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西尔 （Ｅｒｎｓ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广将人类称为符号的 －

动物 ， 从制造和使用符号的角度揭示了人类文明

的特殊性 。 人类文化史也常常被视为
一部符号演

化史 ，
经历了

一

个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 ，
而贯穿

这个进化过程的主线是语言符号 。 在许多传统的

符号学家看来 ， 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文化最独特

也最高级的符号系统 。 正如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 所说 ，

“

语言符号系统是所有符号系

统中最重要的
”［

１
］
３Ｍ８

。 尽管语言符号的重要性几

乎是一种共识 ， 但从西方语音中心的立场来说 ，

这种重要性主要指
“

口头的语言
”

而非
“

书写的

文字
”

。 索绪尔认为 ，

“

后者唯
一的存在理由是在

于表现前者
”［ １ ］

４７

。 众所周知 ，
索绪尔将他的研

究范围界定于
“

表音体系 ，
且是以希腊字母为

原始型的表音体系
”［

１
１
５ １

。 这种界定是 自 亚里士

多德 以来司空见惯的西方语音 中心传统 。 黑格

尔认为 ，

“

拼音文字 自在 自为地更符合理智 的要

求
……而象形文字语言只有对中 国那样精神文化

处于停滞状态的民族才是适合的
”
［

２
］

。 卢梭持几

乎相同看法 ， 他将汉字视为仅仅 比最原始的描

画物体高级的第二阶段 ，
而字母文字对应文明

社会和秩序
［
３

］

。 此种文本称之为
“

符号达尔文主

义
”

的论点并非仅仅来 自对汉字文化缺乏足够

理解的西方 ， 也来 自于受西方启 蒙的中 国近现

代知识分子、

从蔡元培到吴玉章 ， ２０世纪初 ， 许多代表中

国文化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 ， 汉字与中 国的

落后有某种必然联系 。 这种质疑声音中最极端也

最著名 的莫过于文学家鲁迅所说的
“

汉字不

灭 ， 中 国必亡
”［

５
］

。 此后 ， 政府还曾两度通过行

政力量来推动汉字的拼音化发展 。 回看历史 ， 汉

字消亡论的危机史似乎暂时已经过去 ； 西方语音

中心主义论者对汉字的刻板成见似乎也在德里达

《论文字学》 为代表 的论述中得到 了 有力 的 回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８

－

０ １
－

１ ４

基金项目 ： 国

＇

家社会科 学基金 重 大项 目
“

当今中 国文化现状与 发展 的符号 学研究
”

（ １ ３＆ＺＤ １２３ ）

作者简介 ： 胡 易 容 （ １ ９７ ８
－

） ， 男 ， 广 西全州人 ， 教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从事传播与符号 学理论 、 艺 术理论与 文化设

计研 究 。
１

① １ ９３６年 ６ 月 《救亡情报》 记者邓洁访问鲁迅时 ，
鲁迅关于

“

新文字运动
”

的
一

段谈话 。 后鲁迅认为这个说法与 自 己的原话有

出入
，
但鲁迅在其他文中也多次有类似观点 。 如 ：

“

倘要生存 ，
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知力 的结核 ？

？ 非语文和方块字。 如果不想大

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 ，
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

（ 《且介亭杂文
？

中国语文的新生》 ） 。

！ 符号达尔文主义及其反思 ： 基于汉字
ｓ 演化生态的符号学解析
总

竺 胡 易 容

＝ （四川 大学 文学与新闻 学院 ，

四川 成都 ６ １ ００６４ ）

内容摘要 ： 语言被视为人类文明 的基础符号体系 。 长 时间 以来 ， 西方语音 中心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解释语言
拷

符号 系统 。 西方 学者将表音语言体 系理所 当然地视为文 明 的标志
，
而将汉字视为 落后、 原始 的符号形 态 。 尽 Ｊ

管语音 中 心 已经成为过去式 ， 但这种符号达 尔文主义的逻辑并未被彻底反思 。 就纯粹的符号形式特征而 言 ，

｜

汉字符号较字母文字更接近于西方符号 学家对理想符号 的构想 。 基于对汉字演化 的历 史事 实及在当前新媒介 ｜

语境下展现的适应性 ，
尝试提 出 一种 多元的符号文化生态观念 ，

并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回应 了过于简化的 ｜

线性符号达 尔文主义 。

关 键 词 ：
汉字

；

汉字符号 学 ；
符号达 尔文主义

；
图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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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显然是一种社会规约行为 。 因此 ， 汉字

Ｉ

符号的理据性与规约性并行不悖 ［
１ °

］

。容

第二种基本造字法是指事 （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ｉｖｅ ） 。 指

事者 ，

“

视而可识 ， 察而可见
”

（许慎 《说文解 ｜

字 ？ 叙》 ） 。 相对于象形文字 ，

“

指事字
”

偏向于
｜

抽象性的符号简化表示 。 指事的造字法接近于皮 １

尔斯符号分类的
“

指示符号
”

。 指示符号基于因 ｇ

果 、 邻接 、 部分与整体等关系而指向对象 。 指事 ｇ

字还包括
一

部分
“

图表像似
”

， 例如
“

三
”

字 。

思
｝

由于象形与指事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像似关系 ，
因
｜

此 ， 学者陈梦家在 《殷墟 卜 辞综述》 中将
“

象 ｇ

形
”

和
“

象意
”

合称为
“

象形
”
［

１ １
］

〇１
ＡＶ

这两种造字法都具有明显的初度理据性 。 理 １

据性被索绪尔排除在符号系统之外 ，
并被视为一

｜

种偶发现象
？Ｍ

， 但它们却是汉字造字的最基础 ｆ

的方法 。 在此之后的造字法 ， 很大程度是象形
｜

和指事两种造字方法组合衍生的结果 。析

第 三种汉字造字法为
“

会意
”

（ 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
ｄｓ ） 。

“

会意者 ，
比类合谊 ， 以见指撝

”

（许慎 《说文解字
？ 叙》 ） 。 会意对形态的依赖更

弱 ， 自 由度更大 ， 可以通过
“

比喻或类比
”

的方

法来实现意指关系 。 通常需要在使用中加以约定

才能实现意义固定化 。 例如 ： 汉字
“

酒
”

由两个

象形字组合而成 ， 分别代表
“

液体
”

和
“

容器＇

图 １ 汉字构成的
“

三书
”

与皮尔斯法的对应关系

第 四种方法称为
“

形声
”

（ｐ ｉｃ ｔｏ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 。
， ，

“

形声者 ，
以事 为名 ， 取譬相成 ， 江河是也

”ＪＳ

（ 许慎 《说文解字》 ） ； 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 冬

类属 ， 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 。 例如｜
“

樱
”

字
， 形旁是

“

木
”

， 表示它是一种树木 。

＃

形声字是汉字系统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 也是加

人
“

语音要素
”

的 阶段 。 有的字最初是完全象

形的 ， 比如
“

齿
”

，
在战 国时期加上 了表音的

“

止
”

（ ｚｌｉｉ ） 部 ， 构成了表
“

形
”

和表
“

意
”

的１ ５９

应 ［

４
］

。 但这种所谓
“

过去
”

又并未彻底成为过

去 。

一方面 ， 对于以西方拉丁字母为基础建构

的现代符号学理论而言 ，
汉字这种特殊书写形

式及其反映出来的基本符号规律依然有待深人研

究
；
另一方面 ，

汉字消亡危机更多是一个成王败

寇的
“

结果致胜论
”

。 其本质 ， 仍然是达尔文主

义幽灵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显现 。 所谓符号达尔

文主义 ， 除承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

观
，
还将符号系统的优劣转化为符号表意效率的

实用功能视角 ， 从而将文化符号化约为一种交流

工具来看待 。 正确看待当代汉字在新媒体文化下

所展现的生命力 ，
需要反思汉字刚刚过去不久的

消亡危机 ， 更需要反思这种附体于符号形式逻辑

的达尔文主义。

一

、 图像理据作为汉字构造的独特属性

在西方语言符号学研究的传统中 ， 对书写符

号重视不够的原因 ， 是表音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缺乏独立性 。 而在汉语中 ，
文字与语音之间的关

系完全不同 。 孟华指出 ，

“

汉字符号学 ， 基于这

样一种学术立场 ： 它不是把汉字看做汉语或语言

学的一部分 ， 而是把汉字看做它在与汉语 、 文

本 、 图像 、 实物 、 标记 、 仪式等各种符号的异质

关联中发挥作用的独立符号系统 ， 或者说 ，
汉字

是看待汉语等其他异质符号的意指方式 。

”
【

６
］

汉字造字法的代表性观点是
“

六书
”

和
“

三

书
”
ｔ

７
］

１ １ °

。 汉字最基础也最原始的造字方法是象

形 （ｐ
ｉｃ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 。

“

象形者 ， 画成其物 ， 随体诘

诎
，
日 月 是也

”
［＼ 象形的造字方法接近皮尔斯

对像似符号的界定 。 皮尔斯认为像似符号代替对

象的特征是
“

因为与之相似
”

＇例如
“

月
”

字

像一弯明月 的形状 。 不过 ， 现实中的符号象形远

比泾渭分明的
“

符号三分法
”

更复杂 。 同时
，
需

要指出 ，
我们所指的最早汉字

——

从甲骨文开始

已经不是纯然的图像符号 。 因此 ， 尽管象形是汉

字造字的基础方法 ， 但并不都是皮尔斯所说的那

种纯粹的
“

形象像似
”

。 汉字的像似包含了大量

的抽象图表像似的简化 。 此外 ， 哪怕最基本的象

形汉字 ， 同时也必须是规约性的 。 例如许多表示

动物的名词多为象形字 。 但
“

龙
”

是人们想象的

神兽 ， 并无实物可对证。 汉字
“

龙
”

是根据人们

想象的
“

形象
”

创制 。 这个形象得到普遍化的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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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形声字是汉字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 解

决了象形文字无法系统化的何题 。 就数量上来

看 ， 形声字 占据了汉字总数的 ８５％ 以上 。

其余两种造字法分别是
“

假借
”

和
“

转

注
”

。 假借是
“

依声芘事
”

， 指借用 同音的字来

表示该字的寄义 。 例如
“

北
”

字 ， 借用两人相

背来表示 。 转注 ， 指的是意义或形态上相同或

相近的字互引 解释 。 现代汉字学者通常认为这

两种并不是原生的造字法 ， 而是字的使用 。

因此
， 唐兰又提出

“

三书
”
——

“

象形 、 象

意 、 形声
”

。

“

形 、 声 、 意
”

三个方面构成了汉字

的所有符号理据来源 ， 这三个方面引 申 的造字法

足 以解释一切中 国文字 。 其中 ，

“

象形
”

和
“

象

意
”

都是表明造字与对象之间的
“

像似
”

关系 ，

而
“

形声
”

即是在前两种造字方法的基础上增

加一个表音的组合部分。 例如 ： 江 、 河。

尽管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家对汉字系统缺乏

深人研究和认同 ， 但他们构想的一般符号系统

理论却试图包涵并解释
一切人类表意符号 。 相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对象局限 ， 皮尔斯的符号学

以形式逻辑为基础
，
他从更广义的符号角度 出

发提出 了
一种不同的

“

完美符号
”

观念 。 他认

为完美的符号应是像似符 （ ｉｃｏｎ ） 、 指示符 （ ｉｎ
？

ｄｅｘ ） 、规约符（ ｓｙｍｂｏ ｌ ）三种形式

“

尽可能均匀

的混合符号
”

（

“

ｔｈｅｍｏｓ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ｏｆｓｉｇｎｓ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ｗｈ ｉｃｈｔｈｅｉｃｏｎ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ｉｃａｌ
，ａｎｄｓｙｍ

ｂｏｌｉｃｃｈａｒ
？

ａｃｔｅｒｓａｒｅｂｌｅｎｄｅｄ ａｓｅｑｕａ
ｌｌ
ｙ
ａｓ

ｐｏｓ ｓ
ｉｂｌｅ

＂

）
【

｜ ２
１

〇从

符号形式来看 ，
汉字符号比字母符号更接近皮

尔斯对完美符号的构想 。

二、 图像理据与汉字演化的
“

符号均衡体系
”

（
一

） 理据性的 自然衰落与符号系统均衡

世界现在有的主要文字系统大都经历了原初

理据的衰落和使用理据的兴起 ， 但它彳ｎ各 自 的进

程和方式并不相同 。 赵毅衡指出 ， 中文实际上沿

着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 ， 从像似符号演变成指示

符号 ， 再演变成规约符号 ［

１ ３
］
８９

。 和拉丁字母与象

形文字断裂的历史不同 ， 汉字经历的甲骨文 、 金

文 、 篆书 、 隶书 、 楷书的渐进演变有一个相对连

续完整的脉络 。 甲骨文中 ， 很多字因象形而残 留

有较为明显的图像性痕迹 。 从金文到小篆 ， 这种

图像性逐渐让位于书写的规范造型 。 镌刻在金属

器皿上的文字排列整齐。 单个汉字的形态不再用

以与对象物发生直接关联。 小篆普及之后 ，
汉字

的造型系统进人了一个更为稳定的阶段 。 此后两

千年 ， 汉字的字体变化都是微小的 。 汉代通行的

隶书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识别困难。

汉字符号系统演化史此后的重大波动多与
“

声音
”

有关系 。 古代中 国汉字没有字母型的注

音系统 ， 上古音 （先秦两汉 ） 的声训通过汉字同

音 、 双声 、 叠韵 、 音转相近来记录汉字的发音 。

相传唐末守温和尚根据当时汉语声母的实际创制

了
“

三十六字母
”？

。 至此 ， 汉字形成了
“

形 、

音 、 意
”

的三元结构结合体 ， 与皮尔斯符号类型

的
“

像似 、 指示 、 规约
”

有某种不严格的对应关

系 。 比如 ，

“

形
”

的 要素以 图 像性主导 ， 而
“

意
”

着重汉字的指示对象 ，

“

音
”

这个要素偏向

规约主导 （除了少部分象声词之外 ） 。 这种三元

结构符号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 这使得汉字能连接

不同 口音的方言 ， 也能传承不同时代的文化 ， 而

且具有跨时空的传播能力 。 加拿大学者伊尼斯的
“

媒介偏倚论
”
％将媒介分为空间和时间两种 。

其 中 ， 声音是一种空 间 偏 向 的 不稳定传输介

质
， 因而表音文字在历时性过程中趋 向不稳

定 。 巴别塔寓言正是字母世界这种分离性的写

照 。 而汉字书写介质的稳定性让这些不同 口音之

间具有交流的基础 。 因此 ， 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

空间距离 ， 汉字主导的文明始终具有强大的向心

力 。 在 中 国历史上 ， 鲜卑 、 蒙古 、 满等少数民族

曾经入主中原 ， 却不得不学习汉字 ， 以融人汉字

主导的文化系统 。

（二 ） 汉字符号对完全表音化的
“

系统免疫
”

及至近代 ，
汉字的表音化发展仍然没有停

步 。 这种发展一方面受到语言符号系统化的内在

驱动 ， 另一方面也受到外来语言系统的冲击。

在中西交流过程中 ， 汉字的拼音化有 了很大发

展 Ｄ 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 ， 通过对汉字

注音来学习 中文 ， 成为汉字拉丁化最初的源头 。

为了适应世界潮流 ， 中 国人 自 己也发起了多次

拼音化运动 。 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是 中 国人 自觉

提倡拼音化的开始 。 １９ １ ８ 年 ， 中华民 国教育部

颁布了第
一套法定的 ３７个字母注音方案 ；

１ ９２８

年又公布第
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

罗马字 （简称国罗 ） ， 用字母的拼法来表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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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调 。

１ ９３ １ 年开始 ，
红色政权区域展开了更为激进

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 相对于切音字和注音字母

的温和改良 ， 拉丁化新文字的 目标 ， 皋以苏联为

模板创制的拉丁字母替代汉字 ， 进而最终废除汉

字 。 许多文化界人士如前文提到的蔡元培 、 吴玉

章 、 鲁迅等都支持或直接参与 了汉字拉丁化运

动 。 新成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于 １９５ ５年 １ ０

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 通过 《文字必须在一

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的报告
［
丨 ６

】

〇 中央政府于 １ ９５６

年 １ 月 指示 ， 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 的拼音方

向 。 不过 ，
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 。 １ ９５ ８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了第二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

方案 。 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指出 ：

“

《汉语拼音方

案》 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 ，
它并不

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

”
Ｍ此后 ， 汉字全

盘拉丁化的呼声仅在电脑引进中国的初期短暂

出现过 。 随着五笔字型等汉字输人法的发明 ，

计算机的汉字输人速度问题得到了解决 １

１ ８
１
？

。 至

此 ’ 汉字的视觉形态得到保留 ， 规范汉字进人了

稳定时期 。

抛开历史中的特殊人为因素 ，
汉字符号的生

命力异常强大。 从符号系统的平衡性来看 ， 似乎

对完全拉丁化具有某种
“

免疫力
”

。 从符号形式

来看 ， 汉字符号
“

形 、 音 、 意
”

构成的均衡状

态
， 接近于皮尔斯所设想的

“

完美符号
”

。 赵毅

衡认为 ，
三种符号类型各有优点 ：

“

像似符号使

表意生动直观 ， 指示符号使对象集合井然有序 ，

规约符号让表意准确有效 。

”
［

１Ｗ７

反之
＇

， 过分偏向

其中一种特质 ， 都会破坏图像符号在释义上的
“

弹性＇ 符号均衡观念可作如下解读 ： 过度像似

的符号缺乏释义的
“

距离
”

， 其极端形式是
“

复

本
”

； 过度指示的符号意图定点过短 ， 又会导致

无限衍义的失败 ， 最终使人们失去对符号意义的

自 由
“

想象
”

。 第三种 ， 纯粹任意武断的规约符

号 ， 因其抛弃 了原始理据及其使用的历史惯

性 ， 而不利于文化符号与
“

语境
”

建立充分关

系 。 彻底放弃汉字符号
“

形 、 音 、 意
”

中任何
一

个部分
，

都将导致原有系统的整体性崩溃 。 汉字

对拉丁化的这种免疫力显示出 ， 汉宇符号系统作

为
一种文化形态具有 自适应 （ Ｓｅ ｌｆ－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胃

特性 。Ｉ

（三） 视觉符号的 自我呈现性 ： 汉字符号的 ‘

文化衍义与反哺｜

汉字的
“

形
”

还成为它发展出独立艺术形式
｜

的条件 。 汉字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使得这种符号具 牽

有强大的 自我呈现力 ， 进而形成对汉字文化传承 Ｓ

的另一道保护机制 。 伽达默尔在讨论
“

纯符号
”

ｆ

和具有像似性的
“

图式表达符号
”

时指出 ， 由 旱

于语词等
“

纯符号
”

无法构成对象的摹本 ，
在

￥

完成表意之后 ， 其 自身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 因而
Ｉ

“

自 我消融
”
 ［

１ ９
］

。 朗格 （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Ｌａｎｇｅｒ ） 曾提 演

到
，

“

词仅仅是
一个符号 ，

在领会对方的意思 Ｉ

时 ， 我们的兴趣会超出这个词本身 ， 而指向它的 ｜

概念。 词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 ， 它的意义存在于
｜

它 自身以外的地方 。

一旦我们把握了它的 内涵 ，

｜
或识别出属于它的外延的东西 ， 我们便不再需要 ￥

这个词了
”
？

。 这类所指优势符号的表意过程 ，

可以形容为
“

得鱼忘筌
”
——随着符号表意推进

和实现 ， 符号使命就终结 、 消融了 。 而汉字作为

具有像似性的
“

图式表达符号
”

， 则具有 自我呈

现的特质 。 这种特质在汉字符号中体现为书法艺

术 。 书法作为艺术保留 了传统毛笔和手写的形

式 ，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汉字的连续性 。 书法艺

术学习者的训练过程 ， 包括对秦以来的篆 、 隶、

行 、 楷 、 草诸种字体的反复观摩临习 ， 使得古汉

字的书写特征性被这种艺术形式一代代传承 。

书法艺术具有的收藏价值 ， 使得汉字文化历

代书写的原貌得以最大程度的保存 。 其中 ， 值得
—提的是汉字刻印艺术 。 因为多用

“

篆书
”

字

体 ， 印章艺术又称
“

篆刻
”

。 由于印章的石刻材

料与中 国最古老的 甲骨文在技术手段与书写形式

上都相当接近 ， 很大程度上再现了古代书写形式

的特征 。 此外 ， 印章作为一种装饰性视觉艺术 ，

特别注重图像性表达 。 其中 ， 肖形印是
一种尤其

突出图像性的专门类型 。

由上
， 汉字符号系统衍生出的这套视觉艺

术表意系统 ， 在无形中构成了汉字符号形态传

承的媒介和抵御变化的
“

保护层
”

。 这也是拼音

化无法取代汉字的又
一重要因素 。

① １９ ８４年 ９ 月 ，
五笔字型汉字编码输人法在联合国做操作演示 ，

达到每分钟输人 １２０个宇的速度 ， 每个汉宇及词组的输人最

多 ４键 。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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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对汉字这种
“

形 、 音 、 意
”

符号结

构平衡性的打破进行了大胆的实验 。 值得
一

提的

是著名 艺术家徐冰 的两组作 品 ：

一件是 《天

书 》
［
２ １

］

，
另
一

件是 《地 书》 。 １ ９８７到 １ ９９ １ 年间
，

徐冰以汉字笔画为构成
“

原料
”

自 创 四千多个

字 ， 而这些字没有
一

个是可释读的 。 它们抽掉了

汉字的指示性 ， 也抽掉了汉字意义的规约性
一－

因为无人能懂
，
留 下 的仅仅是汉 字的

“

视觉

性
”

。 这种抽离再次印证 ， 汉字作为
一个

“

形 、

音 、 意
”

的有机 系统 ，
无法被拆解开来 。 ２０ １ ２

年
，
徐冰再次以

“

字
”

为题材 ， 创作了
一

部几乎

人人都能读懂 的表情包 （ ｅｍｏ
ｊ
ｉ ） 视觉符号叙述

作品 《地书 》 。 地书是 由 日 常使用的图标写成小

说 。 正如艺术家在书中 自述
，

“

这本 《地书 》 跨

越语言 ， 人人 能 懂 ，
它平等 的 对 待 每

一 个

人
”
ｐ

２
１

。 这走 向 另一极端的作品抽去 了汉字的
“

形
”

， 保 留 了人们 日 常生活中的符号规约
——

“

意
”

。 这些抛弃了汉字
“

方块字
”

形状特征的符

码虽然能作简单表意 ， 却失去了汉字的文化功

能 ， 因而只能是艺术家的
一

次实验品 。

汉字符号的张力是由多层面的文化语境构成

的复杂体系 。 它并不简单排斥外来文化或新的事

物
， 而是用它 自身的机体消化 、 吸收 、 转化并生

成新的符号个体 。

三、 数字媒介文化与汉字图像性的融合

这里所说的新媒介文化 ， 包含了当前数字化

发展的两个语境 ：

一

是以 网络和数字化为背景 ，

尤其是Ｗｅｂ２ ．０ 以来的交互传播 ， 即 《连线 》 杂

志所说的
“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
 ［

２ ３
１

； 另
一

个

体现在媒介内容
“

图像化
”

读图的时代 ， 不

仅包括图像的数量 ， 也包括社会文化景观的根

本构成方式 。 汉字 因 自 身图像理据而与上述新

媒介文化发生了奇妙融合 ， 并衍生出具有时代特

征的新符号 。

（

一

） 原初图像理据的召唤

图像是数字媒体语境下的符号消费需求 ， 而

各种设计行业是满足这类需求的主要生产方式 。

汉字的图像理据特性使得它内 在地具有空间构成

效果 。 视觉传达在中 国兴起后 ， 与汉字发生了有

趣的结合 。 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在利用 了汉字的图

像性的同时 ， 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汉字几乎已

经被遗忘于演化历史中的图像性 。

现代汉字中象形文字有 ４ ３２个 ［

＇ 其中独体

字 ２０ ８个％ 。 现代设计艺术常借用这些易于识别

的原始汉字来表达图像意涵 。 这是汉字在平面

设计中不 同于西方字母文字设计的特别之处 。

在汉字语境下成长的中 国设计师常常会通过现

代设计手段唤醒汉字中 已经沉睡 的原始图像理

据 。 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 ， 例如 中 国著名

设计师王 序擅长用写实的对象物来构成传统汉

字 ， 他创作的汉字主题海报 ：

“

串
”“

爪
”“

丫
”

“

川
”

系列作品 ，
以未加修饰 的 自 然物作为设计

要素 ， 保 留原始 的质朴与粗矿 ，
试图让阅读者

返 回到史前象形文字的原点来感受造字的心路

历程 ， 以表达对造字先祖智慧 的神往与 敬意

（图 ２ ） 。

更 多情况下 ，
汉字理据性所引 发 的设计创

意并不意味着完全图像化 。 因为图 像常常被理

图 ２ 招贴作品 ？

① １９９ ５年台湾印象海报联谊会的汉字主题展 。 作者 ：
王序 。 作品名 ： 串 、 爪 、 丫 、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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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
“

未经符号化处置 的 自 然对象
”

。 如果将对

象物直接置于画面而不加额外说明 ， 观者 就无

法知道表达的是
“

实在之物
”

还是
“

文字指示

符号
”

。 因 此 ，
设计者往往是 通过某种 兼有

“

文字
”

与
“

图像
”

特征 的 画 面来表 达这种
“

图文间性
”

。 这种
“

图文间性
”

有两种典型的形

式——
“

图文拼贴式
”

和
“

类文字式
”

。

“

图文拼贴式
”

是通过图像要素与 文字的拼

贴组合构成整体画面
——

这
一

类我们 可以称为
“

半图半文
”

。 典型案例如设计师韩家英为 《天

涯》 杂志设计的系列封面 。 他以汉字部首与 图像

组合构成对杂志理念和风格的诠释。 这一风格已

经成为 《天 涯 》 杂志与众不 同 的经典识别要

素
［

２６
］

。 这种拼贴样式的设计图文关系易 于识别 ，

并常常造成强烈的视觉冲突或反讽效果 。

另一种策略是
“

类文字式
”

， 是指设计师对

文字进行有保留地图像化处理 ， 既有
一

定图像化

效果 ，
又有较为明显的文字特征 。 其设计特点在

于 ， 图像与文字的有机融合 。 这种情形 ， 孟华称

之为
“

类文字
”

或
“

亚文字
”

， 并将其界定为
“

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视觉符号 ， 它们具有一

般文字的语言指涉功能 ， 但又保持了 图像性而没

有完全成为语言的替代品
”

Ｐ ７
］

。 最具代表性的是

设计师靳埭强的招贴作品 。 他的风格特征是将汉

字的视觉性与水墨画诗意地融合在
一起 。 用水墨

画来表达汉字意指对象的形态 ， 并保留汉字结构

的识别性特征 ， 形成浑然一体的新特征ｐ
８

ｉ

。 其最

终 目标并不是回归汉字的原始形态 ， 而是唤起人

们对汉字的
一

种意境和视觉美感 。 因此 ， 设计师

运用艺术化的视觉对象——中国水墨画
——

作为

图像性要素参与画面设计之中 。 他的招贴设计 ，

唤起汉字原初理据性的同时 ，
赋予画面传统文化

意境之美 。 由此 ，
图与词的冲突得到了最大程度

的消解 ，
整个视觉画面在一个更大尺度的格式塔

中达成了和谐之美 。
．

（
二

） 使用理据与再符号化 ： 读图时代的汉

字衍义

汉字的图像性有两层含义 ，

一

是指汉字造字

法则包含像似性理据 ；
二是汉字作为书写符号的

视觉结构特性
——

我们通常称汉字为
“

方块字
”

即是指这种视觉特性 。 这些特性对汉字与新的设

计文化融合产生了直接影响 。 视觉传达设计者可

直接利用汉字的形态特征 （而非初度理据 ） 对汉

字进行
“

再语义化
”

， 其原理与原初造字是相同

的 。 例如 ， 北京 ２００ ８年奥运会的标志设计 采用

了中国印章艺术的
“

肖 形印
”

手法
， 同时将北京

的
“

京
”

字处理为一个奔跑舞动的人体 。 该作品

被命名 为
“

舞动 的北京
”

。 这个创意并不是对
“

京
”

字原初图像理据的再现 。 汉字
“

京
”

为象

形字 ， 本义为
“

人工筑起的高土堆
”

， 在 甲骨文

中的写法为
“

ｆｔ
”

。 奥运会的标志设计因视觉形象

而赋予了
“

奔跑和舞动
”

的新含义 ， 是再度符号

化的表现 。

在拉丁字母 中
，
图像化的 设计也很常见 ，

但单个字母意义通常不确定 ， 因此通常意义不

会固定化 。 与拉丁字母不同 ， 单个汉字 的意义

相对明确 ，
因此这种图像化 的手法就有可能让

汉字因新 的视觉呈现和反复传播而获得较为固

定的新含义 。 这种情况在网络媒体文化 中尤其

明显 。 近年 ， 许多古老的生僻汉字被网友们根

据字型演绎出新的 含义 。 这种演绎并不是回到

原初的某个理据对象 ， 而是依据受众的认知在

网络新媒体文化语境中进行投射 。 特别典型的

案例如 ： 汉字
“

冏
”

（
ｊ
ｉ６ｎｇ ） 为象形文字 ， 像 窗

户之形而表达
“

光明 、 明亮
”

的意思 。 这个古汉

字在现代 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极低 。 经过汉字书

写的演变 ， 由 甲 骨文的 圆形窗户 演变为方形字

体 ， 使得这个汉字有了新的视觉特质张沮

丧的脸 ，
从而在视觉图像性主导的网络文化中被

广泛使用以表示
“

伤心 、 沮丧 、 难堪
”

等意思 。

其具体用法类似表情符号
“

ｆ ｜

”

，
并与字母组合

成
“

冏 来象形
“

失 意体前屈
”

的 整体姿

态 。 该字 以其象形性在 网络上迅速传播 ， 还诞

生 了诸多视觉设计应用 ， 如 Ｔ
－

ｓｈ ｉｒｔ 、 动漫形象等

流行文化设计作品 （图 ３ ） 。 目前 ， 网络交流平台

上
“

冏
”

几乎成了一个通行字 。 不仅如此 ， ． 影视

作品的传播 ， 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迎合受众 。 ２ ０ １ ３

年中国喜剧电影 《泰囵》 讲述主人公
“

窘迫
”

的

境遇 。 显而易见 ， 这里使用的不是
“

冏
”

字的本

义 ， 而是网民和网络流行文化对
“

囵
”

的新语义

（图 ４ ） 〇

？？？ 固
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体

图 ３ 汉字
“

冏
”

的字形在不同字体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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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电影 《泰冏》 官方海报

汉字
“

冏
”

的重新赋义代表
一

批汉字在图

像时代参与到 网络社交媒体的
“

类文字
”

造字

运动 当 中 。 网络传播与视觉主导的文化共同创

造了符号涌现的
“

文化原子汤
”

， 提供了 网 民 自

由创想空间
一－

这是
一个人人可能成为仓颉的

时代 。 近年
一种被称为

“

火星文
”

的网络语言

在中 国 大陆流行开来 。

“

火星文
”

是对在 网络语

境下生成的语言符号的戏称 ， 它混合了 简体中

文 、 繁体中文 、 生僻字 、 韩文 、 日 文 、 英文及

各种表情符号 、 图像符号 ， 还不时夹杂方言等

构成的符号综合体 ［
３ °

］

。 网络上甚至提供了
“

火

星文
”

转换器
［

３
１
］

。 例如 ， 输入如下语句 ， 可 以

通过在线火星文转换器生成
一

些只有年轻人乐

意阅读的奇怪混合文字 ：

中文 ：

一位 网名 为 小薇的 ９０后女孩就选择用

这种备受年轻人热捧的 火星文做会议记录 。

火星文 ： 粑①＜
立蜗 Ｍ ｉｆｉ ｇ爲小、薇約软零后李

孩蹴選蘀用這種俗綬婶輕 ｛ 熱捧釣炚 伩 Ｙ故

會議汜ｍ 。

火星文是一种未经时间检验的小众群体语

言 ， 属 于青年亚文化现象 。 其中 ， 视觉性不仅

是
“

火星文
”

文字的重要法则 ， 也是 网络时代

的符号涌现动力机制 。 从文化特质来看 ， 它既

吻合了青年人对视觉 的直观需求 ， 又 因 自身 的

古老渊源而提供了一种独特 、 另类气质的距离

感 。 某种意义上说 ， 汉字的符号特质与 当代 中

国 的青少年视觉文化具有 内在契合 。 在英语成

为世界性交流工具的 同时 ， 汉字在青少年中仍

然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文化价值 。

综上 ， 读图时代重唤起 了汉字的图像性特

征——汉字 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

的各个领域 。 自 由 网络世界更提供了 一个汉字

初创时期的
“

原始汤
”

。 汉字的 图像性在网络媒

体的新创词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并且融入了网

络文化内容的新特质和现代视觉设计的内涵 。 汉

字符号体系正在与图像时代的新媒体文化 ， 融汇

成
一道新的传媒符号景观 。

四 、 结语 ：

“

理想符号
”

的言说语境

在文化发展史 中 ， 汉字符号系统数千年演化

历经了朝代更替 、 文化形态变化 、 技术变革冲

击 。 在理论史中 ， 东西方都曾 以符号形态的功能

主义尺度来评价汉字符号的优劣高低 。 然而
，
每

一种符号达尔文主义都忽略了这种评价的文化语

境预设。 从汉字经历的历史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见

证来看 ，
它甚至远远超越皮尔斯仅从符号形式定

义的完美符号 。 由此
，
我们应当 以这样

一

种眼光

来看待汉字作为
“

理想的符号
”

， 它应是意指汉

字符号作为在 自身所处的历史 、 文化语境 中具有

的
“

自 洽性
”

。 今天 ， 汉字符号的生命力仍在

于
， 它作为

一个开放的文化生态系统 ， 不断吸

纳新兴的文化要素 。 在图像转向 以来的新媒介

文化中 ， 汉字展现出 的 良好适应性足 以佐证这
一

点 。 本文无意讨论生物学意义的达尔文主

义 ， 更非用一种汉字符号优越论来替代别的优

越论
， 而是旨在说明 ， 作 为文化依托载体的符

号是否完美 ， 不仅是指符号形式特征 ， 更是置于

文化语境下的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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