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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交流价值 ： 莫里斯的艺术符号观

胡光金

摘 要 ： 莫 里斯认 为 ， 艺 术家通过赋 予 艺 术符 号 价值特征 ， 使

它具有 交流性 ， 成为 用 来交 流价值 的 语 言 。 在 他 看来 ， 艺 术这 门 独

特的语 言 ，
通过作 为 具体 符 号 的 艺术 品 ， 成 为 构 成 美 学 话 语 的 结 构

性事 物 。 美 学话语是关 于 艺术 的 符 号 学 语 言 ， 与 科学 话语和 技术 话

语并列 为 人类 主 要 的 三 种 话语方 式 ， 可 以 用 符 号 学这 门
“

科 学
”

对

其进行研究 。 艺 术符号 的 独特 性在于 它是像 似 符 号 。 像似 符 号 指符

号本身 的 特点和指称对 象 的特 点
一致 的那 些符 号 。 因 为 具有像似 性 ，

艺 术符 号 的 符 号 载 体可 以 直 接体现符 号 指 谓 的价 值 ； 因 为 是 符 号 ，

艺 术 品作 为整体 可 以 让符 号 解释者 思考 它 指谓 的价值 。 莫 里斯对 艺

术 符号价值交 流性 的 关 注 ， 与 他对符 号 学和价值 学 的 关 注分 不 开 ，

也 与 他对将作 为元 理论来研 究 人文社会科 学 的 符 号理论纳 入统
一

科

学运动 的努力 分不开 。

关键词 ： 莫里斯 艺术符号 美学话语 价值交流

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
？

莫里斯 （Ｃｈａｒ ｌｅｓ Ｗ
．
Ｍ ｏｒ ｒｉ ｓ ） 致力于发

展皮尔斯的符号学 ， 把它变成
一

种元理论 ， 可以 用来研究
“

任何特

殊的语言或符号
”？

， 比如说用于研究逻辑 、 数学 、 语言学 、 美学 、

伦理学等具体学科 。 他 的符号科学可以 用来解释人类种种活动 ， 包

括生理活动 、 心理活 动和精神活动等 。 作为人类文化活动之
一

的艺

术活动也是他的关注对象之
一

。 莫里斯在他的著述中 多次讲到艺术

符号以及艺术符号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 这尤其体现在他 １ ９３９ 年的两

篇文章 《科学 、 艺术和技术 》 《美学和符号理论 》
， 以及 １ ９６５ 年与汉

密尔顿 （Ｄａｎｉａ ｌ Ｊ ．Ｈ ａｍ ｉ ｌ ｔｏｎ ） 合著的文章 《美学 、 符号和像似符号 》

①Ｃ ｈａ ｒｌ ｅｓＷ．Ｍｏｒｒ ｉ ｓ ， ＷＷ ｆｚ ｎｇ －、 ｃｍ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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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中外 文化与文论 （ ３ ６ ）

中 。 同时 ， 在 １ ９６４ 年出版的将符号理论与 价值理论结合 的著作 《 意指与意

味 》 中 ， 他辟专章讨论艺术 、 符号与价值的关系 ， 在 １ ９ ７０ 年 出版的 《美 国哲

学 中 的实用主义 》 中 ， 他就杜威 （Ｄｅｗｅｙ ） 对美学和经验的审美观点进行 了

探讨 。 可 以肯定 ， 莫里斯
一

直关注艺术符号问题 。 他对艺术符号的关注与他

对人类行为的关注 、 对符号科学 的关注相伴始终 ， 持续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

要理解莫里斯艺术符号 的观点 ， 需要关注他对建立统
一科学统领下的符号学

的努力 ， 关注他对建立关于
“

行为科学
”

的符号学和对
“

优先行为
”

进行研

究的价值学等的持续努力 。

―

、 艺术符号 ： 美学话语的对象

莫里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 ， 如卡尔纳普 （Ｃａｒｎａｐ ）
、 纽拉特 （Ｎ ｅｕ ｒａｔｈ ）

等 ，

一

同为建立统
一

科学而奋斗 。 莫里斯 曾说他在统
一科学运动中的主要工

作是
“

发展一门关于符号的理论
”

和
“

将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融进统
一科学

运动中
”

。
？ 在他看来 ， 如果统一科学运动不能将人文社会科学纳人其中 ， 对

人类文化活动进行全面而令人信服的阐释 ， 那么它充其量只能是
一

项 虽然伟

大但并不完整的事业 。 莫里斯的解决思路是用符号理论将人文社会科学融进

统一科学大业中 。 他认为 ， 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符号科学 ， 因为这些学科研

究的主题都与符号过程有关 ， 相应的 ， 它们使用 的术语也需要参照符号理论

的术语来进行解释 。 由于符号理论可以通过 自然科学使用 的客观方法而建立 ，

而且符号理论中术语的用法可 以通过 自 然科学 中术语的用法来表示 ， 他认为 ，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

在科学结构上与 自 然科学相融
”？

， 因而符号学不仅是各

门人文社会学科融合的基础 ， 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与其他科学融合 的基础 ， 在

科学统
一

中起重要作用 。

符号理论视域下的各门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符号过程 的各种形式 、 各个分

支如何发挥作用 ， 与其他非符号科学
一起 ， 它们共同构成科学的整体 。 人类

文化就像一张大网 ，

“

由符号维持
”

并
“

维持符号活动
”

， 符号所起的不同作

用可以用来研究人类活动
“

各种伴随模式的特点
”？

。 艺术符号 ， 在莫里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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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的传播符号学 ２３ ３

理论中与美学密切相关 ， 是具有 自 身特点 的
一

门美学符号语言 ， 可 以用作为

科学的符号理论来对其进行研究 。

艺术主要关注人类精神活动 ， 长期 以来 ， 很少有人视之为科学或用 科学

理论对其进行研究 。 在统一科学的驱动下 ， 莫里斯将艺术纳人他的符号理论 ，

认为艺术是符号这门科学的
一

个部分 ， 是
一

门具有 自 身特点 的符号语言 。 艺

术品是
“

图像或像似符
”

， 它通过体现符号指谓的对象的特点来模仿指谓的事

物 。

？ 因为艺术品
“

自 身是符号结构 的符号
” ？

， 所以莫里斯认为用符号理论

对美学符号进行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区分美学符号 ， 弄明 白 哪些是起美学符号

作用的事物 ， 哪些是被指谓的事物 ， 哪些事物两者兼具 。 为此他区分了 美学

分析和美学判断这两个概念 。 美学分析是
“

符号分析的一个例子
”

， 与美学话

语密切相关 ， 美学判断用来判断
“

符号载体是否充分起到典型 的美学符号功

能
”

？
， 与技术话语相关 。

？

对艺术 、 科学和技术等话语方式 的研究 ， 在莫里斯看来 ， 是对人类基础

活动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 的研究 。 而对这些话语形式的研究可 以通过对它们

的功能进行分析而实现 。 莫里斯将符号的意指方式 （指谓 、 评价 、 规定 、 构

形 ） 和符号的用途 （信息 、 估价 、 促动 、 系统 ） 进行两两组合 ， 将人类话语

方式分为 １ ６ 种 ： 指谓意指方式和信息用途组合得到指谓
－

信息话语 ， 例子是

科学话语 ； 规定
一

信息话语 ， 如技术话语 ； 评价
－

信息话语 ， 如神话话语 ； 评

价
－

估价话语 ， 如诗性的话语 ， 即美学话语 ； 等等 。

？ 莫里斯并不认为所有的

话语形式都具有相 同的地位 。 他将话语形式分为两大类 ： 主要话语形式和次

要话语形式 。 主要话语形式包括科学话语 、 美学话语和技术话语三大类 ， 分

别对应符号过程中的符义 、 符形和符用维度 。 其他话语形式 由 主要话语形式

衍生出来 ， 是主要话语形式的
一

种功能 ， 是次要话语 。

？

美学话语用来生动地描绘珍视的事物 ， 与价值的呈现相关 ，

“

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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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３ ６ ）

门的语言一实实在在的艺术 ， 如诗歌 、 绘画 、 音乐
”
？

。 美学话语
“

通过与

语言媒介 的融合来表达可以直接感受的价值特征
”？

， 它不是关于艺术的话语 ，

除非它本身就是美学 ， 而不是科学或技术 。 此处 ， 莫里斯的 阐述有些令人疑

惑 ， 只有区分作为主要话语方式的美学话语和作为次要话语方式的美学话语

（艺术 ） ， 区分美学分析和美学判断 ， 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句话 。 也就是说 ， 作

为主要话语方式的美学话语本身可以 不是艺术符号 ， 它在语言媒介的帮助下 ，

对艺术符号进行分析 ， 探究艺术符号体现 的价值特征 。 在莫里斯看来 ， 科学

话语用于陈述 ， 技术话语用来控制行为 ， 美学话语则展现价值 。 因为能力有

差异 ， 人生有尽头 ， 所以个体身上这三种话语总在竞争 。 而社会层面上 ， 三

者相对平衡 ， 因为其中任何一方的完全实现都离不开另外两方 。 虽然具有不

同的作用 ， 在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影 响也不相 同 ， 但三者相互关联 ， 构成人类

生活 中主要的话语方式 ， 对人类交流和沟通起着重要作用 。

二、 艺术符号 ： 指谓价值的像似符号

莫里斯的美学话语 ， 作为人类三种 主要话语方式之
一

， 分析的主要对象

是艺术 ， 艺术在他看来是
一

种语言 ， 艺术 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组成这 门语言

的符号 。 莫里斯曾经举例说明艺术品 的符号地位 。 他说艺术家经常需要将解

释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符号载体上 ， 以避免解释者只把艺术品 当成物品而不是

符号 ， 从而不把符号载体和符号指称项 （ ｄｅｎｏｔａ ｔａ） 区分开 。 他 的例子包括 ：

画用画框框起来 ， 画布的
一些地方时不时有意 留 白不画 ， 戏剧演 出 的舞台显

露出种种技术痕迹 ， 音乐家在观众视域 内演奏 ， 等等 。 之所以要区分艺术符

号的符号载体和艺术符号 的指称对象 ， 最主要的原 因在于艺术符号 的独特特

征 ： 像似性 。

符号的像似特征 ， 即符号
“

在 自 身身上体现符号可以指谓的任何对象的

特征
”

？
。 因此 ， 根据符号载体与它们指称对象的特征是否相似 ， 可 以将符号

分为像似符号和非像似符号 。 像似符号指称那些特征和它的特征
一样 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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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 莫里斯认为 ，

“

每个像似符的符号载体都在它的指称项 中
”

？
， 像似符的

符号载体体现 了它的指称对象的特征 ， 所以 当符号解释者去理解像似符号 的

符号载体时 ， 他同时就直接理解了被指谓的事物 。 因而 ， 对像似符号 的理解 、

对符号特征的考虑 ， 既是深思熟虑 ， 通过思考符号指谓 的对象的特征实现的 ，

又是即 刻可见 ， 通过符号载体本身特征直接体现出来的 。 面对像似符号 ， 解

释者既可 以直接看到符号所指称的对象的特点 ， 又可以通过符号载体对所指

谓的事物进行理解 。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 首先 ， 艺术符号的符号载体与它的指称对象之 间共

享了什么特征 ， 它们的像似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 在莫里斯眼中 ， 美学 （艺术 ）

符号指
“

指谓项是价值的像似符号
”

， 它指谓实际情况下或可能情况下事物 的

价值特征 ， 它
“

在某些媒介上体现这些价值
”

， 这些价值能够被
“

直接观

察
”

？
。 所以 ， 艺术符号 的符号载体与其指称对象间共享的最主要特征是价值 。

第二个问题是艺术符号作为整体 ， 是否要求它 的每
一

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像似

性 ？ 正如符号载体并不要求 自 己 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符号 ， 符号集合也不一

定能成为一个单独 的符号
一样 ， 莫里斯认为 ， 艺术符号作为复杂的像似符号 ，

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符号结构 自 身既可 以 由像似符号组成 ，
也可 以不 由像似符

号组成。 不过莫里斯也提 出 ， 组成艺术符号的符号载体至少要有
一些是像似

符号 ， 并且至少要有
一部分特征和该艺术符号

一

致 。 所 以 ， 艺术符号的像似

性问题其实
“

与程度相关
”

？
， 在程度上可以不同 。 最低限度的像似可 以是那

些在符号载体上完全找不 到可能的指称项的特征的像似 ， 而最高程度的像似

可以是符号载体的特征与它的指称对象特征完全相同 的像似 。

艺术符号是像似符号 ， 该观点可以 在从柏拉图开始
一

直到杜威都在讨论

的
“

模仿
”

中寻到根源 。 承认艺术是模仿 ， 就是承认艺术是符号 ， 承认艺术

模仿被指谓的对象 ， 就是承认艺术符号具有与模仿对象一样的特征 。 要理解

艺术符号 ， 就要理解艺术符号明确指谓 的性质和被指谓对象的性质 ， 也就是

符号载体的性质和指谓项 （ ｄｅｓ ｉｇｎａｔａ） 的性质 。 然而 ， 要注意的是 ， 两个事

物具有
一

样的特征 ， 两个事物相似 ， 并不必然保证其中
一

个是另
一

个的像似

符号 。 必须在这里引人符号解释者 。 除非符号解释者将其 中之一看作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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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 ， 代表那个事物 ， 否则它就不能被称为像似符号 。 像似符号和其他符

号一样 ，

“

必须有解释项
” ？

。

所以 ， 莫里斯说 ， 符号可以在多个方面具有
一般性 ， 符号的任何

一种载

体都可以引发符号过程 。 艺术符号 ， 尤其是抽象艺术符号 ， 由 于本身在符义

方面具有高度抽象性 ， 它可能的指称范 围会变得
“

非常大
”

。 即使在实际生活

中无法找到指称物 ， 艺术品仍然可以是符号 ， 因为符号
“

可 以有无指称的指

谓
”

？
。 只要解释者在艺术符号身上解读 出符号表达的特征 ， 这个艺术符号就

是有指谓 的 。 莫里斯在好几处都用 了独 角兽的例子来说明艺术符号可 以无指

称物这
一点 。 虽然并不存在独角兽 ， 但

一

幅画 了 独角兽的画是像似符号 ， 因

为解释者可以从这幅画体会到它指谓的对象
——有血有 肉 的独角兽的特征 。

由于解释者从独角兽这
一

艺术符号上感知到创作者赋予独角兽的特征 ，
所以

画着独角兽的画是
一

个像似符号 。

艺术符号 ， 当看成一个单独的符号时 ， 从符号学的角度讲 ， 即使无指称 ，

也应当有 自 己 的指谓 。 这一指谓 ， 对艺术符号来说 ， 就是价值 。 所以 ， 艺术

家不用拘泥于如实再现世界本来的样子 ， 而是可以发挥 自 己 的创造性 ， 创造

精致的符号结构 ， 其组成部分可以指谓来 自 多种事物的特征和价值 。 作为一

个整体 ， 这样的符号结构可以呈现其他载体无法实现的复合价值 ， 不仅可 以

整合现存的价值特征 ， 还可以创造 出新的价值特征 ， 并将之用于 日 常生活中 。

三 、 艺术符号 ： 交流价值的语言

艺术符号和价值的关系 ， 既涉及美学评价的性质问题 ， 也涉及艺术品本

身和价值的关系问题 。 美学评价的性质问题 ， 莫里斯认为 ，
和所有关于其他

主题的探究 （ ｅｎｑｕ ｉｒｙ ）—样 ， 也包括了指谓探究 、 评价探究和规定探究三种 ，

也就是说 ， 分别解决是什么 、 怎么样 、 怎样做这类问题 。
因 而价值在不 同 的

情形中常常有三种用法 ： 对象价值 、 操作价值和设想价值 。 对象价值指对象

具有的加强机体优先行为能力的特征 ； 操作价值指 多种情境中个体采取的优

先行为的方 向特征 ； 设想价值则指将正 向或负向 的优先行为赋予某个对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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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 需要卷人符号 。

？ 艺术符号指谓价值 ， 艺术符号本身的像似特征使它可

以在 自身身上 ， 通过符号载体意指价值 。 此时的价值既可 以是意指对象的对

象价值 ， 体现对象的特征 ；
也可以 是操作价值 ， 让解释者作 出选择 ；

还可 以

是设想价值 ， 意指并不在场或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或情境 。

价值在莫里斯的理论 中 ， 与
“

优先行为
”

相关 。
优先行为产生 的情境是

价值情境 ， 在价值情境中 ， 优先行为要么直接赋予该情境中的事物 ， 要么赋

予不在价值情境中 ， 但在该情境 中被意指的事物 。 优先行为可能指 向任何对

象或对象组合 ， 可能指 向对象或对象组合的任何特征 ，
因此 ， 它既可 以指向

人物 、 行动 、 物理对象 、 符号 ， 或各种复杂结构等客观对象 ， 也可 以指 向痛

苦 、 快乐这样的主观体验 。 所以价值不仅仅与事物相关 ， 也与人的心灵相关 ，

具有
“

客观相对性
”

。 对不同的主体来说 ， 同一个艺术符号指谓的价值可能是

大家都认同的 ， 也可能是有区别的 。

美学评价与美学分析相关 。 美学分析 ， 主要是对艺术符号的分析 ， 可 以

从美学符形 、 美学符义和美学符用 三个角度进行 。 美学符形分析的 主要任务

在于探讨艺术符号和艺术符号之间 的关系 ， 使描述艺术符号相互间符形关系

的语言得到扩展 ， 变得详细而细腻 ， 它对应三种主要话语方式中 的美学话语 。

美学符义分析处理艺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 可以 用来区分像似符号与非

像似符号 ， 用来确定艺术符号的像似性 ， 确认艺术符号是否指谓价值特征 ，

等等 ， 它对应的是三种主要话语方式 中 的科学话语 。 因此 ， 美学符义维度还

有助于人们认识
“

美学真实
”

这
一

问题 。 虽然艺术品 只是与某些对象或情形

的价值结构像似 ， 但关于艺术符号的陈述 ， 即在描述性符义学层面上对艺术

品 的陈述 ， 可以从更高一层的符形 、 符义和符用方面进行分析 ， 从而认识美

学真实 ， 区分美学知识 。 美学符用维度考察的是艺术符号和符号使用者的关

系 ， 涉及的范围很广 ， 对应 的是技术话语 。 美学感知 、 美学创造 、 对美学创

造和美学欣赏间异同 的分析 、 对通过美学符号取得的交流程度和范 围的考察

等 ， 都属于美学符用维度的分析范围 。

莫里斯认为 ， 艺术符号主要的意指方式是评价 ， 也就是对符号行为发生

的环境与符号主体需求之间 的关系进行判断 。 艺 术符号的主要用途是进行估

价 ， 也就是协助符号主体选择主体关注的特征和对象 。 所以 ， 艺术符号是符

号意指功能和价值功能的结合体 。 在美学感知 中 ， 应该对艺术符号的符号载

体和符号指称对象进行区分 。 美学感知 的是对象 ， 它在对象 自 己身上识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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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指谓 的事物 。 感知得到实现 ， 是 因为对象会体现 自 己 的价值 ， 这一体现通

过符号
一可以是像似符号 ，

也可 以不是像似符号
——

得 以完成 。 美学感知

既与可以直接审视的价值相关 ， 也与由符号指谓 的价值相关 。
因此 ， 分析艺

术符号的美学话语不仅可以 生动 展现在满足兴趣和实现价值两方面已 经取得

的成果 、 想要追寻的 目标 ， 还可以直接审视整个价值领域 。

由于艺术符号本身可 以体现所指谓的 价值 ， 所以艺 术家总是尝试不同 的

符号组合方式 ， 以取得理想的价值效果 。 因 为艺术 品也可 以指谓价值 ， 在很

多情况下指称实际情形 中 的价值特征 ， 所以美学话语
“

不仅仅 只是
‘

情感 的

表达
’
”？

。 艺术家将各式各样 的 价值经验注入作品 ， 作 品指谓价值或价值结

构 ， 感知作品的人们能够与之交流 ， 体会这些价值经验 ， 所以艺术是
“

交流

价值的语言
”

？
。 对艺术符号与价值和美学感知之 间关系的研究在莫里斯看来

是
“

开放的
”

， 符号学和价值学只是这一研究 的
“

代理人
”

（ ａｇｅｎｃｙ ） 而 已 ？
。

如果某事物成为美学感知 的对象就可 以被称为艺 术品 ， 那么艺术家可 以通过

塑造事物来促进 、 深化和完善美学感知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莫里斯认为 ， 在

某种程度上 ，

“

没有什么事物不能被称为艺术品
”

， 没有什么媒介不能为艺术

所用 。
？ 甚至生命过程本身也能成为艺术 。 当生命过程成为

一

件艺术品 ， 艺术

和生命的对立 ， 也就是美学意义上显示的价值和控制 、 价值和拥有价值的行

动之间 的对立 ， 就不复存在 。

综上所述 ， 艺术作为
一

门特殊的符号语言 ， 是
一

种指谓价值的像似符号 ，

是
一

种交流价值的语言 ， 是美学话语主要关注的对象 。 美学话语与科学话语

和技术话语并列为人类符号活动的三种 主要话语方式 ， 可 以从美学符形 、 符

义和符用的角度进行分析 。 艺术作为具有像似特征的符号 ， 主要体现对象价

值 、 操作价值或设想价值 。 不论其形式是语言 的还是非语言 的 ， 它都主要 以

评价的意指方式进行意指 ， 具有帮助符号使用者进行选择 的估价用途 。 艺术

家通过艺术符号 ， 与符号使用 者建立联 系 ， 实 现人类交流的三种主要功能 ：

对价值的交流 ， 对美学话语的发展 ， 对人类精神生活的 丰富 。

正如莫里斯和汉密尔顿在回应别人对艺术符号理论的批评时所说 ，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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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传播符号学 ２３９

早期用来解释美学的符号学还 只是
“

谈论艺术的一种
一

般方法
”？

， 所 以还有

许多点没有得到阐述 ，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 当 艺术作品被称为像似符号

时 ， 什么样的特征可以被认为是像似特征 ？ 需要具有多少这样的特征 ， 符号

才能被称为像似符号 ？ 像似符号和非像似符号如何区分？ 莫里斯的符号理论

认为符号必须有指谓对象而不必有指称物 ， 但他又认为像似符号的符号载体

总是在它 自 己的指称对象中 ，
也就是说 ， 像似符号必须要有至少

一

个指称对

象 。 这
一矛盾如何解决 ？ 虽然符号学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用来解读艺术符号还

可以讨论 ， 虽然像似符号在艺术中的地位 、 作用 和起效方式还可 以讨论 ， 但

符号学毫无疑问为如何分析艺术作品
“

提供了可能的框架
”

？
。 确实 ， 当艺术

无所不在 ， 包围人们的生活时 ； 当艺术融人数字技术 ， 出 现新的形式 ， 越来

越远离物理世界时 ； 当艺术感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 人们的表意形式越来

越丰富时——在这样的时候 ， 从符号学 的角度解释艺术 ， 将艺术看作
一

门 交

流价值的语言 ，

一

门人类话语方式 中必不可少的语言 ， 探讨艺术符号与媒介 、

艺术符号与对象 、 艺术符号与使用者之间 的关系
——

莫里斯几十年前的这个
“

可能框架
”

毫无疑问可 以成为出发的起点 。

作者简介 ：

胡光金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①Ｃｈａ ｒ ｌ ｅｓＷ．Ｍｏ ｒｒ ｉ ｓ８＾Ｄａｍａ ｌ Ｊ ．Ｈ ａｍ ｉｈｏｎ ，
＊ ｌ

Ａｅ ｔｈ ｅ
ｔ

ｉｃ ｓ
，Ｓｉｇｎｓａｎ ｄＰｈ

ｉ
ｌ ｏｓ ｏｐ ｈｙａｎｄ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 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ｅ ｓ ｅａ ｒｃｈ ？１ ９ ６ ５ ，２ ５ ／３ ， ｐｐ．３ ５ ６

—

３ ６ ４ ．

②Ｃｈａ ｒ ｌ ｅｓＷ．ＭｏｍｓＳ
＊Ｄａｍａ ｌ Ｊ ，Ｈ ａｍｉ ｌ

ｔ
ｏｎ ，

ｕ

Ａｅ ｔ ｈｅ ｔｉ ｃｓ ？Ｓｉｇｎｓａｎ ｄ Ｉ ｃｏｎ ｓ
Ｍ

？Ｐｈ
ｉ
ｌ ｏ 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 ｌｏｇｉｃ 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 ｃｈ ＾１ ９ ６ ５ ，２ ５ ／３ ＊

ｐｐ
．３ ５ ６

—

３ ６ 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