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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项与价值建构 : 《 周易 》 的一个


文化符号学分析


苏 智


[ 摘要
] 在符 号 学 研 究 中 , 中 项 问 题 的 引 入 常 常 为 文 化 分析 打开


新 的 思 路 。 细读 《 周 易 》 文 本 会发 现
,

文 化 中 项 在 《 周 易 》 的 价 值


建构 中 扮演 重 要 角 色
,

《 周 易 》 文辞 中 具 有 明 显 的趋 吉避 凶 靠 近 中 项


的 价 值倾 向 。 《 周 易 》 卦位 中 的
“

吉 凶
” “

中 正
” “

贵 中
”

等 观 念是 文


化 中 项 偏边 于 正项 决 定 的 。 在 特定 的 文 化和价值观 主 导 下 ,
《 周 易 》


所倡 导 的 儒 家
“

中 庸
”

思 想 , 实 际 上也 是 在 向 中 项 所 认 同 的 正 项价


值靠拢 , 避 免走 向 两 极 化 。 《 周 易 》 从 价值观念 到 实 践 方 法 论 均体 现


出 了 文 化 中 项对其 价值 建构所 具有 的 重 要作用 。


[ 关键词 ]
《 周 易 》 符号学 文化中 项 价值建构 中 鹿


《周易 》 作为儒家五经之首 , 蕴含着中华文化核心的价值观 。 不


少论著探讨 《 周易 》 的 主导精神 , 往往说 《 周易 》 是
“

谋善之书
”


“

寡过之书
”

。 无论
“

善
”

与
“

过
”

, 均是文化对价值的判断 。 利用符


号学的文化 中项理论对 《周 易 》 进行分析 , 会发现其价值建构 明 显


受中 项主导 , 反映 出 文化正项一

中 项
一

标出 项的 动态模式 中一 系 列


的复杂关系 。 《 周 易 》 在文 辞 的形式上体现 出 了趋吉避 凶之价值观


念 , 更倡导在实践中 以 中位为居 , 依中 道而行 。


一

、 文化 中项与价值建构


文化中 项是从标 出 性理论发展而来的 , 而
“

标 出 性
”

概念最初


来 自 语言学 中 的
“

标记性
”

。 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在语音学研


究中发现 , 清浊辅音使用频率具有极大的差异 , 使用 频率少 的
一

项


被标记 ,

“

标记性
”

因此被定义为
“

两个对立项中 比较不常用 的
一项


具有的特别品质 。

”

赵毅衡教授在 《符号学 : 原理 与推演 》 中将这
一


概念进行推演并应用到文化研究领域 , 提 出 文 化研究 中 的标 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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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讲 , 在文化范 畴的二元对立 之间 , 价值倾向 是不平衡 的 。 文化往往认


可二元中 的一项而对另
一

项显示出 排拒 , 被排拒的异项则显示 出
“

标 出性
”

,


是文化二元对立 中 的标 出 项 。 标 出 项之所 以 被标 出 , 是 因 为 介于二元之间 并


占据文化价值主流的 中 间部分支持非标出 项价值 , 故 而非标 出项就成为 文化


价值中 的正项 , 标 出 项也就沦为异项 。 在文化价值建构 中 , 偏边 于正项而 起


着决定作用的中 间部分就是 文化中 项 。 中项 的特点 是无法 自 我 界定 , 也没 有


自 己独立的 符号 , 必须靠非标出 项来表达 自 身 如 主流与边缘 、 大众与 精


英 、 男 权与 女权等 , 在 这些价值判 断中 总有非此非彼 的 中 间状态 , 它们往 往


偏 向 于二元中 的
一元 , 从而确 定何 者被标出 , 在确立社会 的主导价值 的过程


中成为至关重要 的评判尺 度 。 随着社会的 发展 , 文化 中 项价值的 流变也导 致


了社会规范的变 化 。 在
一

种特定的文化中 ,
必须划 出少数异类 , 必须边缘化


异类 , 同时还 必须容忍异类 , 正项
一

中 项
一

异项构成 了
一

个动 态平衡模式 。


中项偏边的现象是 文化符号 学中 判断标 出 项 和确 定主流思想的 关键 。 细 读


《周 易 》 文本会发现 , 文化 中 项在 《 周 易 》 的价值建构 中起着重要作 用 , 从


《周 易 》 的词汇运用 , 到 内 在价值观念 的形成 , 以 及对
“

贵中
” “

持中守正
”


等居世处事之道的持守等 , 都处处显示着文化中项这个
“

幕后推手
”

。


二 、 趋吉避凶 : 《 周易 》 文辞的 中项主导


《周 易 》 涉及价值判断的文辞 , 主要有
“

元
” “

亨
” “

利
" “

贞
” “

吉
” "

1

X
1

"


“

悔
” “

吝
” “

厉
" “

眚
”

等 。 若从意义上将这些词汇大致分类 , 则
“

元
” “

亨
"


‘‘

利
” “

贞
” 

“

吉
”

等为- 类 ,

“

凶
” “

悔
” “

吝
” ‘ ‘

厉
” “

青
”

等为另
一类 。 很明


显 , 前一类表示对人有利 , 可称之为
“

吉
”

项 , 而后一 类则 为不利 , 本文称


之为
“

凶
”

项 。 在 《 周 易 》 文辞 中 , 对于吉项词汇 的运用次数 , 远远多 于凶


项词汇 。 仅以
“

吉
" “

凶
”
 二词 为例 , 据统计 , 在通行本 《周 易 》 中 ,

“

吉
”


共出现了  1 4 7 处
,

“

凶
”

却只 出现 了 
5 8 处 。

? 除 以 上两项 , 《 周 易 》 文辞中 对


于卦交意义的各种判 断词还有
“

利艰贞
” “

小利 , 无攸往
” “

有孚
” “

无咎
”


“

悔亡
”

等
一

系列 的表述 。 这类表述亦从 内容 意义上作价值判 断 , 却往往吉 凶


参半 , 不能得 出 十分准确 明晰的结果 , 其卦象并非 全然 吉兆 , 而是显示出 了


阻滞 , 不过凭借人的行事 努力 最终也可逢凶化吉 , 因 此文 辞表现 出 了 艰难和


闲境 , 不 能完全算是吉项 的表述 , 却也不 为凶项 。 在 文化符号学 中 , 这一大


① 参见赵毅衡 : 《 符号学 : 原理与淮演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 0 1 1 年 , 第 2 8 1
? 2 9 5 页 。


② 参见孙义文 : 《 从
“

吉
”	“

凶
”

两断辞看 〈 周易 〉 的价值取向 》 , 硕士学位论 文 , 华东师范大


学 , 2 0 1 0 年 , 第 5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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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判断文辞 实际上是处于 中项位置 的 , 并且这些 中项文辞在形式上明显


体现出 了价值偏边 。

“

无咎
”

出现的 频率很高 , 而且有两种意思 ,
一为善于补


过因 而没有过多的损害 ;
二为咎 由 自 取 , 无法推咎于人 。 又 如

“

悔亡
”

, 表示


灾劫已 然化解 。 这些表述虽然包含了 凶项 的词汇 , 但是均与
“

无
” “

亡
”

相连


接 。 而如
“

利艰贞
” “

小利 , 有攸往
” “

小贞吉
"

等这类较为多见的 中 项判断


文辞 , 也只是在肯定吉项的基础上限 制吉项词语的表意程度 , 是非全然 吉兆 ,


用词却仍然包含
“

利
” “

贞
”

这些吉 项词汇 。 利用在原词基础上添加其他色彩


来组成 的新的符号能指 , 表示的 意义和原本符号意义有差别 。 在文本系统 中 ,


这些添加 色彩的 中项表述正使另 一些意 义成分被标出 。 即便运用 凶项词语 ,


却 又添否定间对可以 化解的凶险称
“

悔亡
” “

无咎
”

, 即是说险难已 然 化解而


不存在了 。 或者也有文辞直接提示说
“

有悔
" “

吝
”

, 这种表述并不算多 见 ,


而且相对于
“

凶
”

, 其 凶险程度也已 大大削弱 。 只有当 凶难甚重 , 难以 化解 ,


必当警示之时 , 文本中才直书为
“

凶
”

。 这也正反映了 中项的价值偏边 , 其所


认同的是前一项的
“

元” “

亨
” “

利
” “

贞
”

等 吉项的价值判断 , 因此这
一项是


正项 。 相对而言 ,

“

悔
” “

吝
”

等就是被排斥 的
“

异项
”

, 对异项的排斥体现 出


人莫不趋吉避凶的生活态度 。 在对 《 周 易 》 文本 的 中项 分析 中 , 我们 可 以很


清晰地从其文辞的表述看出 其导善抑恶 、 趋吉避 凶 的价值理念 。 为 实 现这一


价值理念 ,
《 周易 》 倡导

“

贵中
”

的思想和实践时
“

持中守正
”

的方法论 。


三 、 中位思想 : 《 周 易 》 卦象的 中项偏位


《周 易 》 卦象中
“

位
”

的思想非常重要 。

“

位
”

象征 了事物运行发展的层


次和人事所处 的位置 。 六位而 成卦 , 从整个卦象的六 位来看 , 从低 到高 , 分


别 以
“

初位
” “

二位
” “

三位
” “

四位
” “

五位
”

和
“

上位
”

排布 。 在 《 周 易 》


符号元语言规则 的决定下 , 低位代表 民 , 而高位代表君 。

“

天尊地卑 , 乾坤定


矣 。 卑高以陈 , 贵贱位矣 。

” ? 从文化整体上来看 , 以
“

二位
”

为核心的大众


代表社会地位两级中 的正项 , 而以
“

五位
”

为核心 的君王则成为文化中 的标


出项 。

“

五位
”

代表天子 , 九五之尊 ,

“

飞龙在天 , 利见大人
”

。 帝王的住处称


为
“

王宫
”

; 帝王 的妻子为
“

王后
”

; 帝王的儿子为
“

王子
”

,

一整套特定的符


号称谓均彰显出 王者尊贵的地位所具有的标 出性特征 。

“

三位
” “

四位
”

处于


社会等级高低之间的过渡群体之 中 , 在区分等级的 中 项之内 , 却 又处在中 项


C O  L 魏 I V . 弼 、 韩康伯注 , 〔唐 〕 孔颖达正义 :
《 周易正 义 》 , 〔 清 〕 阮元刻 《 十三经注疏 》 ,

上海


A
?

铕 山版 M :
.  1 M 7 年 , 第 7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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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异项的边缘 。 以
“

乾
”

卦为例 ,

“

九三 , 君子终 日 乾乾 , 夕惕若厉 , 无咎
”

,


表现出
一种刚健与奋进 , 在这个过程中 三省吾身 , 反复其道 。

“

九四 , 或跃在


渊 , 无咎 。

”

已 是临近贵位 , 但谨慎盘桓 , 不欲妄进 。

“

九三
” “

九 四
”

 二爻 之


象 皆表现出
一

种脱 出 下位而靠拢上位的 态 势 , 与平 民大众 的价值和处境相疏


离 的位置 。

“

二与 四 同 功而异位 , 其善不同 ,
二多誉 , 四多惧 , 近 也…… 三与


五同功而异位 , 三多 凶 , 五多 功 , 贵贱之等也 。

”
 ? 此时 , 中项则接近处 于低


端 的位置 。 依照社会等级形成的基本规律 , 必须是少数人站在金字塔的上方 ,


而处于中 项 的大部分群体 自 然 向 着 民众精 神靠 拢 。

“

三
”

之 所 以
“

多 凶
”

,


“

四
"

之所 以
“

多惧
”

, 正是 因为其位象征着一部分人站 到 了高于普通大众的


位置上 , 价值观和 利益逐渐与 大众相背离 , 因 而也就 日 益被标出 , 这种标出


显示 出 与底层文化的 异质 , 其与社会所认可的标 出 阶级并不相 同 , 只是上层


与下层之间 的过渡 。 实 际上 , 可 以说是处在 中项 的边缘位置上 , 难 以找 到 自


我的身份认同 , 往往 陷于一 种尴尬 的处境 , 同时也体现 出 了 正项与标 出 项 的


两级力量对中项的压迫 。 统治阶级在维护其文化正统地位的 同 时 , 还要保持


自 身 的标 出性 , 并以 其身 份的 标出 来维持其权力 的正 统 。 在此必须提
一

句 ,


所谓文化 中的标出 项 , 是与 中项所倾向 的 正项相异 的一

项 , 但并不是说标 出


项在情感和道德观念上是低于正项且是正项价值所不能接受 的 。 恰恰相反 ,


文化中有很多具有标出性 的事物 , 它们的 存在是正项必须认可的 , 即使其标


出 的特性与正项相异 。 如
“

君
”

相对于
“

民
”

, 二者有对立 , 但又必须相互认


可 , 因二者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 。


在组成六爻 卦的上卦和下卦之中 ,

“

二位
”

和
“

五位
”

又分别为上下二卦


的中位 。 六爻卦中 判断吉凶时的
“

中
”

的 观念 , 就是看爻所处 的 位置是否 为


二与五这两个中 位 。

“

五位
”

为君位 , 是文化中 统治精神 的核心体现 ,

“
二位

”


相应则是大众价值观念的 核心体现 。 在上 卦和 下卦中 , 二位和 五位从不 同 的


层面分别代表了 文化的正项 , 社会文化的 中项价值观念对于庶 民与 君王 的 价


值判断都分别与二位与 五位核心精神相靠 拢 。 由此也可 以 见出 , 同
一

个文化


正项不一

定只有
一

个标 出 项或中项 与之对应 。 有时候 , 同
一个文化正项会对


应多个异项 , 不过 , 这些对应存在于与此正项相分立的不 同侧面 。 如上 卦中


与 五位相对立的 分别为 四位与上位 , 四 位处上卦之下 , 已 经临 近君位 , 应以


阴爻处之 , 行为 臣恭顺之道 。 若 以 刚 健之 阳爻 处之 , 则 有凌驾 于君王之上的


态势 , 自 然为君德所不 容 。 在统治权力划分 的 问题上 , 传统文化价值观更倾


① 〔 魏 〕 王弼 、 韩康伯注
, 〔 培f 〕 孔颍达 正义 : 《 周易正义 》

, 〔 清 〕 阮 元刻 《 十三经 注疏 》 , 上海


古籍出版社 , 1 9 9 7 年 , 第 9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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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于君权至上而不乐见强 臣制约君权 , 这显示出 为 臣之道的中 项偏位 。 在君


权行使的问题上 , 上位已 渐失君权 , 为亢龙 ,

“

贵而无位 , 高而无 民 , 贤人在


下位而无辅
” ?

。 君德应以勤政爱 民为务 , 为君也不应过于倨傲 , 五位则代表


了 文化理想 中的帝王形象 , 也是文化中 项对于君道所偏 向 的 文化价值 。 中项


所代表的价值正是社会中 文化正项 与异项 的双重压力所促成 的价值的动态平


衡 。 这个平衡往往是偏边 的 , 即会偏向 正项并与正项联合标出 异项 。 因而 中


项所倾向 的价值往往被认为最安全适度 而为大多数个体所认可 。 从这个意义


上讲 , 《 周易 》 倡导
“

贵 中
”

思想 , 正是 因为 二位与五位代表 了 文化 中项所偏


向 的正项价值观念 。


四 、 持 中 守正 :
《 周易 》 观念的 中项认 同


《 周 易 》 崇 尚
“

持中守正
”

思想 。 作 为儒家五经之一

, 其价值观往往被认


为是与孔子所倡导的
“

中庸
”

精神 相通的 。 《 中庸 》 中 大量运用了举例和对 比


的方法 , 畅谈 中庸之道在 人事 中各方面 的表现 , 更将 之与 人的 修养相 关联 ,


侧重于内心修 为 。

“

喜怒哀乐之 未发 , 谓之 中 ; 发而 皆 中节 , 谓之 和 。 中 也


者 , 天下之大本也 , 和也者 , 天 下之达道也 。

”② 后世的 二程在论述 中庸之道


时说 :

“

不偏之 谓 中 , 不 易 之谓庸 。 中者 ,
天 下之 正道 。 庸者 , 天下之定


理…… 其实 , 从最基本 的意义上讲 , 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普遍 的方法论主要


是在 强调 防止
“

过
”

和
“

不及
”

。

“

过
”

和
“

不及 ”

是事物的两极表现 , 无论


是过于偏向 于哪一边都会打破事物的平衡状态 , 对其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


孔子之所以 提倡 中庸思想 , 是和他
“

克 己 复礼
”

的主导价值理念分不 开


的 。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 时代 , 孔子将 复兴周代 的礼制作 为解决社会问 题的方


法 。 面对各种政治势力 为 了 满足 自 己 的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 的现象 ,
孔子提


出 了 
“

中庸
”

的思想 。 《 论语 ? 雍也 》 :

“

中庸之为德也
, 其至矣乎 ! 民鲜久


矣 。

”

那么 , 何以行使中庸之道呢 ? 《礼记 ? 仲尼燕居 》 记载了孔子的 一

句话 :


“

礼夫礼 , 夫礼所 以制 中 也 。

”

按照孔子的 意思 , 想要在行为中 达到适 当 的程


度 ,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按照礼制去做 。

④ 礼是
一

个囊括了政治 、 文化各个方面


① 〔魏 〕 王弼 , 韩康伯注 〔唐 〕 孔颖达正义 : 《 周易正义 》 , 〔沾 〕 1

!九 元刻 《 卜 三经 0 ￡ 疏 》 , 上海 占


箱出 版社 ,
1 9 9 7 年 , 第 1 6 页 。


② 〔 汉〕 郑玄注 , 〔唐 〕 孔颖达正义 : 《 礼记正义 >〉
, 〔 清 〕 阮元刻 《 十三经注疏 》 , 上 海 古籍出版


社 , 1 9 9 7 年 , 第 1 6 2 5 页 。


③ 〔宋 〕 朱熹 : 《论语集注 》 , 齐鲁书社 , 1 9 9 2 年 , 第 5 9 页 。


? 参见复旦大学哲学 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 《 中 国古代哲学 史 》 , 上海 古籍 出版社 , 2 0 1 1 年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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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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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庞大而严谨的 系统 , 实 际上是 已约定俗成的
一套法度 、 规则 。 依靠这种规


则的制约 , 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 以得到合理的 安排 , 人们安守本 分就可 以 改


变礼崩乐 坏的社会局面 。 以 复礼来达到
“

中
”

, 是有其政治 目 的 的 。 前面已 谈


到 《周 易 》 具有
“

贵中
”

的价值观 , 而其对于人事 的各种判 断和 引 导 的 文辞


中 依然体现出 倡导
“

持中
”

与
“

守正
”

的 思想 , 这 正与
“

中庸
”

所谓 的
“

不


偏
”

与
“

不易
”

的精神相对应 。 依然 以
“

乾卦
”

为例 , 乾者六爻纯阳 , 乃是


象征刚健 , 法天道之运行周 流而不止 。 六 爻中 的前 四爻均表现了 阳气上升的


过程 , 以 龙为喻 。 阳气 占据九五时被称为
“

飞龙在天
”

, 即取得 了 六爻 中最有


利的地位 。 若此飞龙尚 不能安于九 五位 , 那么 阳气生发 的极致便是上 六位 ,


飞龙就变为亢龙 ,

“

亢龙有悔
”

。 这个过程对应 于人事就象征了 不能掌握好做


事的尺度 , 在事物处于临界点时没有适 当进行控制 , 而让其发展走 向 了下坡


路 。
《 周易 》 立象为喻 , 很形象地说明 了这个适度原则 , 这便是 中庸

“

过犹不


及
”

思想 的表现 。


从文化的角度 , 可以将
“

过
”

与
“

不及
”

作为文化研究的两 端进行分析 。


中 项的价值偏向确定了文化 中 的 总体价值倾向 , 而
“

过
"

和
“

不及
”

则 均代


表了 与文化正项相对应的不 同方 向 上 的标出 项 。 孔子提倡中 庸 , 讲行事依照


礼制 , 这从普遍意义上可 以理解 为遵守社会文化规则的 制约 。 普遍社会规则


的 制定和实行 ,
依照 的是文化中 具有通行价值力 量的诸多 因素 , 在推广 的过


程 中也要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才能最终 约定俗成 。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了


中项偏边的导向作用 。 文化 中项所偏 向 的 正项价值最终成为制 定法则 的价值


立足点 。 持中守正 , 遵从 中庸之道 , 实际上就是维 护这套被中 项所支持的偏


于正项的价值体系 。 在这一

过程 中 , 中 项 的偏 向确 立出 了 意义向 度上的两极


何为正项 , 何为标出 项 。 在
“

过
”

与
“

不过
”

的对立 中标 出
“

过
”

, 在
“

及
”


与
“

不及
”

的对立中 标出
“

不及
”

, 不同 向 度上的 复合划定最终确立 出
“

不过


而及
”

的中庸思想 , 这也逐渐积淀在社会文化规则 中 。 依照社会 的文化规则


行事 , 基本上就可以 做到相对适度 , 而不行此道的人也就被认为不遵从礼法 ,


为蛮夷 、 草莽之流 , 被边缘为社会文化 中 的标 出 项 。 孔子 当初是以行礼作 为


保持适度原则的方法 , 将 这个理念放大来 看 , 各个层面适度状态的形 成几乎


都离不开多 层次的中项价值偏向 造成的 动态制约 。 《 周 易 》

“

持 中守正
”

的思


想秉持着儒家 中庸精神 , 反 映了对文化 中项所偏边 的正项价值的认同 。


综上所述 ,
《 周 易 》 文辞的吉凶价值判断 、 卦位符号 的六位意义 以及其于


行事中 所主张 的持 中 守正原则均 体现出 了 文化中项偏边的 主导作用 。 从文化


符号学的角 度看 , 正是中 项对于 价值的 偏向 选择 , 使得 文化 中 同
一意义 不同


向 度的两级上出现了价值不平衡 的现象 。 《 周易 》 正是从价值理念到实践方法




跨语境诗学研究
	

1 2 1


论皆秉持着中项价值的导向 , 随着 中项 的偏位而逐渐彳明向 于正项价值 , 从而


防止被标出 而沦为文化 的边缘 。 也正因 为这样 , 《 周 易 》 之
“

谋善
” “

寡过
”

.


体现出 的儒家价值理念 , 在 中华文化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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