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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主编、俄语学院院长、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其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符号学、普通语言

学、功能语言学、外语教学论等 ,先后出版《现代俄语同义句 》、《符号学研究 》、《语言符号学 》、《符号语

言学 》等二十多部专著、译著和教材 ,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持人话语 :人是符号性动物。离开符号 ,尤其是语言符号 ,人将失去其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基础。因此 ,

语言符号不仅由能指、所指构成的 ,具有层级性特征的符号系统 ,而且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人类

中心性等标志性特征的特殊本体。因此 ,要洞见语言符号的本质 ,要彰显语言符号的价值 ,要建构语言

符号学 ,就需要多维度研究语言符号 ,包括对语言符号学现有理论、方法的反思和建构。这正是本期组

稿的核心理念。马壮寰教授以离散性为基础 ,考察语言符号的精确性和模糊性 ,在精确与模糊之间洞察

语言符号的本质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苏晓军教授将体验性置于认知符号学视域 ,考察认知语言学中体

验性的局限性 ,进而建构属于认知符号学的独特的体验性。孙秀丽博士以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的引

进与诠释为目的 ,从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切入 ,将符号研究同主体人的研究结合起来。如果马壮寰教

授的研究属于语言符号本体研究 ,那么苏晓军、孙秀丽的成果则属于语言符号学的探索与引进。

中国语言符号学的建构需要多维度工作 ,更需要我们在国外语言符号学引进和语言符号本体研究

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

精确与模糊
———对语言符号离散性的分析

马壮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提 　要 :由于具有离散性 ,语言显现出其特有的高效和精确 ,并在符号学中归类为与模拟相对的数字符号。同时 ,语

言又具有模糊性质。本文指出 ,精确与模糊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性质 ,都与离散性有着紧密关系 ,都可以借助离散性得到

解释。虽然二者同时存在于语言符号中 ,但是却体现于意义的不同层面 :前者基于涵义 ,相当于概念的内涵 ;后者基于所

指意义 ,相当于概念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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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 ision versus Fuzz iness : an Ana lysis of D iscreteness of L ingu istic S ign
Ma Zhuang2huan

(Beijing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China)

Due to its discreteness, language is characteristically p roductive and p recise, and therefore, regarded in sem iotics as digital

in contrast with analogical. However, language is somewhat fuzzy. The paper states that p recision and fuzziness can both be ex2
p lained in term s of discreteness. Though the two qualities exist simultaneously in certain linguistic signs they lie in different as2
pects ofmeaning: p recision in sense, which is sim ilar to the intension of concep t; fuzziness in referentialmeaning, which is sim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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