了文化符号学 。 笔者认为洛特曼ｉ

文化符号学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与皮尔斯认知符号学的结合 。 人类与动｜

物的区别在于人类能够进行抽象思维 ， 要进行抽象思维就不能不使用符号 ，

ｉ

用符号进行标记 、 记忆 、 储存 、 交流 、 思维 。 所以 ，

“

人类是使用符号的动 ｉ

物
”

。 人类不断创造符号 ， 使用符号 ， 发展符号 ，
以至建立

一

门符号学 。 因ｉ

此
， 笔者认为 ，

上述两大符号学流派和洛特曼文化符号学 ， 应该作为
“

普通 ｜

符号学
”

研究的基础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还要建立
一

门
“

普通符号学
”

， 使符 ｉ

号学成为一种科学方法论 ， 包括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 ｉ

（
二

） 什 么是科学符号 学 Ｉ

科学符号学是用符号体系 ， 简明 、 概括而准确地说明科学理论的 学科 ，

丨

它是科学的
一

种方法论 。 自 然科学 中 ， 如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 ， 用简 丨

洁的文字 、 数字 、 字母 、 图形 、 图表等符号表征各 自 的公理 、 原理 、 定律 、

ｉ

法则 、 公式等 。丨

在科学研究 中 ， 对大量事实进行分析 、 归纳 、 抽象和概括 ， 最后用精练｜

的语言和其他符号建立事实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式 ， 这叫法则 。 少数普遍化法｜

则构成更高层次的科学知识概念 ， 我们称之为理论 。 今天 ， 许多领域的物理 ｜

学理论已经建立 ， 每
一

种运动形式只用少数几个普遍化定律就能解释其所有 ｜

现象 。 经典力学 由牛顿的三个运动定律就可表述 ； 经典电磁学也被麦克斯韦｜

总结为四个方程 ； 宏观热现象也只有三条定律 ； 狭义相对论则仅从两条基本ｉ

假设出发就得以建立全部体系 （林铁生 ，
2 0 0 0 ）

。 所谓 自 然科学符号学 ， 就是｜

采取数学的方式 ，
对物质进行高度抽象 ， 构成物质的纯粹形式 ， 然后通过逻

ｉ

辑学 ， 把物质的纯粹形式构成逻辑体系 。 更具体地讲 ， 就是将各 自然科学的 ｜

理论高度抽象化 、 逻辑化和模式化 ， 构成各学科的公理 、 原理 、 定律 、 法则 、
ｉ

公式等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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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科学符号学的功能

1 ． 科学符号学以符号体系表征科学的 内容

ｉ科学中的任何
一

个学科都是逻辑严密的 、 系统的知识 ， 包括许多公理、

！原理 、 定律 、 法则 、 公式等 。 如果科学理论全部用文字写 出来 ， 即使用许多

！篇幅 ， 甚至
一

本书 ，
也说不清 。 但是用

一

些简洁的文字 、 数字 、 字母、 图形 、

ｉ图表等符号 ， 就能非常简单 、 明 了而准确地说明它们 。

2 ． 科学思维中用符号推理

！在科学研究 中 ， 如果不用符号表达科学概念 ， 不用符号组成的公理 、 原

！理 、 定律 、 法则 、 公式等进行运算 、 推理 ，
工作就无法进行 。 许多科学上的

！新发现就是靠运算 、 推理推导 出来 的 ， 然后通过实验来加 以证实 。 逻辑推理

Ｉ要求与经验保持
一

致 。

3 ． 科学知识交流要用符号

：科学研究不能靠
一位科学家一个人冥思苦想 ， 必须靠许多科学家 ， 甚至

ｉ不同 国家 、 不同时代的科学家们 ， 共同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证伪证

｜实 ， 不断发展 。 不使用逻辑符号体系 ， 是无法克服各种语言 、 空间 、 时间障

｜碍来进行这种交流的 。

！（ 四 ） 科学符号体系 的形成

！科学研究重在建构其最终精神产 品
——科学理论 。 科学理论是由 概念 、

ｉ 公式 、 模型 、 定律等组成的 ， 但又不是它们的堆砌 ，
而是以它们作为知识单

ｉ

元并由逻辑链条联系起来 的知识体系 。 科学推论也表现为定理 、 公式等形式 ，

！只不过它们是从理论核心 内容派生出来的 ， 这些派生物与核心内容通过逻辑

｜的建构成为
一个有机整体 。 爱 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核心内容 ， 是运动相对

ｉ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 ， 它的外围辅助部分 （科学推论 ） 是尺缩效应 、 钟慢

！效应 、 质增效应和质能关系式 （Ｅ
＝

ｍＣ
2

） 等 。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

！法 ， 还要把握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之间的逻辑 中介 ， 构成一环扣一环的逻

Ｉ辑过程 。 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通常 以最基本 、 最常见的概念为起点 ， 通过逻

！辑中介逐渐展开 ，

一步步引 申 出越来越具体的概念 、 定律 、 定理 ， 直至完整

ｉ的知识系统 ， 就好像一个原始细胞经过分裂繁殖而形成复杂的有机体 。 逻辑

！与历史的统
一

， 是以历史的东西作为逻辑的基础 ， 以逻辑的东西从理论上概

！括和浓缩历史 。 但这种统一不是也不可能是二者 的绝对一致 ： 理论的逻辑不

！应完全重复历史 ， 而只是在本质上或大体上的统一 ；
逻辑的展开要对历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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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适当的
“

简化
”

和
“

修正
”

。 （陈昌曙 ，
2 0 0 6 ）ｉ

以上这段话的意思是 ： 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建构科学理论 。 建构科学理论 ｜

必须以最基本 、 最常见 的概念为起点 ， 进行逻辑推理 ， 建立以公理 、 原理 、

丨

定律 、 法则 、 公式等组成的逻辑体系 ， 最终建立整个理论体系 。 它的建构的丨

全过程是 ： 基点
一

中点
一

终点 。 基点是最基本的概念 ； 中点是从基点推演 出 ｉ

来的更加详尽的理论 ； 终点又回到了基点 ， 或者更加具体的概念 。 科学理论 丨

是科学实践的抽象和概括 ， 理论与实践必须
一致 ， 但又不是完全一致 ， 理论 ｜

必须是经验的简化和修正 。 以上就是建立科学符号体系 的全过程 。 （郭鸿 ，

ｉ

2 0 1 2 ） ；

三 、 科学符号学为创建
“

普通符号学
”

提供了方法

自然科学各基础学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 是
一个符号化的过程 ： 数学是

ｉ

科学中最早产生的学科 ， 它抽掉 了物质的质和量 中的质 ， 进行纯量的推理 ，

ｉ

成为科学研究中 的
一

门最基本的工具性学科 。 物理学也是科学 中最早 的学科 。

｜

古希腊时期 ， 它概括了 自然科学 ， 成为
一

门 自 然哲学 ，

一

门研究物质 的存在
｜

和运动状态的总学科 。 后来物理学从这门总学科中分化 出来 ， 成为研究物质
｜

运动的学科 ；
化学成为研究物质结构的学科 ；

生物学研究生物体的结构和结
丨

构内各部件相互作用的学科 。 然而 ， 结构与运动具有辩证统
一

关系 ： 结构内
ｉ

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各要素的运动 ，
而运动 的物体本身也是

一

个结构 ，

｜

因为物体本身是 由各要素构成的 。 科学技术 向微观 、 宏观和交叉方 向发展 ，

｜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 系统论、 控制论 、 信息论 。 在系统论中 ， 系统代替了结
ｉ

构 ， 系统是多层次的结构 ； 系统与系统 、 系统与要素 、 系统与环境之间结成
ｉ

了相互作用 、 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 。 这个大系统包括 自然界 、 人类社会和思
丨

想各领域 。 然而 ， 系统始终包括两个核心内容 ： 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 。 另外 ，

｜

在这个大系统 中 ， 信息成为联系各个分支系统 、 系统各个层次 、 系统与要素 、

ｉ

要素与要素 ， 以及系统与环境的纽带 。

“

信息是关于物质存在和运动状态的知
ｉ

识。

”

这种知识必须有一个物质载体 ，
这个载体就是符号 。 因此 ， 符号是形

丨

式 ， 信息是内容 ， 形式和内容不可分 。 既然信息是系统 中的联系纽带 ， 符号
ｉ

就是这个纽带的物质形式 。 从哲学上讲 ， 这种物质纽带就是
“

哲学逻辑范畴
ｉ

体系
”

。 在 自然科学中 ， 这种哲学逻辑范畴体系就是各学科中用各种符号 （简
ｉ

略的文字 、 数字 、 字母 、 图形 、 图表等 ） 组成的公理 、 原理 、 法则 、 公式等 。

ｉ

在社会科学中 ， 情况类似 。 至于人文科学 ， 也会使用
一些公式 、 图形 、 图表

ｉ

等 ， 但相比之下 ， 使用简略的文字较多 。 更突 出的情况是 ， 人文科学各学科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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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还使用各种物质媒体作为符号 ， 如美术中的各种质地 的塑像 、 考古中 的各种

！

文物 、 音乐中的用各种音调和音符组成的声音等 。 符号组成的公理 、 原理 、

！法则 、 公式等首先出现在 自 然科学中 ， 符号学成为 自 然科学的
一

种方法论 ，

！然后以类似形式——实质上是哲学逻辑范畴体系
——

推广到社会科学和人文

；科学各学科中 。 这个过程就是
“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科学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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