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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性质新论
!

顾明栋

摘
!

要!汉字的性质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关注的基础理论问题)但迄今尚未有共识*

对汉字性质开展真正有意义的概念性探索)必须基于对单个汉字作为最小符号单位的研究)

兼顾语境)批判性地运用现代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理论)从比较的视角对汉字的构成理论!!!

六书进行分析)以图找到走出至今悬而未决的争论之途径*据此思路研究的初步结论是!

汉字是一种集图形-索引-象征等源符号于一体)融玄思-想象-类比-再现-分析-综合和暗

示等哲学和修辞功能)以音形意和视听思多维互动的立体形式而产生的构建性文字*

关键词!文字.源符号.汉字性质.六书.语言学.符号学

汉字的性质问题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关注的基础问题*自
!2

世纪以来)虽然

有关汉字性质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由于研究者分析角度或采用的理论不同)迄今为止)大

家对汉字性质的研究能够达成的共识颇有嘲讽意味)就是没有共识*西方对于汉字的性

质基本上存在两种相左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或一种使用意符作

为语言符号的文字系统*这一古老的看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许多声望很高的哲学家-

语言学家-传教士和作家)包括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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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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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或采纳或赞成这一看法*持反对意见的另外一种看

法则批评该看法是一种愚蠢的-无法容忍的歪曲*笔者在这里只引述最近的争论中表现

得比较引人注目的学者*美国汉学家德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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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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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专著中把

那些视汉语为表意语言的观点斥责为一种神话!

*他的结论是!汉语文字与西方拼音文

字没有本质的差异)本质上是一种语音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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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

有关汉字性质的争论至今仍然没有结果*国内的研究更是百花齐放)众说纷呈)概括起来

多达
!"

种)如!象形文字说)表意文字说)表音文字说)表词文字说)语素文字说)意音文字

说)音节文字说)语符文字说)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兼有说等等#

*汉字的性质也一直是

笔者所关心的问题)为此)笔者已发表了数篇文章予以研究%

*本文是在前期探索结果之

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概念性小结*

笔者认为)我们欲达成共识)应该有一个基于科学的语言理论之上的研究方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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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汉字性质的种种观点)已有多种概述)读者请参见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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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意义的比较研究)这种科学方法不应把以某一种语言资料得出的理论奉为普适性真理)而应该持

一种自觉的态度审视所用的理论)考虑其与汉字的实际情形是否相切合*否则)我们将会永远陷在持久

的争论泥沼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对汉字性质的认识离不开对作为文字符号的单个汉字的构成

的研究)因为它是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位)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单个汉字作为最小符号单位

的研究*在本文中)笔者将批判性地运用现代符号学理论)从比较的视角对汉字的构成理论111六书进

行分析)试图在比较研究中获得灵感和洞见)找到走出至今悬而未决的争论之途径*

一-中西文字性质的符号学比较

汉字和西方文字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4 简而言之)前者使用汉字或叫做意符作为语言符号)而

后者则使用字母构成单词作为语言符号*为了进一步获得对中西文字差异的充分理解)我们需要用现

代符号学理论对生成语言符号的内部机制进行比较*为了这一目的)首先)我们采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

理论)特别是他那著名的符号模型来分析汉字*虽然他的符号理论是以语音为研究对象-而且是根据拼

音文字的研究结果得来的)但他认为这一模型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书写符号*用这个模型来比较汉字和

拼音文字可以看出如下的结果#图
!

$

!

*

图
&

!

索绪尔的符号模型

我们用索绪尔的符号模型来表示汉字'树(#

DLCC

$

并将其与英文的图示比较就会获得如图
0

的情形!

将两者予以比较后给人的初始印象是)除了文

字符号不同)两者的意指表征没有本质的差异)索绪

尔的模型似乎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汉字)但如

果进一步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一点不同之处)英语的

'

DLCC

(与'树木(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这就是符号的任

图
$

!

索绪尔符号模型对中英文'树(的图示比较

意性*而汉字的情形则不同)'木(与 '树(虽然不同)

但仍然有一点关联)甲骨文的字形显示得关联性更

强)可以说'木(是对各种树的形象的抽象*这就是

字母单词和汉字之间的主要差异*'

DLCC

(是一个拼

音符号)意味着要大声地读出来或默读以便可以作

为一个听觉事件被感知)而汉字则首先是一个视觉

符号)涉及形象)除了有它自身的发音外)还要再现

'树(的视觉表征*字母文字的任意性不仅表现在发

音上)字形也是任意的)索绪尔就曾以字母'

D

(为例说

明该字母本身没有实在的意义)因而是任意的*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

G.9L:C/E9)@CL/6C+L(C

$也持这

一观点)在谈到书写符号具有任意性时)他使用了英语单词'

89)

(作为解说的例子*'这三个字母一点

都不像一个男人()他说)'它们联合起来的发音也不像*作为一个索引符号)这个单词也不跟任何一个

人在存在上相关联*(

"如果谈论对象为字母语言)他的观点当然是对的*但是在汉语中)'

89)

(的汉字

是'人()这个汉字跟人的形象存在着因果联系)也是'

89)

(的一个书写符号*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浓缩

的文字演变图示)如图
5

*

该图示描绘了从图象经过观念到词语的演进)三个类别间的关系可被描述为'词是观念的形象)观

念是事物的形象*(

#由于这个图示)皮尔斯断言!'我们会认为一个词#例如2人3$是一个2文字形象3)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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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再现的图示综合了索绪尔的多

个图形)也参照了拉康的修正后的符号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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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再现的本来事物间隔了两层*(

!美国著名视觉文化学者米切尔根据维特根斯坦#

Q+DD

>

C)/DC+)

$的

观点)即真正重要的文字形象是命题规划出的'逻辑空间(里的'图画()据此把上边图解中的说明改成这

样三项!#

!

$'图画(.#

0

$'象形文字(.#

5

$'拼音符号(*由于意识到上述图示展现从图形文字向拼音符

号的过渡过于简单)他又在上面的图示中增加了一项)即'意符(#

+@C=

>

L98

$#图
$

$!

图
5

!

文字演变图示 图
#

!

文字演变图示#二$

!!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符号是一种音响*我们可以借用他关于纸的比喻)把符号分成正反

两面!声音和概念*如果我们把音响当作一种听觉形象)就必须承认)这种形象是听觉的)因而是不可见

的*它永远也不可能跃然纸上或出现在别的视觉再现中*索绪尔之后的理论家认为)索绪尔把所指等

同于能指所再现的事物或概念是错误的*法国思想家拉康就持这种看法)他把索绪尔的符号模型中'能

指(和'所指(的关系倒置)即改成'能指(在上)'所指(在下)认为这才符合符号的真实情况)而且还认为

能指和所指间不仅存在任意性)而且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能

指和所指事物之间就更少了*他是这样总结的)'一个意指只有指涉另一个意指时才会有效(

"

*换句

话说)所指的内容只是由所指跟意指链上其它能指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在意指作用的过程中)'树(的

发音可能不会指涉一棵真正的树或任何树的听觉形象*鉴于以上两个原因)'词语(在口语和书写中都

不可能再简约到'形式(*在拉康看来)索绪尔模型中分隔词和形的横线表现了对意指的抵制*米切尔

在探讨词语与形象的异同时把这个横线视为皮尔斯所说的索引符号)指代概念空间中把词和形联系在

一起的关系*在拼音文字中)词语和图形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因此)米切尔建议我们把上述图示解读成'不是从世界到大脑到语言的运动过程)而是从一种符号

再到另一种符号的过程)这是对文字体系发展史的图解(

#

*为了使'形象(平稳地过渡到拼音符号)他

用提喻或转喻式的意符取代初始的形象)带圆圈的箭头可以有两种解释*如果将其视为盾牌和矛)用盾

牌和矛代表男性#

89)

$是一个转喻#

8CD=)

<

8

<

$.而将其视为阳具的象征)则使用了提喻#

/

<

)C(@=(.C

$

来表示男性*无论是使用转喻还是提喻)在拼音文字的书写体系中)文字和图形或事物之间没有索绪尔

所说的意动关系#

8=D+W9DC@LC:9D+=)/.+

B

$)两者虽然意指为一)但在表现形式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

类*这种从符号到符号的过程就是拼音文字的概念性基础)也是不少汉学家们认为汉字也是语音符号

系统的理论基础*

然而)拼音语言所没有的意动关系在汉语书写符号中却十分明显)这表现在汉字与实物的关联并没

有像拼音文字那样彻底消失)'

DLCC

(的汉字'木(既再现了'木(这个字)也再现了树的形状*即使在今天

的书写状态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树的外形*汉字'人(的演变也是如此)至今能保留象形的特征#图
3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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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字的演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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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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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中国历代'人(字的写法与法国画家米勒在
!%32

年创作的著名油画+拾穗者,#图
&

$中的一

个人物相比较)就能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虽然不能断然肯定说两者具有同样的起源)但

两者惊人的形象相似性至少十分有力地说明)汉字仍然是既表形又表意的文字*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有

关书写和绘画二者关系的共识就是书画同源)其源头就是图画再现*郑樵#

!!"$A!!&"

$的观点较有代

表性!'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也*(

!

刘师培也发表了相似的评论!'盖象形文字)即古图画*(

"当代提出汉字构形学理论的王宁教授认为)归根

结底)'表形即表意()因而一再重申汉字是表意文字*根据古往今来的学者观点以及上述用索绪尔的语言

学符号理论对汉字进行的分析)我们似可以说)那些怀疑汉字具有视觉表征和表意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语言符号是拼音符号而不是书写符号*按照索绪尔对文字体系的分类)汉语

属于表意文字)在说话者的脑海中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的倾向更加强烈*因为书写体系的差异)索绪尔将

其研究范围局限在拼音体系中*尽管他宣称自己关于拼音符号的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书写符号)但笔者

通过上述分析证明其理论的不充分性*因为汉语的语言符号源自图像模仿)因此索绪尔的理论还存在

另外一个无法克服的局限*他的理论只讨论了表音的语言符号)不包括汉字这样的表形表意的符号*

就此而论)皮尔斯的符号理论更有优势)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处理语言符号和诸如绘画-照片-图象以及高

科技媒体生成的各种视觉符号的方法)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更能看出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本质差异*

二-六书是汉字构建性本质之源

中国文字符号是由
&

种构字方式而成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六书)这是汉字构建性本质之源*尽管

这
&

种原则在历史上一直被公认为汉字构造的指导理论和实用方法)关于如何对其予以界定则分歧巨

大*后来的学者总是抱怨之前的学者做出的解释是错误或令人难以信服的*有时候)意见的分歧会导

致后世学者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借助皮尔斯的符号学关于源符号的三元理论)也许能澄清不

少模糊的问题*皮尔斯将所有的人为的符号简约为三个源符号!图象#

+(=)

$-索引#

+)@C;

$和象征#

/

<

8

U

Y=:

$*根据他的三元符号理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六书是如何与西方书写体系相对应并与之不同的)以

及西方的符号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不能解释汉语的书写符号*关于六书)虽然历史资料多有争议)但是许

慎的+说文解字,序做了精当的概括*许慎描述六书的顺序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在其

他学者的叙述中)六书的顺序略微有些差异*通常是象形被列为第一原则!'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

形*(这就是所谓六书的第一种)笔者认为它有理由位居第一*许慎的排序虽然不同)但可能是因为他

在文章的前面部分已经提及了象形并且认为它是图形创造的主要原则*可以想见)当仓颉开始创造书

写符号时)他的主要方法一定是一种图形模仿*这也是其它
3

种原则之母)正如郑樵所言!'六书也者)

皆象形之变也*(

#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来看)这是一种图象再现的原则#

+(=)+(LC

B

LC/C)D9D+=)

$*根据

皮尔斯的理论)图象符号在某些方面类似它的概念对象*它有可能具有该对象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或者

复制该对象的构成原则*最常见的图象符号是照片-绘画-雕塑-电影形象-图画-图表甚至几何方程式*

因为根据'象形(原则而形成的那些汉字很明显就是类似概念对象的图象)这些汉字就是图象符号*与

许慎的解释相对照就可以证实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二曰象形*象形者)画其成物)随体诘诎)日月是

也*(

%其它
3

种原则是如何产生的呢4 我们先来分析指事的来源*许慎的+序,告诉我们)当仓颉'见鸟

兽蹄箌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鸟飞走了)但爪痕留下了.动物逃走了)但足迹留下了*这些脚印不

仅仅显示了鸟和动物曾经在此处出现过)而且)通过观察各种足迹的不同形状)我们可以分辨出是哪种

鸟或哪种动物从这里经过*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鸟兽是因)脚印是果*这种因果关系)脚印充当了索

引的角色)也就是一种索引再现#

+)@C;+(9:LC

B

LC/C)D9D+=)

$*脚印具有的索引本质可能给予了中国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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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汉字的性质新论

一些灵感)使他们在创造文字方面取得了一次质变的飞跃!创造了索引再现的原则*在其余
3

个书写原

则中)

5

个都具有索引的成分)而另外两个采用的则是象征的原则#

/

<

8Y=:+(LC

B

LC/C)D9D+=)

$)笔者在下

文会进一步分析说明*

索引符号被皮尔斯定义为'一个真正的东西或事实)因其与对象的特定关联以及不顾及自身的符号

身份而对心理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而成为对象的一个符号(

!

*索引容易与图象混淆*为了区分二者)皮

尔斯这样给予澄清!'可以通过索引的三个特征标记将索引和其它符号或再现区别开来!第一)索引与其

对象间不存在特别显著的相似之处.第二)索引指涉的是个别物-单元-单元的单个集合)以及单个的连

续统一体.第三)索引把注意力导向对象靠的是盲目的强制*(

"皮尔斯提到的一些索引符号包括风向

标-指向某处的手以及患病时的症状*在解释索引符号时)皮尔斯强调索引符号及其对象之间具有存在

主义的联接*

当我们把皮尔斯的定义和例子跟许慎指事原则的阐释相比较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汉字构成

原则跟皮尔斯索引符号概念的相似!'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按照这种

原则构成的汉字是表示抽象概念的符号)不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图画*马叙伦在综合了这一原则的各种

阐释之后指出)'指事的字)是2加物于象形之文3)来指明物体上发生的现象(

%

*这一解释也许可以看

作是对皮尔斯为索引所做定义的注解*一个风向标可以代表风)是因为风致使它改变方向*指着某个

方向的手能够代表所指的方向)是因为这个方向就是在手指示的位置*一个症状成为疾病的符号)是因

为它显示疾病已经引起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

皮尔斯三元符号理论中的第三个是象征*他把象征定义为符号与其概念对象的关系是完全任意

的)'象征是一种指涉某个对象的符号)它依靠一种规则起作用111这种规则通常是关于普遍看法的一

种联想111把象征解释为对该对象的指涉(

&

*皮尔斯的象征大致与索绪尔的符号概念相同)后者与

其对象间的指涉关系是完全任意的)不受其它任何联想的影响*按照这种观念)六书中只有转注和假借

可与之比较*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

关于转注与假借的定义)历史上已有不少争论)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种!其一是江声的观点)他将许慎的

'建类一首(理解为+说文,的部首)也就是许慎在每一部首的开篇时指出)凡某字之属皆从某部首)如'凡

水之属皆从水()因此)江声认为转注就是'同意相受(*其二是戴震的观点)他将转注视为互训!'转相为

注)互相为训()并以许慎+说文,举 '考('老(为例说明互训*其三是朱骏声的观点)他在+说文通训定

声,里指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

)他不仅重新定义了转注)而且竟用了许慎本来

解释假借的例子*而他在给假借下定义时则说!'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

*如此一来)

本来复杂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也许正因为这些见仁见智的争论)当代文字学家裘锡圭干脆要我们

在研究汉字构造时不必去关注如何定义转注这个术语)以避免无休止的争论*为何会出现如此复杂的

情况呢4 笔者认为关键之处有二*一是因为汉字的形体在起作用)有形即有意)而其意却因不同的人从

不同视角而有不同的理解.二是因为六书虽说指
&

种造字方法)但转注和假借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用字的

方法*无论是转注还是假借)其实都是用一个字来代替另一个字去指涉事物)虽然两个字之间有音或意

的联系)但字与所指事物之间没有其它
$

种造字方式所具有的-尽管在汉字定型之后只是极为微弱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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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关联*因此)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有根据认为)这两种方法本质上就是皮尔斯所说的另一种源符号)即

象征*许慎有关转注概念的核心是)被借来代替另一个语词的象形字跟需要被再现的对象或事物间没

有任何关系)因而可以说是任意性的*这一点与皮尔斯的象征观念是一致的)在后者的观念中)象征被

安排指涉两个不同元素间的一种关系)用明白易懂的话来说就是用一个事物来代替另一个事物*假借

原则无需过多地解释)就是生成象征的原则)因为借来的象形字跟被再现的对象或事物之间)除了人为

的-约定俗成的声音)不存在任何的形意关联之处*以普通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转注与假借这两项

书写原则显示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有依据的-自然的联系*

马叙伦评论说!'图画是文字的本质)尤其是象形文字的本质*(这是一个很恰当的评论*我们已经

讨论到的
$

种中国书写原则中有两个都是图画原则)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图象原则*这显示了汉语书

写体系的一个独特之处*汉语文字的这一特质把中西语言-意指和再现区别开来*这些独特的特征在

理论上得到了皮尔斯符号理论的支持)他一直很重视图象在交流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

皮尔斯还认为)最丰富的符号或能指总是那些能把图象的-索引的和象征的功能都结合在一起的符

号!

*很多中国书写符号正好是这类符号*尽管在秦汉以后中国的书写符号已经从图画符号体系演化

成一个抽象的文字体系)但其很多图象本质和索引本质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中国文字的书写为什么能

演变成一种高度抽象-但同时又能像普通文字那样传达诗情画意和复杂思想的一门艺术)相比而言)字

母文字虽然也可以有丰富多彩的写法)但却无法发展成一门具有审美价值的独立艺术*

三-综合符号!文字的新源符号

一些学者认为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优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因为后者的理论没有为我们提供辨别语

言能指-图象能指和高科技代码生成的各种能指的方法"

*与此不同的是)皮尔斯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做

出很有价值的区分)以及应对后现代的多媒体再现*但是皮尔斯的理论在另一方面也存在不足*当笔

者把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与中国的符号理论)即'文(的形成)进行比较时)发现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显得

有些欠缺*在上文的分析中)笔者仅仅讨论了六书中的四书)而剩下的两种方式即会意和形声则完全无

法归入皮尔斯的图象-索引和象征的分类中*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法处理这两种方式*

尽管皮尔斯强调图象-索引和象征在表述情境下扮演的角色并不稳定)但他对符号按照功能进行的

分类)还是跟以图象和索引为形成语段而寻求的相互支持有关*换句话说)他强调处理的仅仅是由视觉

图象-索引和象征构成的语篇*把他的理论应用到单个的汉字时)就能发现他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六书中

的其它两种书写原则*下面是许慎关于这两种书写原则的叙述!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

#

在形声类中)顾名思义)一个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形)一个声*形是一个偏旁)或指意)或表形.声

是表示语音的*两部分的并列形成了一个新字)即一个使用表意符表示意义-音符表示发音的合成形声

字*会意字也是符号合成的结果*一个会意符号把两个-甚至更多简单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汉

字*新符号的意义是两个字并列组合后综合而成的*马叙伦以孕育为例解释了这一原则是如何运作

的!就像父母双方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胚胎)会意字的意义也是各个合成部分的精华所形成的结晶*

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王宁教授在研究汉字构型理论时指出'表形即表意)(根据这一论断)'形声(也

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会意()因为它也涉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并置)'形声(造字法与 '会意(造字法相比)其

生成机制与'会意(机制不同)也没有后者那样富有创造性)但其创造的新字的意思仍然取决于对两个组

合部分的综合理解*由于两者在形式上都采用并置的结构)并且诉诸概念性理性能力)我们似可把这两种

原则归为一大类)即综合符号*六书中的这两个原则不符合皮尔斯的任何一个符号规定)但西方的文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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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汉字的性质新论

戏'字谜(却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意指机制*的确)形声-会意字跟西方的字谜具有相似的机制*这是六书中

最有意思-最有艺术性的部分)对于汉语的意指-再现和美学思想等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

在分析了六书和皮尔斯的图象-索引和象征之后)我们显然需要增加一个新的符号类别)就是通过

综合并列生成的会意文*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称其为综合符号#

/

<

)D.CD+(/+

>

)

$*图
2

是对中西符号

理论的完整回顾*

皮尔斯 许慎 认知性质

!#

图象符号

0#

索引符号

5#

象征符号

$#

Z综合符号[

!!

#字谜$

!#

象形!模仿形状

0#

指事!意指状况

5#

转注!相互定义

$#

假借!同声借用

3#

形声!声"形合成

&#

会意!综合合成

&

'

(

!

!

!

!#

视觉符号

&

'

(

!

!

!

0#

听觉符号

&

'

(

!

!

!

5#

知觉符号

图
'

!

中西符号理论的完整回顾

作为个体单位)字母语言的单词只符合左边一栏中的象征符号)汉字则覆盖皮尔斯的所有符号类别

以及新添加的类别*图象符号和索引符号是通过视觉通道得以感知的*象征符号可以看得见或听得

见*拼音符号更多的是通过听觉通道而非视觉通道被感知)因此是以语音为中心的)这是西方拼音文字

语音中心论的根源*上面的图表表明汉字的感知途径跟字母符号是很不一样的*这一洞察已经被神经

科学所证实*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已经确认)人类使用不同的大脑区域去执行视觉的"空间的和听觉的"

时间的功能*尽管大脑的不同区域需要协调才能完成感知-认知和运动功能)但大脑的左半球在很大程

度上负责声音和序列的识别与生产)右半球则与形状和纹理的感知与创造相关*一些关于失语症的神

经科学研究不仅证实了西方神经科学的发现)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汉字的本质*他们已经发现)掌握汉

语书写符号在因果关系上不同于掌握字母符号"

*这一发现表明)汉字依然保留了很多图画初始时期

具有的视觉和空间品质*这一发现也得到电脑的文字处理的支持)汉字的编码过程类似图象的编码*

结论!汉字是多种源符号三维互动的立体文字

我们用语言学-符号学与神经科学方面的比较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为中西语言符号提供一种新的

分类*图象符号和索引符号属于一个大的类别)这个类别的编码和解码需要依靠脑器官的视觉功能得

以运作*象征符号这一类别的心理功能主要位于听觉层面*综合符号是一个特别的类别)整合了大脑

的视觉和听觉功能*它跟字谜有着同样的基本合成原则)这一点弗洛伊德#

VLC-@

$在解释梦的形成时已

经广泛探讨过了#

*与其它符号相比)综合符号的艺术气息更加浓厚)因为它利用字的本义)与此同时

还预设了字的转义*它的编码和解码要求大脑的视觉和听觉功能进行合作)通过聚合联想和组合联想

对二者进行整合*这个再分类跟统计资料相一致)语言研究的统计资料表明大部分的汉字是形声字*

如果我们把形声字-指事字和会意字包括进来)绝大多数的汉字在本质上都有意象的成分*

上面的总结可以说明中国的语言符号跟西方的语言符号有着本质的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西方的

符号理论)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不足以解释汉字的机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

尔提出了语言学的第一原则)即'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

*他对任意性的定义是!'它是没有依据的)即任

意的)因为它实际上跟所指没有任何的自然联系*(

&他进一步推定)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不仅适用于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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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也适用于书写符号!'书写中使用的符号是任意的*(

!这一断言跟中国书写符号的情况并不相符*

正如笔者已经证明过的)在六书中)只有两项书写原则可以显示能指和所指间不存在有依据的-自然的

联系*中国书写符号具有高度的目的性)这也是中国文字最显著的特征)影响了中国的意指-再现和美

学等方面的观念*

我的总结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汉字表意观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都不全对*既然中国语言符号既是视

觉的又是听觉的)在本质上既是意象性的又是概念性的)那么中国文字就既表意又表音*其表意或表音

程度取决于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如果你强调表音部分)你可能同意研究汉语音韵学的汉学家高本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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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和卜弼德#

6CDCLN==@YCL

>

$的看法)认定
1

"

!"

的汉字都是表音的)因为这些汉字

都有一个标音的偏旁"

*如果你强调意象部分)你可能会站在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顾立雅#

HCLL:CC

GLCC:

$一边)坚信
1

"

!"

的汉字都是表意的*或者如果你接受郑樵的观点)即六书都是从图画模仿演变

而来)你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汉字都是表意的*中国书写符号的双重特性可以用顾立雅和卜弼德二人争

论的中心问题来说明#

*顾立雅质疑高本汉关于'十分之九的汉字是由一个指意的部分和一个表音的

部分组成(的断言*该断言谈及的是形声字)这些字是由一个音和一个形构成*因为在构成上音和形

是一半对一半)所以原则上可以强调其中的一半)而把另一半归为从属地位*

汉字的本质以及中国书写体系的演化史可以颠覆的似乎不仅仅是索绪尔的符号语音中心主义)还

包括超验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最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字及观念的起源和本质的高度怀疑)质疑

了后索绪尔理论认为所指是指事链上无穷尽的能指系列之一的观点*正如米切尔#

Q#̀#R#P+D(.C::

$

所恰当描述的那样)这一高度怀疑是'隐藏在字和观念之下的怀疑)脑海中最终的指涉对象是形象)是对

外部经验在意识层被标记-描绘和表现的印象(

%

*在尝试为文字"图像差异的历史批评寻找一个合适

的模型时)米切尔引用了弗洛伊德关于释梦理论中显性梦象与潜在的-隐蔽的含义间的二分法)把其作

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笔者的提议是)汉字的创造原则六书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更合适的模型*

笔者根据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分析汉字的构成方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汉字是一种综合

图形-索引-象征等源符号的功能)集音-形-意和视-听-思等多种认知能力于一体的立体构建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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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号的分类

中)表音文字只限于纯任意性的象征)并不涉及图形-索引)更不会涉及综合符号*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字母文字也有书写形式)但其图形意义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字母文字可以说是二维文字*而且在

意指和再现的过程中)字母文字首先表示一种语言系统的音素)然后通过表音来表达语言系统内部的一

种意义)最后才与语言外部的世界发生联系*这一点就是德里达那经常被误解的名言'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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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学基础 )这句话常被译成'文本之外空无一物()但那句话实际上是指文本里的字词只

有经过相互指涉才产生意义)因而应该正确地译成'不存在什么外部的文本(

(

*不少汉学家也是根据

这一语言学的理论才认为汉字与字母文字并无本质差异)都是一种表音文字*但是)汉字的意指和再现

要比表音文字复杂得多)认知心理也要丰富多彩得多)它既要与语言的外部世界发生直接的联系)还要

在文字内部发生多层次的互动)因而是多维互动的立体文字*汉字的多维互动不仅表现在音-形-意和

听-视-思的三维互动)还涉及图形-索引-象征和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维互动*康德在自己哲学研究中

把人类的认知能力分为三大类!感性-知性和理性)根据这一理论)生成汉字需要综合这三种能力*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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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汉字的性质新论

的象形-指事-形声和会意符号不是像表音文字那样主要诉诸听觉)稍微涉及视觉)而是要听觉和视觉并

重)并在听觉和视觉之后进行反思分析)然后作出理性的综合)因此是一种更为丰富的文字符号*汉字

不仅是综合了感觉和知觉能力的直观符号)而且也是经过知性和理性能力处理的逻辑符号*在处理这

样的符号过程中)音-形-意不仅要和听-视-思相结合)还要对三者进行综合*因此)使用汉字需要同时

图
F

!

汉字构成原理和使用汉字综合能力图示

涉及感性-知性和理性这三种认知能力*汉字构成的原理

和使用汉字时的综合能力可以用图
%

表示*而且)在一个

汉字内部就有三种认知能力的运用*当然)拼音文字也涉

及这三种认知能力)但由于拼音文字以语音为中心)再加上

一个词的符号意义没有自身的独立性而取决于整个语言系

统!

)因而更多依赖知性能力和理性能力)几乎不涉及感性

能力)故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并不像汉字那样既有抽象)又

有具象)既诉诸直观)又涉及知性和理性)可以融合玄思-想

象-类比-再现-分析-综合和暗示等哲学和修辞功能)直接

在汉字的结构框架内完成*换言之)人们可以根据文字对

词语本身进行思考)并通过理性分析获得意义*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莱布尼兹在比较汉语与西方语言之后)认为汉字是一种更具理性的文字*近年来)国内汉字

构型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表明)汉字的构型部件亦传达句法信息)冯胜利先生提出的'汉字构型句法说(

"

给笔者所说的汉字是一种综合图形-索引-象征等源符号的功能)集音-形-意和视-听-思等多种认知能

力于一体的立体构建性文字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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