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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非主流 、非经典 、非标准逻辑”开栏以来 ,已刊载了不少具有创新性的逻辑论文。我们将一如既往 ,以一种开放

的姿态支持作者们继续推进逻辑学的探索性研究。本期推出如下三篇具有创新性的论文:

数理逻辑的基础理论之一是集合论 ,而逻辑与集合中的符号 , 都是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韦文开创性地提出符号学中还存

在着 “空符号”,并对其与集合论中的 “空集合”之相异与相通之处 ,作了探索性的比较研究 , 这对深化和完善符号学理论 , 提升

其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价值 ,都具有重要意义。罗文以中国的易经象数学为数理模式 , 在数理逻辑的相同相干推理

理论的基础上 , 提出逻辑学中还存在其它三种相干的推理理论 , 并说明此四者间存在着 “三极对立统一”的关系 , 这对扩展现

代数理逻辑的相干推理理论 , 富有启发意义。中国哲学的矛盾概念 , 既有形式逻辑的断定矛盾含义 , 又有辩证逻辑的所指矛

盾含义。何文对源于韩非的矛盾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矛盾说 , 作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 ,这对深化两种逻辑对矛盾的研究 , 都

颇有助益。

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微妙关系初探

韦世林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 云南 昆明 650222)

摘要:在继承前人对符号意义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任何符号都有符号层 、逻辑层 、学科层 、存在层这四个层面的

意义。据此 , 从符号学与集合论这两个视角来看 , 空符号与空集合虽有着的不同意义 , 但其相互间存在既相异相

通 ,又相互支撑的微妙关系。事实上 , 在逻辑层面 、学科层面和存在层面上 “任何符号系统都离不开空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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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Blank-sign” andthe“EmptySet”

WEIShi-lin

(LiteratureandNewsTransmittingCollege, YunnanNormalUniversity, YunnanKunming650222, China)

Abstract:Basedontheheritageofthestudyofthesignificanceofsignsbythepredecessors, toputforwardthesignificancethatanysign
processesthesignlayer, logiclayer, courselayerandexistlayer.Therefore, fromtheviewofthesemioticsandsettheory, inspiteofthe
differentmeaningbetween“Blank-sign” andtheEmptySet, thereissubtlerelationnotonlydifferencebutalsointerdependenceandmu-
tualinclusion.Infact, onthelogiclayer, courselayerandexistlayer“anysymbolsystemcan′tsplitfromempty-sign”.
Keywords:Blank-sign;EmptySet;symbolsystem;settheory;interdependence;mutualinclusion

　　空符号(Blank-sign),是指以空白、或间隔、或停

顿 、或距离等形态作为其符号的能指 ,而其符号的所

指 ,则需要在各个符号系统中联系实符号才能具体

显示的一类特殊符号。例如 , 绘画中的 “留白”, 口

语中的 “停顿”等。

空符号存在于任何符号系统和任何符号活动

中 ,并与符号活动里的 “实符号”相互依存、相互作

用 ,辩证统一 ,控制着符号活动的流程与节奏 , 有着

实符号不可替代的功能。

“空符号”是与 “实符号”对举的范畴 , 没有提出

“空符号”之前 ,没必要把一般符号称为“实符号”, 就

象没有发现“负数”时无所谓 “正数”, 没有发现“无理

数”不需使用“有理数”一样。

笔者自 1997年在第二届东亚符号学国际研讨

会上提出 “空符号”一说 ,已先后在四次国际性的学

术研讨会上交流过关于空符号的论文——— 《文面篇

章中的空符号及其价值》、《语流交际中的空符号及

其价值》、《建筑符号系统中的空符号与东亚文化》。

本文是参加 2007年 8月 9日至 15日在北京友谊宾

馆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

大会·汉语圆桌论坛的发言稿 , 原已被推荐进入大

会论文集(英国皇家出版社英文版), 但因忙于做课

题无时间英译而主动放弃了。经多种学术交流 , 空

符号一说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认同。

“空符号”是符号王国的一类特殊符号 , “空集

合”是集合论中的一类特殊集合。本文旨在具体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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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所探寻到的“空符号”与 “空集合”之间相异相通 、

相互支撑的密切又微妙的关系。这从逻辑层面 、学

科层面和存在层面都进一步证实了:“任何符号系

统都离不开空符号。”

一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 ,首先要对空符号和空集

合进行一番概说。

(一)空符号概说

空符号是笔者对自己所发现的一类特殊符号的

命名。我们可以相继给出空符号的如下几种定义:

1.空符号的性质定义:空符号是指以 “空白” 、

或 “间隔”、或 “停顿”、或 “距离”等形式作为符号的

能指 , 而其符号的所指需在各个符号系统中具体分

析与揭示的一类特殊符号。例如绘画中的 “留白” ,

口语中的“停顿” ,建筑物之间的 “距离”等等。空符

号存在于任何符号系统和任何符号活动中 , 并且与

所在的符号系统和符号活动里的 “实符号”相互依

存 、相互作用 ,辩证统一 , 控制着符号活动的流程与

节奏 , 共同发挥符号的储存功能 、传播功能 、认知

功能。

2.空符号的发生定义:空符号是人类每次符号

活动中都先于、早于实符号的产物。然而 ,尽管符号

活动中空符号的产生都先于实符号 , 但人们对于空

符号的感知 、认识、利用却大大晚于对实符号的

把握。

3.空符号的功能定义:空符号是以 “空白” “停

顿”“距离”等方式来分隔、提示 、衬托实符号单位的

特殊指索符号。空符号能够提供一定符号单位的形

式化的判别。

对于空符号的上述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功能定

义 ,不在这里多加阐释 ,而在下面相关论述时再根据

需要展开。

(二)空集合概说

集合是数学 、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 ,

是集合论的主要研究对象。集合可以简称为 “集” ,

这就是把确定的 、可以区分的对象搜集在一起 ,作为

一个整体看待。集合中的各个对象叫做集合的元

素。比如 ,自然数是个集合 , 自然数中的 0, 1, 2, 3,

4, …都各是自然数集合中的一个元素。集合是由它

的元素决定的 ,对于集合及其元素 ,可以采用列举法

或刻画法进行描述。

“空集合”是一类特殊的集合。关于 “空集合” ,

我们介绍几种说法:

1.“不包含任何元素的集合 , 叫做空集合 , 记做

 ” [ 1] 32;

2.“一集合可以没有任何元素 , 这样的集合只

有一个 ,叫做空集合 , 记做符号  ” [ 2] 214;

3.“不包含任何元素的集合叫空集合 , 记做符

号  ,通常可以定义为{x x≠x}。换言之 ,由于满足

x≠x的 x是不存在的 , 所以条件 x≠x定义了空集

合 , 根据外延原则 , 即集合是由它的元素决定的 , 空

集合是唯一的。” [ 2] 215

4.“我们将什么东西都没有也看做一堆东西的

总体 , 从而它就是一个集合 , 这样的集合称为

空集。” [ 3] 1

上面这四种关于空集合的说法 , 其实没有本质

差别 ,所强调的都是 “空集合里没有元素”, 既然空

集合里“没有元素”, 也就是说 “空集合”里是 “空

白”的 ,可见 , 空集合与空符号一样涉及 “空白”, 就

是在共同的都有 “空白”这一个基本点上 , 使 “空集

合”与“空符号”能够联系起来了。

(三)符号表意的四层面说

为了更利于比较空符号 blank-sign与空集合  ,

必须引进 “符号的四个层面说” [ 4] 12。笔者提出的符

号四层面说 , 揭示了任何符号都有四个层面———符

号层面 、逻辑层面、学科层面、存在层面。如若用索

绪尔的“`符号 '由能指、所指两部分组成”的视点看

四层面说 ,则 “符号”形式本身或说符号的能指 , 是

人们能够感知到的最表层———符号层面 , 而符号的

含义或说符号的所指 ,却可以是逻辑层面的外延或

学科层面的含义或存在层面的对象;如若用皮尔斯

“`符号'是由符号形态、符号对象、符号解释三部分

组成的”视点看四层面说 ,则符号形态是符号层面 ,

符号对象是存在层面的实际对象 , 而符号解释可以

是逻辑层面或学科层面或存在层面的某一方面或某

几方面的阐释。下面以 “苹果”这个汉字符号为例 ,

展析符号的四个层面。

1.苹果有 16画。

2.苹果是双音节。
符号层(语言符号)

这是把“苹果”看作符号即字样 , 1是对该符号字

形笔画而言 , 2是对于该语词符号的读音而言。

3.苹果是正概念。

4.苹果不能做关系项。
逻辑层

这是把“苹果”看作概念 , 3是对于该概念的逻

辑归类而言 , 4是对于该概念的逻辑功能而言。

5.苹果属于花红科。

6.苹果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学科层

这是把“苹果”看作具体学科的对象范畴 , 5是

植物学科对于苹果的归类 , 6是营养学科对苹果的

价值判定。

7.苹果丰收了。

8.这苹果 1公斤只卖 5元。
客观存在层

这是把“苹果”看作客观存在的实物 , 7是对于

果园的苹果而言 , 8是对于市场的苹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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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苹果不可以吃。

10.苹果无色又无味。

在符号层、逻辑层 、学

科层都成立 ,但在 “客

观存在层”却不能成立。

因为 ,当着 “苹果”作为符号层面的字样、作为

逻辑层面的概念 、作为学科层面的范畴时 ,是根本无

法吃的。但是 ,作为客观实物的苹果却是很可口的 ,

否则 , 还有谁会去种苹果或者买苹果呢?

上面的四个层面 ,是任何符号都同时具有的 ,只

要按上面的提示分析 , 都可以把任何符号的四个层

面一一揭示出来。譬如 , 符号层面为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的图案 ,该图案的逻辑层面为 “单独概念

(专名)”, 其学科层面或为工艺学的 “工艺设计成

果”或为美学的 “象征型审美对象”或为加工学的

“精致产品” 、“铜(木 、绣)制品”, 等等 , 而其存在层

面即它所代表的客观实体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

个国家。

符号的四层面说 , 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层面解

释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具体联系。现在我们先要用符

号四层面说稍微解释 “空符号”这一个符号本身的

四个层面。

“空符号”这个汉语字样 ,在我国最早见于南京

大学王希杰教授的《语言中的空符号》[ 5] , 但是 , 王

先生所说的 “空符号”一语词 , 其实应该改称为 “无

符号”或 “符号缺”或 “符号空”。 因为 , 王先生在

“符号层面”上所使用的 “空符号”这个符号 , 其在

“逻辑层面”上的概念含义是指 “应具备的某个符号

在该符号系统中偏偏空缺”, 而其在存在层面指的

则是 , 在某个符号系统中表现出符号的 “该有而未

有”现象。对此 , 王先生举了多例 , 这里仅取一二:

例一 , 人们通常知道称呼男导师的配偶为 “师母” ,

可是见到女导师的配偶却不知道该称呼什么才好 ,

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现成的语词符号是指称 “女导

师的配偶”, 这个现象说明 ,指称“女导师的配偶”是

个空符号;例二 , 汉译英时 , 只能把父亲和母亲的男

性同辈统统翻译为“uncle”,而把父亲和母亲的女性

同辈统统翻译为 “aunt”,因为英语中不区分表亲 、堂

亲 ,因此 , 汉语中的 “舅舅” “舅妈” “姑父” “姑妈”

“堂兄” “表妹”之类能够区分父系与母系亲戚的语

词符号 ,王希杰先生均认为在英语中应算做是 “空

符号”。[ 5] 21

笔者认为 , 王希杰先生上面两例说到的这些

“符号空缺”现象 , 不应该称之为空符号 , 而应该称

为 “符号空”即无符号。因为王先生所举之例 , 归根

到底是强调了实际上缺少应该有的某符号。在符号

层面上看 ,如若应用索绪尔的符号构成原理 ,王先生

例举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已经有了`所指' , 但是没

有`能指 ' ”。 既然符号生成必不可少的两个方

面——— “能指”、“所指”———已缺少了 “能指”方面 ,

那就不能生成符号 , 也就不能把该现象命名为一类

符号。更何况 , “符号空缺”现象在逻辑层面 、学科

层面 、存在层面都是指 “没有符号” , 那就从各个层

面都不能把“符号空缺”命名为 “空符号”了。而笔

者所说的 “空符号 blank-sign”归根结底在符号层

面、逻辑层面、学科层面、存在层面都是指一类确实

存在着的 “已有符号”,只不过 “空符号”的形态比较

特异而已。显然 , 笔者提出的 “空符号 blank-sign”

与王希杰先生使用的 “空符号”一词 ,虽然在符号层

面看起来是同一个字样 , 但由于二者在逻辑层面、学

科层面、存在层面都不同 , 故二者绝对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笔者在这里花笔墨辨析王希杰先生所说的“空

符号”≠笔者 “空符号 blank-sign”的原因。下面具体

论析笔者所定义的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关系。

二

空符号与空集合关系之一:貌离神合 , 相异相

通。空符号是空集合在符号层的具体形态 , 空集合

是对各符号系统中空符号的科学抽象。

依据上面的符号意义四层面说 , 空符号与空集

合可以同时得到四个层面的解释。

在符号层面上 , 空符号现象的汉语指称符号直

接就是“空符号”这一字样 , 而空集合现象的符号指

称常常借用符号“ ”来表示。二者的符号面貌差异

较大。前者是自然语言 ,后者是人工语言。

在逻辑层面上 , 空符号的含义是指 “一类以

`空白 '或`间隔 ' 或`距离 ' 或`中断 ' 为形式的特

殊符号” ,空集合的含义是指 “一类`不包含任何元

素 '的特殊集合”。但是 , 空符号与空集合在逻辑

层面上都是表示实概念、正概念 , 这又有殊途同归

之感。

在学科层面上 ,空符号是符号学研究的对象 ,空

集合则是数学 、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

是 , 二者在各自的学科里都是基本范畴。

在存在层面上 , 空符号这类现象可以存在于一

维空间 、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 、跨维空间

(虚拟空间)。而空集合现象只存在于科学研究的

跨维空间(抽象空间)。

从以上四个层面的比对中可见 , 空符号与空集

合是 “貌离神合”“相异相通”的。

理由一:我们说空符号与空集合是 “貌离”的、

相异的 ,是因为它们在符号层面上有明显的差异。

即在符号层面上 , 所有空符号都可使用一个有明显

提示性的具体语词符号形式 “空符号(blank-sign)”

来指称该类空白现象 ,而空集合采用的必须是抽象

程度较高的符号“ ”来代表一类特殊的集合。符号

形式的抽象程度不同 ,说明了符号所在的符号系统

不同以及符号对象的不同。

理由二:之所以说空符号与空集合是 “貌离”

的、相异的 ,是因为二者在学科层面上也有明显的区

别。即空符号在学科层面上只是符号学一门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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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但是空集合却同时是数学 、逻辑学 、计算

机科学多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所属学科的单一或繁

复 ,显示了空符号与空集合学科涵盖面的明显差异。

理由三:之所以说空符号与空集合是 “神合”

的 、相通的 , 是因为它们在逻辑层面和存在层面上都

有着相应相通之处 , 即空符号与空集合在逻辑层面

上都同样是实概念 ,是正概念。而且空符号与空集

合都是存在层面上的特殊 “现象”,都与 “空白”有一

定联系。

对于理由一 、理由二 , 以上的四层面分析已不证

自明 , 不需赘述。这里只对理由三稍微展开。

本文所提及的空符号 ,虽然作为符号学的学科

范畴是笔者首次发现并逐渐论证的 , 但是 ,空符号现

象很早就已出现。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 , 其实早

就在使用空符号了。试想 , 谁不会在写文章段落时

让出一些必要的空白 , 谁不会在讲话时使句子之间

有一定的停顿 ,谁不会敲电脑的 “空格”键或 “回车”

键生产出一些空白 ,所提到的这些空白都是空符号 ,

只不过 ,人们使用空符号往往是自发地而不是自觉

地。甚至 ,有的人已经感知到了空符号并且会偶尔

自觉使用 ,但是却没能够提高到符号学的理论层面

和学科层面上来探讨它。因此 ,当着我们把空符号

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分析时 ,我们就能够发现空符

号与其他学科的某些范畴有了一定的联系 ,因为 ,从

符号学的角度看 ,任何学科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符号

表现自己的理念和体系 , 即任何学科在符号层面上

都是某一个特定的符号系统 ,而我们对于空符号的

探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符号系统和任何符号活动

都必须有空符号参与(比如上面多次提到的二维符

号系统中文章文面中的天头、地脚、行距、段距 ,绘画

中的“留白” ,等等)。在符号学看来 , 广义的符号系

统固然可以是某学科或某个维度的符号体系 , 但是 ,

狭义的符号系统 ,却也可以是某次符号活动的符号

小体系(比如某一篇文章的文面符号小系统、某一

幅图画的线条、色彩小系统之类),同理可推 , 某一

个具体的集合 ,也就是狭义的一个符号系统。因此 ,

从符号学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在 “集合”

这个符号系统中 , 必须有空符号的参与 , 而 “集合”

这个特殊符号系统中的空符号 , 就具体表现为 “空

集合”。

当然 , 我们也可以从集合论的视点做另外一种

表述:任何一个符号系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 “集

合”,且任何一个 “集合”都必须有空集合 ,而符号系

统的这个特殊 “集合”中的空集合就是空符号。这

样一来 ,空符号与空集合这两个概念或说两个范畴

在相异面貌即 “貌离”之下 , 就有了内在的精神沟

通 ,即可以称为“相通”了、“神合”了。

此二者的“相通”点或说“神合”点 , 也可以概括

为我们本部分的论点:空符号是空集合在符号层的

具体形态 ,空集合是对各符号系统中空符号的科学

抽象。

三

空符号与空集合关系之二:彼此印证 , 相互支

撑。空符号在符号层面、存在层面为空集合提供了

学科性的佐证;空集合在逻辑层面 、学科层面为空符

号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部分的论证将采取“轮换论证”的形式进行 ,

即 , 对于待证的两个论题———空符号在符号层面 、存

在层面为空集合提供了学科性的佐证:空集合在逻

辑层面、学科层面为空符号提供了理论支撑。这里

不采用先论证完毕第一个论题 , 然后再论证第二个

论题的常规跟随式 ,而是采用每一个局部的小论证

或分论证都从某个侧面同时论证了两个论题 , 只不

过每个小论证的前面部分是论证第一个论题 , 后一

部分是论证第二个论题 , 以后的几个小论证也如法

炮制。这是因为 , 本部分要揭示的乃是空符号与空

集合的密切联系 ,既然关系密切 , 那就不宜于把二者

机械地截然分成互相隔离的两个大的部分各自论

证。而采用轮换论证方式 , 一可以有效避免在论证

第二个论点时过多重复第一个论证 , 二可以趁热打

铁地把空符号与空集合的联系更紧凑地揭示出来。

论证一:空符号与空集合都表现为 “空白”, 但

却在各自的系统里 “不可空缺”,这是二者在不同层

面的共同价值。

空符号作为一类特殊的符号 ,它在符号层面上

是符号王国里一个庞大的方面军 , 并且在任何符号

系统和任何符号活动中都与实符号并肩作战 , 平分

秋色。缺少了空符号的符号 “系统”是不成熟的、不

完备的、也是不成其为真正的符号系统的 ,同样的道

理 , 缺少了空符号的符号活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符号活动。至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不能

够分析出某个符号系统和某个符号活动里的空符

号 ,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 不能够因为自己没有对于空

符号的识别能力 ,一时看不出空符号来 ,就以为空符

号一定不存在。因为 , 人们还 “没有认知到”的某

物≠“不存在”该物。

空集合作为一类特殊的集合 ,集合论对之所强

调的是:每个集合中必须有空集合。 “空集没有元

素 , 所以对任何集合都可以说空集的元素是这个集

合的元素。因此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即任给集

合 A,都有   A。” [ 3] 5

“空集是集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于定

义集合论的一系列基本概念 , 进行类的运算都是不

可缺少的 , 空集直接地就是任意集合的一个

子集。” [ 6] 111

这样看来 , 以 “空白” “中断” “间隔”等作为形

式的空符号 , 其所具有的 “存在于任何符号系统和

任何符号活动中”的这个突出特性 , 就是在符号层

面和学科层面对于集合论中 “空集合是任何集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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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理念的一个有力印证。因为上面论述过 , 某

个符号系统可以看做某个集合 ,同时某个符号系统

中的空符号也就相当于该集合中的空集合。换句话

说 ,符号层面的 “任何符号系统和任何符号活动都

必须有空符号”的符号事实 , 印证了逻辑层面 “任何

集合里都必须有空集合”的规律。因此可以说 , 空

符号在符号层面 、存在层面为空集合提供了事实性

及学科性的佐证;同时也可以说 , 空集合在逻辑层

面 、学科层面为空符号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证二:空符号最主要的功能 ,是分隔实符号的

各种单位 ,即把实符号分隔出一个个的符号单位来 ,

比如 , 在长 ×宽二维空间的文章文面中 ,利用二维空

符号(纸面上的空白),可以分隔出同一个版面中的

这篇文章与那篇文章 , 或分隔出同一篇文章中的这

个标题与那个标题或这一自然段与那一自然段 ,等

等。在拼音文字符号系统中 ,空符号还必须用来分

隔语词或短语。没有空符号的分隔 , 符号单位就不

能够显现 ,当然 , 空符号在行使这个分隔功能时 ,每

个符号单位至多至少也仅仅需要一个空符号就够

了。还有 ,整个符号世界只有一类符号可以称为空

符号 blank-sign, 那就是以 “空白”为符号能指的一

类特殊符号 ,尽管空符号在具体的各个符号系统里

有不同的一些形态 , 但归根到底仍然只是式样不同

的 “空白”而已。

这样看来 , 空符号的 “每个特定的符号单位只

需要一个相应的空符号 , 就可以与另外一个同级别

的符号单位区分开来”。这一个分隔功能 , 以及整

个符号世界只有一类以 “空白”为符号能指的特殊

符号可以称为空符号的限定 ,在符号层面印证了集

合论“一集合可以没有任何元素 , 这样的集合只有

一个 , 叫做空集合 , 记做符号  ” [ 2] 214的结论。其所

强调的 “这样的集合只有一个 ,叫做空集合 , 记做符

号  ”。反过来说 , 关于空集合的上述理念 , 也给空

符号提供了逻辑层面的支撑。

论证三:空符号与空集合在各自系统中的逻辑

排序相同 ,说明了二者在不同层面的互相映照。

空符号在每次符号活动中先于实符号 , 空符号

是符号活动中的第一个符号。比如 , 在—场演出中 ,

一个个节目之间的短暂“间隔”, 是该场演出的空符

号 ,其间所表演的那“一个个节目”才是该场演出的

实符号。可是 , 在 “演出”这个符号活动中 , 第一个

出场的符号是“`大幕未启 '时的空场”这个空符号 ,

也就是说 , 在 “演出”这个符号活动中 , 空符号先于

其 “一个个节目”的实符号。空符号先于实符号的

情形 , 其实在任何符号活动过程中都是反复出现

的———乐队指挥开始时的举棒 “静场”瞬间 , 必然先

于随后的指挥棒狂舞;画家绘画时下第一笔之前 ,总

是会在其前面留有多少一点的纸面空白即 “留白”;

任何人在电脑上输入任何符号时 , 往往也会先敲几

下空格键甚至敲一下回车键 ,即生产出一些空白 ,以

便安置标题或提纲编号之类的符号。这都体现了空

符号先于实符号。即使 , 你在电脑显示屏初始光标

的位置打上了第一个符号 , 这乍看好象是实符号成

为了该符号活动的第一个符号 ,其实不然 ,实际上该

符号活动的第一个符号仍然是空符号。因为 , 电脑

早已经在页面上设置好了各种规格的页边距 , 那些

页边距 ,就是你输入各种符号的文面周边空白 ,也就

是人为生产的文面空符号 , 这些文面空符号当然是

先于你进行具体符号活动时输入的实符号的。如此

种种 ,不一而足。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空集合在任何幂集中都

是第一子集。先说幂集———“某集合 S的所有子集

合汇聚在一起的集合 , 叫做 S的幂集合 , 并记做 P

(S)。” [ 2] 315

再看幂集的两个例子:

P({真 ,假})={ , {真}, {假}, {真 ,假}}

P({0, 1, 2})={ , {0}, {1}, {2}, {0, 1}, {0,

2}, {1, 2}, {0, 1, 2}}[ 3] 9

只要规范地列举 ,对于任何一个幂集合 ,都应该

如上面这两例一样 ,把空集合  列为幂集的第一子

集。这样一比对 , 不难发现空集合在幂集合中的排

序 , 与空符号在符号系统和符号活动中的排序完全

相同。

除了这个排序特性的共同之外 , 集合的生成过

程也更加充分证实了空集合在任一集合中的第一位

置。请看集合生成过程的经典描述:“一个集合 , 如

果不是空集 ,便是以其他集合作为元素。于是一切

集合 ,不论怎样复杂 , 无不是从空集出发 ,通过取幂

集、并集、子集的步骤辗转生成的 ,也就是说 ,都呈现

如下的形式: , { }, { , { }}, { , { }, { ,

{ }}}, ……这是严谨集合论的一个特点”。[ 2] 475

空集合在幂集中是第一列举对象 , 以及空集合

在任一集合的生成过程中是出发点的特殊地位 , 与

空符号在符号系统和符号活动中先于实符号的客观

实际有着各各对应关系。前面说到 , 从符号学视点

看集合时 ,符号层面的某一个符号系统可以对应逻

辑层面的某一个集合 ,而从集合论视点看符号时 ,任

一集合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一个特定的符号活动 , 这

样一来 ,就可以从空符号与空集合在各自领域中的

共同的“排序第一” ,论证了 “空符号在符号层面、存

在层面为空集合提供了学科性的佐证:空集合在逻

辑层面、学科层面为空符号提供了理论支撑”的

成立。

论证四:空符号在符号王国里是与实符号并列

的一类符号 ,而且在符号王国里也有且仅有空符号

与实符号这两大类符号。前面说到 , 空符号与空集

合一样 ,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是唯一牵涉 “空白”现象

的概念。然而 ,空符号与空集合并非是单调的、呆板

的 , 而是与所在系统的变化、发展相协调配合的。先

考察空符号在符号王国的情况。空符号虽然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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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现为“空白”的一个大类 ,但在具体的符号系统

和符号活动里却有许多具体的 “空白”形态。对于

空符号 ,我们可以依次根据空符号的表现领域 、根据

空符号的被感知状况 、根据空符号所处的空间维度 ,

根据空符号所在的部门系统等进行多方位的分类。

这里只提及一种综合的分类状况 , 即先以符号所处

的空间维度为分类标准 , 然后在该分类基础上再各

各细分下面一个层次的子类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

综合的空符号分类一览:

一维空符号。可以包括:口语语言流程中的空

符号 , 比如中断、沉默等;音乐演出流程中的空符号

比如休止、换气等;其他音响讯号流程中的空符号 ,

比如间隔等。

二维空符号。可以包括:语言文字类篇章中的

空符号 ,如天头、段距等;线条色彩类绘画中的空符

号 ,如留白、衬白等;二维空间中其他形式的空符号 ,

如符距 、数距等。

三维空符号。可以分为:建筑物符号系统中的

空符号 ,如环境空间 、建筑空间;雕塑类符号系统中

的空符号 ,如塑外空间 、塑内空间;三维空间中其他

形式的空符号———虚位以待。

四维空符号。可以包括:定点动作符号系统中

的空符号 ,如行为艺术—静止等;流动行为符号系统

中的空符号 ,如舞蹈—定格、造型;四维空间中其他

形式的空符号———虚位以待。

多维空符号。可以包括:人际交往符号系统中

的空符号 ,如体位距 、心理距等;教育过程符号系统

中的空符号 ,如寒暑假 、课间休息等;多维空间中其

他形式的空符号———虚位以待。

跨维空符号。可以包括:网络世界虚拟空间的

空符号 ,如电报密码中的空符号;电脑内存虚拟空间

的空符号 ,如二进制数码中的码距;跨维空间中其他

形式的空符号———虚位以待。

在上述空符号分类一览第二层级出现的 “虚位

以待”, 这是特别为目前尚未出现的符号系统或符

号活动中的空符号留下的应有位置 , 体现出一种科

学预见性 , 其学术处理相似于 “门捷列夫元素周期

表”为当时尚未发现的卤族元素等预先留下空格位

置的思路。

值得探讨的是 ,以 “空白”为特色的空集合与空

符号有相同的可分性 ,应变性:

集合论公理系统类型论乘法公理指出:“对于

任意不空的i+1型的集合 xi+1 ,若它的任一元 xi都是

不空的 ,且 xi+1的任意两个不同的元都是不交的 , 则

存在
i
型的集合 Y

i
,使得 x

i+1
的任一元中恰好有一元

属于 Yi。反之 , xi+1对于 Yi的任一元也一定有一元

xi,使得 xi含有 Yi的这一相应元。形式地表示 , 就

是 xi+1(xi+1≠ )∧  xi(xi∈ xi+1※xi≠ )∧  xi
 x′

i
(x

i
∈ x

i+1
∧ x′

i
∈ x

i+1
∧ x

i
≠x′

i
※x

i
∩ x′

i
≠ …应

当注意 ,对于每一型都有一个相应的空集合  ,上述

公式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i+1型空集合和i型空集合

(文中省去了它们的下标)。[ 2] 217-218

上述引言提请人们注意 , “对于每一型都有一

个相应的空集合  ”, 而且案例式地指证“上述公式

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i+1型空集合和i型空集合(文

中省去了它们的下标)”。这就揭示了空集合在集

合中的可分性 、可变性。虽然 , 空集合的上述 “对于

每一型都有一个相应的空集合  ”, 以及“上述公式

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i+1型空集合和i型空集合”的

可分性、可变性 ,都与空符号的繁复分类有所区别 ,

但那是因为 ,逻辑层面的空集合注定要比符号层面

的空符号更抽象 , 更本质。而恰恰正是因为———抽

象程度更高的空集合竟然与符号层面的空符号一样

具有对应的可分性 ,这同时也就使得逻辑层面上的

空集合与符号层面的 “每个符号系统都有自己对应

的空符号”沟通了 , 也就是相互佐证、相互支撑了。

换句话说 ,这又在一个侧面论证了 “空符号在符号

层面 、存在层面为空集合提供了学科性的佐证;空集

合在逻辑层面、学科层面为空符号提供了理论支

撑”的成立。

综上所述 , 空符号与空集合 , 这二者既是符号

学、逻辑学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 又是这两门学科的

研究成果。空符号与空集合密切相关 ,二者虽各有

特殊之处 ,但是彼此相通 , 互相印证 , 各自都为自己

的学科作出了不凡的贡献。探讨二者的关系 , 将有

利于促进两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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