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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思维的维度分为两种 :语言维度和非语言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可以通过表达方式在人际间进行

沟通。语言维度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 ,非语言维度通过非语言符号来表达。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可说 ”,非

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不可说 ”。“可说 ”和“不可说 ”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表达方式 ,两者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人

类思维的表达。同时 ,“可说 ”和“不可说 ”具有共同的性质。“可说 ”和“不可说 ”是人类的共性表达。语言表

达与非语言表达的统一性及其互补性所表现出的递归和自返特征体现了语言的非工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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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在人类表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语

言并不是人类表达的唯一手段 ,一些非语言表达

方式如身势语、舞蹈和音乐等其他艺术手段也大

量地存在于人类的思想表达之中。这些非语言

表达方式对思想的表达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 ,语言表达的是人类思维的语言维度 ,称

为“可说 ”。非语言表达方式表达的是人类思维

的非语言维度 ,称为“不可说 ”[ 1 ]。“可说 ”和“不

可说 ”互补共同完成人类思想的表达。维特根

斯坦对此早有表述。①“可说 ”和“不可说 ”之间

的联系不可分割 ,两者构成了人类思维的整体表

达。从另一方面讲 ,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性质。

　　本文旨在针对“可说 ”和“不可说 ”中的递

归、自返特征来讨论两者的表达共性、互补性 ,进

而阐明语言的非工具性质。

　　一、非语言表达方式

　　1. 语言表达

　　语言是人类思维表达的最主要方式。语言

本身的主要功能就是它的信息表达功能。在语

言学界 ,学者们对语言功能进行了诸多的分类 ,

如韩礼德 (Halliday)认为语言具有四种功能 :表

达思想的经验功能 ( experiential) ,表达各个概念

之间关系的逻辑功能 ( logical) ,建立和保持社会

关系、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表达说话者的感情、

态度的人际功能 ( interpersonal) ,保证语篇连贯、

适切的成篇功能 ( textual)
[ 2 ]。然而 ,不论如何分

类 ,语言功能均隶属于信息功能 ,即语言的目的

就是表达。然而 ,语言却不是人类表达的唯一方

式。非语言表达也具有信息功能 ,同时还在表达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它们与语言相互补充共同

完成人类思维的表达。

　　2. 非语言表达

　　非语言表达可分为副语言表达和无语言表

达。副语言表达是指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伴生的

超音位或超音段信息、手势、体态和体距。无语

言表达是指人类不通过语言进行的表达。

　　 (1)副语言表达

　　尽管人类的语言维度所能表达的信息占据

着人类表达的最重要地位 ,同时将人与其他动物



彻底分离开来 ,但人类不满足于语言表达的局限 ,

因此在语言表达中就自然伴生出副语言现象。

　　超音段信息 ,如人类说话时声调的高低、快

慢都表现出一定的意义。体态语是人们交流感

情时伴随的身体动作。这种动作可能是全身的 ,

也可能是身体某部分的 ,如手势、表情等。艾森

伯格 ( Eisenberg) 曾统计 ,人体可以做出大约

270 000种姿势和动作 ,这比人能发出的声音还

要多 [ 3 ]。体距指的是交谈者之间的身体距离也

可以传达出特定的意义。艾伯特 ·梅拉比安

(A lbert)发现 ,在一个信息产生的影响中只有

7%是语言的 , 38%是嗓音的 (包括语调的抑扬

顿挫和其他声音 ) , 55%是非语言的 [ 4 ]。副语言

表达可能是本能的、反射性的 ,也可能是有意识

的 [ 5 ]。可见 ,体态语、副语言和体距在人们表达

中不可避免 ,同时也是人类表达的重要手段。

　　副语言表达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及表义功

能 ,并且极大地补充了语言表达的不完整性。

　　 (2)无语言表达

　　无语言表达是人类无奈的选择 ,是语言无法

表达的思维维度。这些表达往往被归为艺术。

事实上 ,有语言或者无语言的艺术必然具有表达

性 ,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无语言表达通

过其构成元素、“句法 ”的结合展示思维逻辑的

关联和人与自我、外界的感受关系。无语言表达

同样具有两重性 ( duality) ,它也是通过有限元素

的重复使用、相互结合来表达思维。同语言和文

字相类似 ,无语言表达具有超时空性和抽象性 ,

例如艺术通过触动人类视觉、听觉、触觉来满足

表达的“质感 ”。“可以肯定 ⋯⋯每一个形象的

细节都可以表现出许多 ⋯⋯文化视野上的精神

状态、关怀和动机方面的情况。”[ 6 ]每一个图像、

造型都是抽象的概念汲取以及表现。

　　人类生存于时间、空间之中 ,时空的表达也

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地位。无语言表达的时空超

越语言的桎梏 ,用物质展示方式来叙说思维的各

种维度 :宗教、太空、政治、建筑、生理体验、情感

等存在 ,这些都在叙说之列。例如 ,书法艺术实

质上是以线条的组合变化来体现美感。绘画用

纸、布、木板等物质材料 ,运用线条、色彩和块面

等元素 ,通过构图、造型等手段 ,在二维空间里总

结具有立体感的静态的视觉形象或情境。绘画

⋯⋯感觉的表现手段 [ 7 ]。绘画表达内含于人类

生活中的生存体验。立体主义把三度空间坍塌

成两度空间 ,将视觉表象与非语言表达的维度紧

紧地压缩于一个平面 ,传递着思维本身难以名状

的感觉存在。音乐以人声或乐器声音为材料 ,通

过有限的音符、音节构成在时间的流动中浮现审

美情境。音乐一方面颠覆了沉寂、无表情的物理

时间 ,另一方面再现了自然或自我的声音世界。

“音乐是一种表达无以言表的东西的艺术形式 ,

它是语言和想象力所不及的 ,它是漫无边际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状态 ,所以音乐表达的是

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情感 [ 8 ]。舞蹈以审美规范化

了的组织、节奏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 ,运用

节奏、表情、构图、造型和空间运动等要素表达心

灵、情感的律动冲动。舞蹈体现时间、空间 ,满足

听觉、视觉的综合思维维度。

　　总之 ,非语言表达表现了语言符号所无法表

现的人类内在深层的精神境界。

　　二、“语言 ”和“非语言表达 ”之
间的共性与互补性

　　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式之间除了上述的相

关性之外 ,还主要表现为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达

都具有递归性和自返特征。

　　1. 递归性

　　递归指借助于“回归 ”或“重演 ”方式把未知

归结为已知的认识方法。递归性是心灵表达认

知循环的特征。语言中明显的递归性在生成语

法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解释。生成语法认为语言

是一个由有限的手段而生成出的无限的系统。

这里的“生成 ”既是递归 ,所以生成语法表明了

递归性是语言的根本性质之一。“语言之所以

为语言 ———手段有限而表现无限的语言 ,就是因

为有了结构上的递归性。”[ 9 ]157语言的递归性表

现了语言结构层次和言语生成中相同结构成分

的重复或相套。这一点在所有语言中都很常见。

例如 : 英语中共有 SVC、SV、SVO、SVO (O ) 和

SVOC五种基本句型 ,在谓词研究中发现的零

元、一元和二元谓词也是如此。而汉语中的句型

也无非是主题句、施事句 (再细分一点 ,也不过

只是分属主谓句与非主谓句的七八个或上十个

句型 )。所以 ,英语中的众多句型不过都是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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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种句型的相套生成 ,汉语中的成千上万的句

型也是通过对几种基本句型的套叠而形成。这

就构成了语言短语结构可能自身复制自身、环环

相套、无限展开的格式。

　　在日常生活中 ,非语言表达中大量存在递归

格式 ,例如电影中的电影、画中的画等。当然 ,这

些只是递归结构中的一部分。实际上 ,递归结构

存在于人类的各种表达方式之中的事实 ,恰恰说

明了人类思维表达的本质特征。例如 ,音乐的格

式虽然不尽相同 ,但是音符与小节和乐曲之间本

身就是递归的表现。巴赫的《音乐的奉献 》由三

个音部组成 ,当最高音部演奏主题时 ,其余两个

音部提供卡农式的协奏。这种卡农的最大特点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 ,使听众有一种不

断增调的感觉。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升调的过

程无限地进行下去 ,产生无限升高的卡农。此

外 ,贝多芬的《命运 》也运用有限音符的复现及

变奏来体现音乐片段的递归。可以肯定地说 ,无

论现代音乐还是古代音乐 ,世界所有民族的曲式

都没有摆脱这一特点。埃舍尔利用视觉和思维

的递归特性 ,夸张地表现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

互递归关系。在《鱼和鳞 》中 ,埃舍尔表现了整

个画面与部分构图之间的复制。① 建筑设计的

简单性就在于有限元素的无限运用。现代建筑、

古典建筑无不是横、竖、斜的材料设计 ,但其表现

的内容或思想却可致无限。

　　2. 自返性

　　自返性指的是事物自身可以指向自身的现

象。这种情况下两者就相互缠绕在一起 ,很难分

开。语言中缠绕的现象就是语言自返性的一个

明显例证。语言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象性语言 ,

另一种是解释性语言 (元语言 )。这两种语言重

合而产生的意义和句法结构自相缠绕。语言缠

绕性的自返现象无时不在。极端但又寻常的例

子可在《狼和三只小猪 》中再现 :

　　狼 :好饿啊。我要吃了你们。你是谁 ?

　　“谁 ”(小猪之一 ) :你说对了。

　　狼 :什么 ?

　　“谁 ”:“什么 ”在屋顶上。

　　狼 :我是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

　　“谁 ”:我是“谁 ”,“什么 ”在屋顶上 !

　　狼 : ???! ! !②

　　在这里 ,三只小猪的名字分别叫“什么 ”、

“谁 ”和“为什么 ”。这是狼和其中一只小猪

“谁 ”的谈话。狼是将“谁 ”和“什么 ”当做疑问

代词即工具性语言来对待。而小猪却将其当做

对象性语言来对待 ,所以两者相互缠绕 ,导致交

际的失败和其他含义的产生。对象语言与元语

言同样可以在句子“我是谁 ”中突出体现。其

中 ,“我 ”的自指与他指同时体现在不同的平面 ,

但是此句并非因为存在两种所指而造成误解。

　　与思维世界不同 ,生物自身并不存在自返

性 ,否则生命本身将无以为继。然而 ,在非语言

表达的思维维度中 ,自返现象司空见惯。例如 ,

舞蹈的意义就在于不同层面的动作方式的浮现

性缠绕 :死亡、忧郁、快乐等情感都必须通过体态

和动作来表达 ,但是各个肢体并没有脱离身体而

独立存在 ;音乐的表达也通过音符间的变换及缠

绕产生意义 :音段的意义就在音段整体 ,但是音

段并没有分离于乐章 ;建筑的意义通过建筑的整

体表达 ,但是每个建筑部件也均从属于建筑物或

建筑群本身 ;“幸福 ”的感受来自身体或者心灵 ,

然而如果神经中枢得到了错误指令 ,则“幸福 ”

不再存在。

　　同语言相比 ,无语言表达的递归显现出人类

“不自觉 ”却又不得不遵守的规则。语言表达与

非语言表达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递归和自返 ,而思

维才是表达的最终主体。

　　任何成功的理论都在于其研究对象及理论

体系的封闭性。本文的对象封闭于“可说 ”与

“不可说 ”,因此通过考察思维的不同维度 ,我们

断言 :人类表达方式仅仅限于两种方式 :“可

说 ”,即语言表达和“不可说 ”,即非语言表达。

两者之间的互补构成了人类的全部表达。然而 ,

递归和自返特点虽然贯穿于“可说 ”与“不可

说 ”,但是它们同时也构成了语言及非语言两种

表达的互补 ,即“可说 ”用语言表达 ,“不可说 ”用

非语言表达。两种表达以互补方式共同完成了

表达的任务 ,也就诠释了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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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的观点 , ①因为

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封闭于语言本身。

　　语言自身的缺陷 ,如缺乏细致性、封闭性都

导致语言表达的局限性 ,这也直接导致语言只能

表达人类的部分思维。而非语言表达方式体现

的是人类思维中的语言所不具有的特点 ,即细致

性和开放性。因而 ,人类思维中有许多感受是需

要多种表达方式共同传递的 ,而这些可以概括地

归纳为非语言表达方式。

　　三、“可说”、“不可说”与语言非
工具性

　　霍凯特 ( Hockett)将语言的属性划分为七

种 :二层性、能产性、任意性、互易性、专用性、易

境性和文化传授性 [ 10 ]。而对工具的考察发现 ,

工具不具备任何上述性质。工具的定义为 ,人类

可用来加强、延伸器官功能 ,为达到某种目的而

被制造的器物。

　　虽然人类工具中也时时显现出语言的特有

属性 ,例如工具具有构成性 ,除了原始的石器、木

制工具外 ,它是部件与部件组合的整体 ;工具具

有被再创造、任意、可交换、专用和与文化相关的

性质。但是 ,人才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因

此 ,仅仅从简单的行而下视角对工具进行考察 ,

就不能够彻底区分“可说 ”、“不可说 ”与工具的

差异。工具与语言最重要的区别在于 :人类工具

是因为需求而创造的 ,而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达

是与人类伴生而来、是人类不得不使用的本能②

表达。

　　由于工具是人类的产物 ,所以人类的工具必

然具有同人类语言和非语言表达相同的特征。

但是 ,这些表面特征与霍凯特所归纳的语言属性

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语言的各种属性都不是

人类自身所能改造或者创造的 ,而工具则是按照

人们的意志出现的发明。发明是指通过人类的

能力创造出来的、在人类出现以前纯粹的自然界

所不存在的器物。因此 ,语言不是创造物 ,文字

是创造物 ;表达不是创造物 ,工具是创造物。

　　因此 ,对于语言表达与非表达的递归性和自

返性考察 ,我们就可以明显区分出语言与工具。

　　工具不具备递归性。例如 ,斧子是人们经常

使用的工具 ,但是斧子自身并不能通过自身来再

创造斧子。人类的语言却可以在递归中通过不

同的线性和非线性层次来再现结构。工具不具

有递归性。

　　工具不具备自返性。工具没有语言那样的

自指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套叠于缠绕 ,也可

以看到画中的画、电影中的电影 ,但是我们却从

没有看到工具与工具的环环相套 ,假使工具中有

这种现象的存在 ,嵌套在工具上的那个所谓的

“工具 ”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具。斧子的头与

柄不会通过自返方式相互缠绕 ,即同一把斧子的

头不能砍自己的柄。再如 ,斧子头或者斧子柄上

的斧子图案不是工具 ,因为图案中的这个斧子虽

然在外形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斧子 ,但是它却不具

备原斧子的功能。它只是一种装饰的图案。而

语言中的语言、画中的画、电影中的电影 ,它们本

身的性质没有因为嵌套而发生改变。工具不具

有自返性。

　　递归性和自返性是宇宙的一个基本属性 ,宇

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包含着无数个小系统 ,小

系统就是大系统的一个缩影 ,这种环环相套的结

构也反映在语言和人类的其他表达方式之中。

宇宙当中自返的现象更是广泛地存在于宇宙万

物之中 [ 9 ]245。人类是宇宙的产物 ,其思维方式必

然影射出宇宙的属性 ,人类语言也是宇宙的组成

部分。尽管工具显现出类似于语言的某些属性 ,

但是它仍然不是人自身的组成部分。

　　此外 ,语言和非语言表达的关系也显现了语

言的非工具性质。语言和非语言表达之所以共

同存在于人类的表达之中 ,说明了人类思维的多

重性。语言自身很难独立完成思维表达这一任

务 ,所以就要借助于各种各样的非语言表达手段

来共同完成思维的表达。语言工具论的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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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 , 2005年 )中的命题 6. 522:“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 ,它们是神秘的东

西。”但是他最后一个命题 7却是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在事实界限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 :《游

戏规则──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

平克将语言视为“本能 ”。见 P INKER S.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 ind Creates Language. New York: W 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 1994; P INKER S.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 Time, Feb. 12, 2007.



论点就是语言是人类表达的工具 ,但是通过分

析 ,我们发现语言不是人类表达的唯一方式 ,语

言可以同思维相分离。各种非语言表达方式也

可以对思维进行表达。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我们

也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各种非语言表达方式 ,例如

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电影、绘画、舞蹈 ,但这种

描述只能表达不能说清楚的部分内容 ,而不能完

全替代这些表达手段去完整地表达人类的思维。

所以 ,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式只能相互补充共同

完成人类思维的表达。认为语言就是人类表达

的工具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除此之外 ,语言在

表达思维的时候自身缺陷则需要非语言表达方

式来弥补 ,这导致了语言不能独立完成它的信息

功能。工具则不同 ,当一个工具因为自身性质不

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 ,人们就会对其更新换代 ,

用更先进的工具去替代它。语言的事实是 ,不论

它自身存在着怎样的缺陷 ,我们都不能将其抛

弃 ,只能通过其他表达方式对其进行补充以共同

完成语言的信息功能。所以 ,从中也可看出语言

与工具并不相同。

　　四、结　语

　　人类的思维维度分为语言维度和非语言维

度 ,这要求人们在表达思想时要运用语言和非语

言表达或者称为“可说 ”和“不可说 ”两种方式。

语言和非语言表达具有相同的性质 :递归性和自

返性 ,这保证了两种表达方式在共同运用于人类

表达时而不相互抵触。语言和非语言表达之间

的关系和性质很好地体现出语言的非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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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able" , "Un sayba le" and Language Non - in strum en ta l Fea 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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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entre for H istory ofWorld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na;

2. School ofW estern Languages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dimensions of though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linguistic dimension and non - linguistic di2
mension. Language dimension is exp ressed by language and non - linguistic dimension is exp ressed by non - linguistic sym2
bols. Language exp ression can be termed " sayable" and non - linguistic exp ression " unsayable". Both " sayable" and " un2
sayable" are important ways of exp ression. They are in comp lementary distribution to exp ress human thought. " Sayable" and

" unsayable" share the features of recursive and self - reflection which shows that " sayable" and " unsayable" are unity among

peop l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relationship of comp lementary and commonness shows that language is not an instrument.

　　Key words: sayable; unsayable; unity; comp lementary; non - instrumentalism of language

[责任编辑 　张莲英 ]

·421·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1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