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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

——纪念《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90周年

肖娅曼  

（四川大学中文系  成都市610064） 

  

[摘  要] 任意性原则不仅仅是所指与能指任意结合的问题，其结合的前提也是任意性原

指是否预先现成地存在着，这使得任意性原则可分为“前设任意性原则”和“纯粹任意性原

的语言，是由纯粹任意性原则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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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1916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首次发表，[1] 现

之初，语言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型时期，虽然历史比较语言学正处于它的颠峰状态，但索绪

煌成就光焰所环绕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致命弱点，并以非凡的勇气开启了语言学的新篇章。在《

纪的语言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我们又处于新世纪的开端，语言学又面临一个新的继往

这一世纪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理论的引领。我国语言学已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但我们的理

言学能否为世界语言学作出应有贡献，能否取得应有地位，关键是我们能否在语言理论上有所建

历史使命，为此，我们不仅要重视研究方法和具体问题，更要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否则我

中国语言学也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高水平的原创性理论不可以一蹴而就，在纪念索绪尔《教程》发表90周年之际，我们将

纯粹价值系统与任意性原则的特殊涵义进行讨论，并得出是任意性原则中的纯粹任意性原则

以此以纪念《教程》发表90周年，同时，以期引起语言学界对理论语言学的基础问题的关注。

一、价值系统与任意性原则  



索绪尔在《教程》中提出语言是由符号组成的“纯粹的价值系统”[1]118，所谓“纯粹的价

是说，语言是价值系统，不是一般的系统；第二层是说，语言是价值系统中“一种特殊的系

值系统。说语言是价值系统具体是指，语言系统中的任何单位“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

要素的关系确定的”[1]163，也就是说，语言是由其互相联系、互相规定的内部要素有机的

批判了将语言看作由一个个孤立要素集合而成的分类命名集的错误观点，因为分类命名集观

谈。非价值系统中的各组成成分或各要素可以是积极的，比如“消化系统”是由口腔、咽、食管、胃、

成，这一系统中的每一个器官都是积极要素，不是消极地由其他器官决定，失去其中之一，消化系

观认为语言要素也是积极的，语言的实质是语言的基本要素自身与事物或概念的联系，它的

们是积极要素。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自身不能决定自身，而要由系统整体决定，它的功能也由系

言符号的能指既与事物或概念没有必然联系，也不会因为某些符号消失甚至语法手段消失，

的调整。这就是价值系统。索绪尔认为，如果将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系统混同于别的系统，就取消了

任何探讨”[1]39，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语言现象。  

根据索绪尔的意见，语言系统是从属于符号系统的，它有着所有符号系统都具有的共性，而价

的共性。例如，语言系统的颜色词系统中，每一颜色词的语义不由自身决定（自身无积极内

个语言集团就可能有ABC三种不同的颜色词系统，A系统可能二分为黑白二色，B系统三分为

黑、红、黄、白四色，于是，它们的“白色”因被自己颜色词系统中的对立颜色所规定，其

区域。同样，非语言符号系统的交通信号系统中，各色交通灯的意义（交通信号）也不由交通

容），而由系统规定。红灯之所以表示禁止通行，是因为绿灯和黄灯表示了交通信号的所有其他信息，如果取消其中一色

灯，余下的二色灯将调整为表示全部交通信号。也就所说，，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这

统。实际上，只要是符号系统[2]都必然是价值系统。  

虽然所有符号系统都是价值系统，但是，谁都不会因此认为语言系统和其他符号系统没

反，我们都认为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非常不同，甚至有本质差异。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是

广泛”的“一种特殊的系统”[1]103-104。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价值系统，它还是与

号”[1]37等一般价值系统相区别的“纯粹的价值系统”。那么，所谓一般价值系统与纯粹价

我们可以指出，与别的符号系统不同，语言系统的能指系统为声音系统。即使这是语言

别，可难道这是它们的本质区别？之所以提出这一疑问，是因为象征仪式、军用信号的能指都可以是

出的声音。虽然索绪尔指出语言是“整个符号学中”“最复杂”的系统，但我们也不太可能根据

符号系统，因为原始部落的仪式也可能非常复杂[2]56-77，何况，复杂或简单是现象不是原因；或者

实际上，索绪尔不仅提出了语言是纯粹的价值系统这一划时代的思想，而且还深刻揭示出使

本原因——语言的任意性原则。他说，任意性原则是语言的“头等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

在于，按我们目前对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理解，是不可能将作为纯粹价值系统的语言与作为

从理论上区分开来。  

我们已经知道，索绪尔关于语言任意性原则这一理论有两个针对性，一是针对古希腊关

将符号与“象征”混淆而得出的语言“自然论”观点。本质论认为语音与语义有必然的本质

语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联系。任意性概念的提出，使语言中的特殊现象——拟声词、感叹词

缠的语言现象——引起的误解与混乱得到了澄清[1]104-105，而象征也由此与符号泾渭分明。需要

语言从属于符号学的同时，提出任意性原则问题的，他说到将建立符号学时说，符号学的对

体系统”[1]103，因此，任意性原则就不仅是支配语言的重要原则，而是支配所有符号系统



性原则，使得符号系统与所有其他非符号系统区别开来。从此，语言学界认识到，不以任意性原

系统；只要是符号系统，必然以任意性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任意性的认识限于能指所指结合的不可论证性[1]104。可是就能指所指

能把符号系统与非符号系统区分开来，但却不能从理论上把作为“纯粹价值系统”的语言系

为在我们看来，交通信号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论证的。这就是

识，无论从价值系统角度，还是从产生价值系统原因的任意性原则角度，都不能从理论上将

开。 

二、两种任意性原则 

如前所述，此前我们对任意性原则的认识仅限于能指和所指结合层面。但当我们将注意集中到任意性

发现，任意性问题实际有三个方面，分为两个要素和一个结合方式。两个要素是能指要素、所指要素，一

指二要素的结合。将任意性问题一分为三后，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过去理解的任意性只不

而作为另外两个方面的能指所指二要素是结合的前提。令人震惊的是，对于任意性结合的前提

然没有注意过。要知道，从理论上说，作为结合前提的能指所指要素本身，具有多种可能，可以是

性的；而结合方式也可有设定性和任意性两种。这里所谓设定性所指能指是指：在它们任意

着。所谓任意性所指能指是指：在它们任意结合前，它们本身还没有现成存在。鉴于索绪尔

结合的任意性，可由于存在不同结合前提因素，这样一来，即使结合方式只是任意性的，由此

为纯粹价值系统的语言不同于一般价值系统的秘密。应该就藏在这里。先撇开不同前提产生的具体价

设定性所指能指的任意性结合称为设定性结合，而把由设定性结合方式产生价值系统的原则

将任意性所指能指的任意性结合称为纯粹任意性结合，而把由纯粹任意性结合产生价值系统

不同前提的任意性结合方式与不同任意性原则的关系表示如下： 

现在，我们已知符号系统都是价值系统，并且知道语言是纯粹价值系统，我们不知道的是，作

哪一种任意性原则对应。要知道语言与哪一种任意性原则对应，前提是要知道在符号的能指所指在

所指自身的情况。 

讨论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所有符号系统都是文化的产物，即必定都是人的创造。如交通信

全、高效而创制的；语言也是文化的产物，只是它的性质复杂得多，但我们可以说，没有人不

人力所为，就没有语言能指所指的结合。 

在讨论作为纯粹价值系统的语言的任意性问题前，可先讨论相对简单的非语言的一般符

知条件是，一般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方式是任意的，即用什么样的能指与什么样的所指

红灯（能指）可与禁止通行（所指）结合为交通符号系统中的符号，×（能指）也可与禁止通行（所指）

   任意性  

要素    

结合前提 结合方式 任意性原则 

符号 
设定性所指 

设定任意性 前设任意性原则 
设定性能指 

符号 
任意性所指 

纯粹任意性 纯粹任意性原则 
任意性能指 



符号。根据这一条件，我们不难推知一般符号系统的符号的结合前提，这就是：所有一般符

成存在着；同时，一般符号系统的能指也都先于符号现成存在。例如，在“红灯”与“禁止通行

红灯这一事物存在，并且禁止通行的概念早就在存在于人们的头脑。 

于是可以得出，一般符号系统的所指和能指在结合前，属于设定性所指和设定性能指，其

这样，产生一般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原则就为前设任意性原则。又已知一般符号系统是一般价

原则是使一般符号系统成其为一般价值系统的原因。这样，作为一般价值系统的一般符号系

如下表： 

由于一般符号系统潜在的能指的材料（如：红灯）和潜在所指的观念（如：禁止通行），在符

存在，这种前提下的所谓任意性结合，实际是基于已经现成存在的材料和观念的结合上的任意性。

何潜在材料和观念本身的前提下，不存在什么材料和什么观念任意结合的问题。所以，一般符

说，应该称作前设任意性原则。人正是根据前设任意性原则，创造了作为一般价值系统的符

那么，创造语言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原则与创造一般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原则一样吗？可以更明

的所指和能指也像一般符号系统那样，在其结合前已经分别现成存在着吗？换言之，潜在的所指已

能指已经以语音的方式在语言产生之前已经现成存在着了吗？ 

三、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统 

符号所指和能指结合前的性质问题，过去没有被我们明确提出来讨论，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假思索地把

指和能指当作预先现成存在着的了，亦即将设定性能指所指作为了任意性原则的前提。准确

为预设。作为前提，我们往往还能清楚意识到，还可以进行反思；而作为预设，则往往很难

种信念”[3]，人们总是在预设的背景下来思考问题的，因而很难对预设本身进行反思。也

《教程》中对此有专门的重要论述，但却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教程》中《语言符号的性质》和《语言的价值》这两章都专门讨论了符号的任意性问题

索绪尔主要针对语言的本质论，以及语言和象征等问题来讨论任意性问题。由于本质论提出的

及自然性质和任意性的纠缠，因此，此章主要讨论了语言符号系统与非符号系统的本质区别

的符号比其它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

达系统。”[1]103应该说，索绪尔针对本质论和象征所作的关于任意性的论述是被充分理解了的；但是，索

值》一章对任意性问题的更为深刻的论述，却被忽略了。  

索绪尔在《语言的价值》中专门提醒我们，他关于语言为纯粹价值系统的思想，“可以使我

所说的符号的任意性”，而这里所说的102页，就是上面说到的《语言符号的性质》中的《第一

   任意性  

要素    

结合前提 结合方式 任意性原则 

符号 
设定性所指 

设定任意性 前设任意性原则 
设定性能指 

符号 
任意性所指 

纯粹任意性 纯粹任意性原则 
任意性能指 



际上，索绪尔在《语言的价值》中讨论的，正是语言之所以成为纯粹价值系统的原由——纯

在《语言的价值》第一节《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索绪尔分三层讨论了语

一层讨论语言符号所指的来源，第二层讨论语言符号能指的来源，第三层讨论观念和语音怎

讨论符号能指所指结合的前提问题，讨论语言符号结合的性质是设定性任意结合，还是纯粹任意性

设恰恰相反，索绪尔说：“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本身好像一团

浮不定”，声音也只“是一种可塑的物质”。[1]157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索绪尔给出了一个重要却很少被提到的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上的A表示潜在的所指——前观念，B表示潜在的语音——前语音，AB之间的空白表示前

态，虚竖线表示语言任意地划分观念和语音并使它们结合。整个图示表示前语言状态到语言

在第一层对语言符号潜在所指的论述中，索绪尔通过示意图表明：语言产生之前也有“

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观念”，因为这种精神现象是混沌未分化的，作为观念基本单位的“概

者这里用“观念”一词以区别“概念”）。这种没有一个个清晰分界（概念）如星云一般混沌的

的“前观念”状态。对此，索绪尔概括说：语言产生前“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1]157

的状态，与交通信号系统产生前已有“禁止通行”一套观念现成存在的情况，性质完全不同。

在第二层对语言符号潜在能指的论述中，索绪尔说：语言产生前，声音也不是如一个个

所需要的能指”，使“思想非配合它的形式不可”。[1] 157也就是说，语言产生之前，也并

先现成存在着，随时准备为已经现成存在的观念（概念）一一贴标签。这与交通信号系统产

灯”等事物已经现成存在的情况，性质也完全不同。  

既然在语言出现之前，思想和声音都如星云一般“模糊不清”，“飘浮不定”，那么，

两个方面能指和所指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第三层语言怎样以任意性原则创造自身的的论述中，索绪尔提出了一种崭新并且极其重要的思想。他

和声音都没有预先存在，语言的产生，就不是一个使分离的一个个观念（概念）和一个个声

是一个纯粹任意创造的过程：  

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

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

联系到索绪尔在“语言符号的性质”一章所批判的“假定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

述思想作以下几点分析：第一，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和所指；第二，语言的创造是一种

是一种纯粹的任意性创造；第四，正是语言创造的这种纯粹任意性决定了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

前语言状态 → 语言状态
前观念

前语音



第一，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和所指。语言的产生完成了两项重要任务：两个“分解

和“结合”就是创造。所谓两个分解指：分解前观念和前语音。将如星云一般混沌的前观念切分

前语音切分成一个个分节音。这就是示意图上虚竖线所表示的。所谓一个结合指：使概念和

的分离部分消失，竖线区分范围内的AB结合。  

第二，语言的创造是一种任意性的创造。这种任意性创造又分两个方面：一、无论在创

面都具有任意性；二、在创造所指和能指的结合上也具有任意性。关于语言创造在所指能指

但对语言分别任意创造所指和能指方面，语言学界几乎无人提及。索绪尔认为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所指，

生；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也才有了一个个表示概念的词符。 

第三，语言的创造是一种纯粹的任意性创造。所谓“纯粹的任意性”创造，是指语言不

且是没有预先规定的任意性创造。“任意性原则主要还不是说施指对所指是任意的，这一原

和之外，并没有边界明确的所指。语言不是简单地为已经现成存在的事物或现成存在的概念命名，而是

[3]  

索绪尔在哲学上是一个理性主义，[4]照我们看来，客观事物本身有着自在清晰的分界，人在

识，并将认识的结果上升为概念，这样符号所指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自在

指的内容（概念）。但索绪尔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取消了对语言的“真正性质作任何探

名集观。根据索绪尔的论述，他的看法是，在语言产生前，世界没有自在清晰的分界，即没

所指无从由事物而来（所以索绪尔反对将名称与事物直接联系）；既然客观事物没有清晰分界，也就

上升而来的概念预先存在，语言的所指也无从由此而来。是语言的产生使如星云一般飘忽不定、模糊不

一个个概念，而世界也由此才有了清晰的界限。因此，既然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在语言产生前

所指和能指就只能是纯粹任意创造而来。  

第四，正是语言的这种纯粹的任意性决定着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这句话蕴涵的意思是：只有符

意性原则产生时，才会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反过来说，当符号系统不是由纯粹任意性原

价值系统。正因为语言是以这种纯粹任意性原则产生的符号系统，所以语言才会是“一个纯

号系统（如：交通信号系统）的产生，受到它产生前潜在所指和能指两方面既已存在的现实

则产生的，其任意性仅限于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所以，一般符号系统的确是价值系统，但不是索

统”。可将纯粹价值系统与其根源纯粹任意性原则，与一般价值系统与其根源的前设性任意性原

前 提 结合方式 价值

设定性所指 
前设性任意结合 一般价

设定性能指 

任意性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