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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建 模 编 辑 论

王 振 铎

讯息本舟就是一种结构模式
，
就是一种组织 形式

。

一一维纳

我们 己经到 了可 以对由科学才智使用的各类符号的特征进行十分必要的，�� 断 的 时 候

了
。

一一查理
·

桑德
·

皮尔斯

当我们致力于建设一门新的学科一一编辑学的时候
，
刚开始

，
不能不借鉴一些相关学

科或相近学科的已有成果
。

把这些学科的某些范畴
、

概念
，
某种结构模式以及某些研究方

法
，
有选择地借用过来

，
或加以变通改造

，
或作为一种能指符号

，
来表示或指代我们考察

的新的研究对象
。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学科交叉
，
概念变异

、

结构 更 新
、

模 式 增

生
、

方法拓宽等现象
。

倘能一分为二地看待这种现象
，
不去过多苛求一门新学科必须有高

度规范化的自我封闭的严格体系
，
在一段时间内以较为宽容的态度静观其发展

，

如同对待

儿童学步那样
，
也许就是对这门新学科的莫大支持

。

这里
，
我们试图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

，
并借用符号学的方法

，

来考察编辑学的研究对

象和内容
，
从而阐明关于编辑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

在现代社会中
，
人类生活几乎整个符号

化了
。

编辑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
，
也几乎完全是 同各种符号打交道

。

譬如符号的约定
、

符

号的规范
、

符号的编码
、

符号模式的建立等等
，
都离不开编辑活动

。

有这么两首诗
，
一首是

《 我和世界的关系 �� �“
我的身份证是�����������一����号

。

�我的户 口簿编号是�������
。

�

我的购粮证号是�������号
。

�我的人事档案编号是 。���号
。

�我的营业执照是������号�
。

工

作证编号是����
。

�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

他们发给我的证件是����号
。

�我的人身保险证号

是 �了����号
。

�我的工资表编号�
。

�单位电话
� ����

。

�电挂
�

���
。

�我住在东郊新村
，
地

址
�
��幢���号

。

�我那条街邮政编码是������
。

�我的副食品供应证是���������
。

�我有一笔

小存款
，

存折号码是�嫂����韶���号
。

�今年 �月份
，
我患流行感冒住进医院

。

护士高举着注

射针
，
走进我的病房

·

她说
‘
起来

，
���一一 �号

。 ， ”
�李业松摘自 《 小说报 》 ����年�月

��日作者
�

张海迪 �

另一首诗是《中国》 � 在外国人的心 目中
。

�你是茶叶你是瓷
。

�你是泰山你是长城
。

�你是

北京的太和殿
。

�你是西安的兵马俑
。

�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

�你是盘古你是女赐
。

�你是大

禹你是黄帝
。

�你是自居易的《长恨歌》�你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历史的心 目中
。

�你是

庄子你是孔丘扬你是 《 易经 》 你是 哎通鉴 》 。
�你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
�你是夭灾人祸歌舞

升平�在未亲的心目申褚你是闷号像是叹号�你是破折号你是省略号
。

厂你是半部楷书工整
·
�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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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谨
。

�你是半部狂草虎跃龙腾
。 ”

�易汉文摘自 《 人民日报 》 ����年 �月 �日
，
作者张雪

杉 �第一首诗讲的是人已变成各种各样的符
一

号数码
。

更不要说人的精神文化
，
早己就是符

号化的东西了
。

第二首诗则是讲
“

中国
”

也被符粉
一

号化 了
，
只不过这种符号 是更为富于深

妹的象征符
一

号或审美符号
。

现代符号学便是在现代解构主义舌学影响下专门研究人类文化

符
一

号的科学
。

将它的某些观点和方法
，
用来研究文化创造

一

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编辑活动
，

探讨编辑学某一原理
，
看来不仅是可行的

，
而且是必要的

。

� 作为文化表证的符号

�
�

� 符号的概念

符号是人类创造出来用以掌握世界并借以互相交流的文化表征
。

我国古代把符号叫做
�

指
”

或指
“ 一

号
” 。 “

物莫非指
，
而指非指

，
天下无指

，
物无可以谓物

。 ”
� 《 公孙龙

·

指物论 》 �世间万物没有不是用指号来指称的
，
但是指号本身并不是它所指称的东西

。

天

下万物如果没有指号来指称
，
万物也就无法称其谓万物

�

人类创造出文化符号
，

谬裕号指
，�

称万物
，
便是

“
以人文你治天下

” 。

就象生命离不开 日光
、

空气和水一样
，
人类生活离不开

， ’

各种各样的符号
。

特别是精种生活
，
可以说整个建 立在各种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扩渗透在由

一

符
一

号所表示和象征的文化内容之中
。

符号具有一种魔幻般神奇的功能
，
可以使人类借助它

�

进行思维
，
借助它认识客观世界

，
借助它实现传达和探求

，
并借助它完成接奎和理解厂使

不同个体的思酿和情感切合起来
，
并协调行为

，
从而造成一个人类共通的文化符号禅界

·

人类的全部精神或灵魂便生生不息地活跃在这符号世界之中
。

狂是汀
一

号才使人类有护文化
，

从而与动物界区别开来
。 ‘ ’

一
通常

，
人们在习惯上把代表某一事物或某种关不的信号或象征物称为符号

。

件慎《说
文灯字 》 云� “

符
，
信也

。 ”

段玉裁注日
� “

符以代古之圭璋
。 ”

我国古代
，
人们为表示

��汉方交流的重视角互相信托
，
特制一秒叫做 琳

’

的信物
。

这种东西
，
可以一分为二

，

也可以合二为一
，
或用竹木

、

或用全石
，

‘

制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
使用用于各种 不 同 的 场

合
，
如军事

、

外交
、

约法
、

传令等等
。 一

搜
、

民间
，
则往往互赠信物

， ，

作符以护身
、

守门
、

驱

鬼避邪
、

祝福
、

祈降祥瑞等
，
故有 一审于符者

，
怪物不能惑也

”

之说
。
这些情况说明

，
符号曾

经是古代的人们肘来表达意愿毛交流思想
、
确认某种事情或执行某种指令的有特征的信物

。

但是
，
我们在送里所说的 产符号夕

，’

不是指一般的信物而言
。

也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

记号
、

信号或代号
。

遮号是帮助记住某事的标志
，

信号是引起有关某事的信物
，

代号是代

替某一事物的标号
。

这些都是暂时的
、

简单的
、
办 别的外弟规定

，
不是具有内部 自生能力的

、

长期普遍通用的符号系统
。 ’

这里所说的符号是指象语言
、

文字那样
， ‘

由社会集 体 约 定 形

成
、

具有长久生命力 、 内部自有编码规则的符号系统
，
即人类专门创造的用以掌握世界并

借以互相交流的文化表征
。

这是符号科学关于符号约基本概念
。

研完符
一

号的学问
，

在我国

古代叫做
“

名学
” ，

或
“
指物学

” ，
是研究名

一

与实
，
指称与被指称之间关系的学问

。
因此

，

也有人把符号学翻译为指号学
。

现代西方符号学
，
则是从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角度广泛研

几

究各种符号系统的科学
。

查理
‘

桑德
·

皮尔斯认为
�

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
， ‘它对于某干

人来说
，
是以某补关系或某种能力存在的某种事物

。

它求助于某个人
、
也就是说

，
它在廷

个人的精神之中创造一种等值的符
一

号
。

有时是创造一种更为发展的符号
�

它们创音的这千
一

���
�



节号
，
我称之为是第一个符号的解释者

。

符号在此是为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而存在的
。 ’ ①

�
·

索绪尔认为
，
符号学虽然可能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

，
但 是

“

语言比 任何东西都更

适宜于使人了解符号学的性质
。 ……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

。 ” ②语言符号的能
指与所指

、

代码规则与符号模式等
，
都是符号学的典型内容

。

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
·

卡西

尔则用人类学眼光看待符号间题
，
他说

� “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
来取代把人

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 ” ‘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
，
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

新路一一通向文明之路
。 ” ③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

·

怀特更强调符号在文明人形成过程中

的意义
， ’

他认为
� “

所有人类行为都起源于象征符号的使用
。 … …正是由于使用了象征

号
，
所有的文明才被创造出来

，
并得以保存

。

正是象征符号� 它把人类从一个婴儿变为成

人石 ” 、

充分肯定人类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的文化历史意义
，
把符

一

号学关于语言
、

文字等具

体的科学研究推向宏观的普通符号学的理论层次上来探讨
。

� 我们在这里既借鉴普通符号学的某些理论观点
，
又借鉴语言符号学的某些方法

，
特别

是借重语言符号的符号一一文字符号
，
以及其它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

、

数理符号
、

音乐符

号
，
以勇于电子计算机操作符号等现代化符号系统

，
来考察人们的实际编辑活办 探讨编

辑活动与种种文文符号系统的产生构成和传播应用是怎样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
。

这样
，

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编辑活动
，
分析编辑现象

，
从而归纳出某些规律性东西

。

�
。

� 符号的产生
，

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是人类特殊的智能
。

这种智能的发达和展示
，
取决于社会活动祖

思想交流的需要
。

社会生产劳动要求人们共同协作
， ‘

共同协作促使社会交往的机会增多
。

在社会交往中厂
“
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

。 ” �
，

恩格斯
� 《 自然

�

辩正法》 �于是 ，
语言便产生出来

。

鲁迅先生也说过
� “

我们祖先的原始人
，
原是连话也不会

说的
，
为了共同协作

，
必需发表意见

，
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

。 ”
所谓

“ 复杂的声音
” ，

至

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音
。
最初是代个声音代表一个符号

，
比如 “ 鸟 ” 、 “

树 ” 是两个符

号
。

原始人要表达
“
鸟落在树上

”
的意思

，
便把这两个符号连接在一起

。

于是
， “

他们发
�

现
，
把两个不同的符号结合到一起

，
便传达出一种新的含义

，
并且能够提供一种交流感情

，

思想
、
事实的新方法一一一加一等于三一一正如在其它交流系统中那样

。 ” ④这就创造出录
初的语言符号

。
语言符号的产生就是出于社会协作的需要

，
出于生产劳动的需要

，
同时也

是出于人的内在精神表达的需要和思想交流的需要
。

斯大林说
� “
息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

要的
，
因为没有思想交流

，
便不可能使人们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

，
在为生产必需的物质财

富的斗争中协调共同活动
，
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为中获得成功

，
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

生产本身的存在
。

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的语言
，
没有社会组织成员共同的语言

，
社会便会

停止生产
，
便会崩溃

。 ”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间题》 �人类创造了语言符号
，
语言符号也

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

并且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语言符号 自身又会不断地丰富和更新

。

如果说语言符号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第一次大飞跃
，
那么

，
文字符号的产生则是

人类社会文明的第二次飞跃
�

相传
，
我国以有形符号记事的历史十分久远

。

伏羲氏就以天

象地理鸟兽之文为模本
，
作易八卦

，
用来记录并推演吉收矿神农氏以绳结为记事符号来管

�

准国家事务
。 欲

八卦可能是我国古代的结绳符号
，
类乎秘鲁的

， “
打结语

” �

后来
，
皇帝的

·
���

�



史官仓领在前人基础上创造性地用刀刻的文字符号来记事
、

记 言
。

许 慎 《 说 文 解字 》 序

说
� “

仓领之初作书
， �

盖依类象形
，

故谓之文
，
其后形声相益

，

即谓之字
。 ”

这就是说
，

早期的文字
，
仅用 于记事

，
还只是图画文字的性质

。

后来 文字与语言结合
，

有了声音
，
才

成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
。

当然
，
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一旦出现
，

结合起来
，
便成 为人类文化的载体

，
成为社会交往和

人际交流的工具
，
显示出神奇般的魔力

。

古代人关 于
“
符咒

”
的传说

、 “
徽语

”
的故事

、

“
天书

”
的神话

，
都是项扬语言和文字的无是功德的

。

阿拉伯 友曾以
“
芝 麻 开 门

”
的 叫

声
，
给人们展开无限美妙的世界

。

找国古代文献记载
� “

仓领造字
，
天雨栗

，

鬼神泣
。 ” ⑤

说明语言文字作为符
一

号
，
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多么巨大的影响

。

作为人类文 化的载休和传播工具
，

除了讲言符号和文字符号之外
，
还有绘画

、

音乐
、

数理计算
、

图表
、

设计
、

电码
、

哑语
、

盲文
、

表演理序等等夺多符号系统
。

但这些符号系统
，
我们

可以看作是以语言符号或文字符 号为基础的异构形态
，
或的号变体

。

这里不去一一讨论
。

此外
，
有的现代符

一

号学家
，
还把人们所创造的服饰

、

建筑
、

工业产品
、

乃至城市
、

乡

村的环境设施
，
统统看成符号系统

。

对于这种符号系统
，
我们也故且搁置不论

，
只就最典

型的精神文化载体
，
即语言

、

文字符号
，
包括科技符 号

、

音乐符号
、

电脑符号等
，
来阐述

我们关于编辑现象的理论观点
。

�
�

� 符号的特征

符号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记号
、

代
一

号或信号
，
是因为它有 自己特殊的文化性质

。

�
�

�
�

� 符号总是以形或声
、

光或色等可被人知的东西作为媒体
，
表示一定的意义

，

即表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
、

状态及其趋势
。

没有没有意义的符号
，
也没有没有符号

的念义
。

但符号与其意义之间
，
却没有必然的关系

。

符号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由人们

在士会交往中约定俗城的
。

例如一个词与它所表示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
就是人们约定俗成

的
。

但这种约定是社会的约定
，
不同于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契约协定

。

社会约定
，
是公

约的性质
，

这种公约的中介人往往是编揖者
。

举个近代的实例
�

代词 “ 她
”
字

，
古汉语巾

没有
。

��世纪以前女性单数第三人称代词都用
“ 他

” 。 “
五四 ” 运动后

，
一些翻译家在译

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时
，
为了与男性区别

，
涌为

“
他女

” 。

鲁迅写小说时
，
则用

“
伊

”

代
“
她 ” 。

当时兼做《新青年》编辑工作的刘半农
，

在����年 �月写了一篇《 ‘ 她 ” 字问题 》 ，

提出用新造的
“
她 ” 字作第三人称单数女性代词

。

三个月后
，

他又写了一首歌词
� 《 教我

如何不想她 》 ，
由赵元任谱曲

，
流行起来

，

便约定成俗了
。 《 荀子

·

正名篇 》 说 � “
名无

固宜
，
约之以名

。
约定俗成谓之不宜

。 ” 这是符号的基本特征
。

�
�

�
�

� 符号与它代表的意义一旦约定成俗
，
就具有

“ 词典式
”
的社会规范性

。

人们

不能随心所欲地阐粹
。

这种词典式的规定意义
，

在使用该符号的社会中
，

在传达者与接受者

双方的头脑中
，

是共同的
，
互相符合的

。

因此
，
一个符号可沟通两个黑箱式的头脑

，
实现

一定的思想交流
。

这是符
一

号的功能特征
。

�
‘
�

�

� 符号本身作为一种系统
，

它是由许多层次组成的结构
。

简单地说
，
符号结构

有符表层
「

�如语音
、

文字 �
、

规侧层�如语法编码 �
、

意义层又如想想意义 》 和模式层 �如

传播焦介 �等等
。

符号结构既能够多层分解
，
又能够多层组合

，

真有合组织性
，

能够 自由

� ��翻
‘



结合构成符号系统
，

表达复杂的意义
�

也就是说
，

符
一

号既可以结构而生成
，
又可以解成而还

原
。

在符号的结构和解构过程中
，
意义便实现了转换

、

生成和交流
、

增殖
。

因而
，
符号能

够独立地进行系统编码
，

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

如语言符号
，
拿一篇讲话来说

，
既可

分解为语体与语意
，
也可分解为句子与句意

，
又可分解为词与概念

，
还可分解为音位与更

小的意味
。

这种被分解的成分
，
还可以波重新组合成为多种不同的同

、

句子和语体
，
借以

表达各种不同的意义
。

法国语言学家洪爆特说
� “

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
。 分 正是指

符
一

号这个多层分解与多层组合的特性而 言的
。

人们可以对符 号转换形态
，

变更编码
，
使它

增生新义
，
但不能个人随意废弃或任意创造

。

�
�

�
�

� 符号在使用过程中
，
总还要借用硬性的物质外壳

，
建立一定的文化交流模

式
，

并通过这种符号模式
，

来实在其交流的功能
。

例如语体模式或文体模式
，
以及各种传播体

模式等
。

讲话是一种语言模式
，
文章是一种文字模式

，

电视屏幕则是一种音象模式
。

各种

不同的具体符号模式结合起来构成某种特定的传播媒体
，
如报纸

、

期刊
、

图书
、

电影
、

电

视
、

录音广播等等
，
这便是更高形态的符号模式

。

�
�

�
�

� 对于符号来说
，

从约定意义
、

确立规范
、

程序编码
，

一直到建立传播模式
，

社

会都要以编辑活动的方式加以审选
、

确认编排和校订
。

必要时
，
甚至还以社会行政法令的

方式进行规定与普及推广
。

这样
，
符

一

号便具备了社会特征
，
而不只是人际现象

。

当然
，
在人

们使用符号进行交际活动时
，
由于主观因素的介入和客观参照物的不同

，
符号意义也常常

发生变异
，

但是通过编辑的中介调节
，
可 以角保社会交流的正常进行

。

�
�

�
�

� 符号还具有二元性特证
。

符
一

号的形式虽然是物质的
，
并且还必需借助于硬性

物体才能保存和传播
，
但其内容却是意识的

，

即意识瓢的对象与关于对象的意识
，
符号本身

虽然是客体存在
，
但它又是主体精神所创造成的

。

一般说
，
物质可以离开意识 而 独 立 存

在
，
客体可以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

。

但符号却不是这样
，
它的生命恰恰在于主体的精神活

动之中
。

硬性的物质客体
，
不过

一

是符号的无生命的外壳
。
因而

，
符号的功能既有客观扬

逻辑的一面
，
又有主观的

、

审美的一面
， 符号的价值

，

既有可以计量计价的一面
，
又有无

量无价的一面
。

所 以
，
我们在考察符号系统的时候

，
应当十分谨镇地注意到它的二元性特

征
。

世界的物质一元性并不否认世界上某些文化创造物的二元性特征
。

文化符号就是这种

二元化的结构
。

�
�

� 符号的功能

�
�

�
�

� 指代一切
。

中国古代指号学认为
� “

物不 自指
，
唯指所能指

。 ”
事物本

身不能指代 自身
，
只有指号才能够指代事物

。

所以
，
符号的第一功能

，
便是指代一切事

物
、

关系及其与之有关的
、

概念和情东 符号称了不指代
，

自身以外
·，
自然界

，
社合生活和

意识中的一 切都能够指代
。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名学
，
有许多内容是研究给事物命名

、

定

义
，
建立符号与事物之间种种指代关系的

。

当然
，
这种指代提约走的

、 ·

习得的
，

有很大的

人为性
、

传统性和随机性
。

但是
，
既成定约

，
便有根天的稳定性

。

个人通常不能随意变更

这种既成的社会规约
，
久而久之

，

便成为传统
，
成为习惯

。

�
�

�
�

� 表示意义
。

符号的第二个功能是表示各种意义
。

意义是符号的内核 石 任

何符号都是因为被赋予了某种意义才成为符号的
。

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有两种
，
一种是逻辑

，

跪名
�



秘义
，
一种是感情意义石 逻辑意义指的是概念

、

承受
、

情趣和态度等审美内容
。

感情意义
，

感担的一 种 指 代 任务
。

符号的象征意义
，

也可

断
、

推理等思维内容， 感情意义指的是

为审美意义和象征意义
，
是符

一

号所经常

往往与特定的历史
、 ‘

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情致

相联系
，
也与特定的风俗习惯有关

。

符号的象征意义
，
有的比较稳定

，
有的随机性极强

，

变化十分微妙
，

往往因为不同主体的介入
，
而出现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因时因地

、

因情

景而变换出深浅
、 ，

高下不同的意味
，
使其审美内涵大异其趣

。

我们尝试阅读一篇科技论

文与一首抒情诗
，
比较它们所表录的意义

，
便会领略到两种极其不同的情趣

。

这两种意义

虽然可用同一户辫子号来指代
，
但因符号的文体模式有别

，
所以能使两种意义径渭分明

。

�
�

�
�

� 传播交流
，
符号的第三个功能

，
是传播交流功能

。

作为讯息载体的符号
，
不

仅是讯息的储存库
，
而且主要是讯息的运载器

。

它是一种媒体
，
能把讯息传播出去

，
并促

使讯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相互交流
。

因而
，
它也被称为传播媒体

、

交流工具
。

�
�

�
�

� 编码建模
。

符号的第四个功指
，
是编冯童寞穷谁

。

这是符号系统最情密的机

制
。

符号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指代对象
、

表示意义和传播交流的功能
，
是因为符号可以根据

自身系统的法则编制出各种不同的代码
。

不同的编码
，
便产生出不同的指代和表意作用

。

例如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便是某种具体语言的词法
、

配置功能和句法结构功能
。

它可以使

黛牙麟绘�梦
说

、

史诗
、

论文
、

科学专著
，
乃至报纸

、

期刊
、

户播
、
电视等

，
这就是文体模式 与媒体模

式
。

媒体模式可以说是文体模式的扩大与转型
，
或者说是某种讯息群的组合

，
文 化泞号的

集装箱
。

各种不同的符号系统都有建立特定文体模式与特定媒体模式的功能
。

编辑活动
，
从符号学的眼光来看

，
就是正确掌握各种文化符号

，
充分发挥符号 自身的

特性和功能
，
借以建立丰富多采的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

，
尽量满足人类社会 日新月异的文

化交流需要
，

捉进人类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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