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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aussure学说的第一个基本谬误 
 
  索绪尔学说的理论基础即是符号任意性，亦即施指和所指间没有必然的关
联。但是大量的语言材料却证明，施指和所指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拟声词
的普遍存在，就说明了施指和所指间的关联。索绪尔以“例外”来处理拟声词的
问题，这种做法是完全本末倒置的。此外拟声词亦不是符号任意性的惟一例外，
象形字及义符同样在许多文字系统中都具有显着的相似性。下面我就根据字形、
字音及字义的根本性质，分别阐述概念关联性及符号局限性这两个基本原则。我
以概念关联性来取代符号关联性（符号任意性之对），那是由于在这个关系中概
念是第一性的，而符号则是第二性的。 
  1. 字形: 文字的一个本质性要素即为字形。基于文字的根本性质在于其为
视觉形式，因此可以建立字形与视觉性对象（概念）间的关联性，最明确又具体
的方法即是象形。象形即是经由描摹视觉性对象的形体，从而使文字与所指对象
产生视觉形式的直接关联。所有的原始文字均是根据这个信号学原理，各自创造
出数量有限且形体互异的象形字。然而文字的视觉形式无法表达抽象的概念，因
而使其应用范围受到局限。 
  2. 字音: 文字的一个附属性要素即为字音。基于文字的根本性质并非听觉
形式，因此唯有间接地透过语言，方能建立字音与听觉性对象（概念）间的关联
性。基于语言的根本性质在于其为听觉形式，因此可以建立语音与听觉性对象间
的关联性，最明确又具体的方法即是拟声。拟声即是经由摹拟听觉性对象的声
音，从而使语言与所指对象产生听觉形式的直接关联。所有的自然语言均是根据
这个信号学原理，各自创造出为数不多且语音有别的拟声词。然而语言的听觉形
式无法表达无声的概念，因此其应用范围非常有限，并使得语音具有极大的任意
性。由于语文存在先习得语言而后习得文字的发展关系，因此文字唯有依附于语
言，方能有效表达抽象的概念。因此为了建立文字与语言间的关联性，最明确又
直接的方法即是表音。表音即是以音节、三拼或音素等方式，从而使文字符号与
语音间产生结构形式的直接关联。所有自然语言的文字均是根据这个信号学原
理，各自创造出形式不一且结构不同的音符。 
  3. 字义: 文字的一个目的性要素即为字义。基于文字的根本性质并非抽象
形式，因此唯有经由系统性的分类，方能建立字义与抽象性对象（概念）间的关
联性。基于宇宙间一切事物皆具有系统性，因此为了建立文字与所指对象间的关
联性，最明确又直接的方法即是表意。表意即是以部首或字根等方式，从而使文
字符号与所指对象的义类产生结构形式的直接关联。所有自然语言的文字均是根
据这个信号学原理，各自创造出形态多样且类别不等的义符。 
  语言符号不仅在高级表现形式（词）中是可论证的，它在低级形式（音，词
素）中亦不存在任意性。另言之，索绪尔的绝对任意性是可论证的，亦即符号与
概念间仍然存在内在的联系，而内在联系的要素即是使用频率。而且除了我提出
的使用频率这个内在联系外，语音和概念间还存在各种形式的内在联系。因此无
论就文字或语音、绝对或相对而言，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均不成立。综合而论，
符号的本质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就像以“触觉”来表现“香味”，以“嗅
觉”来表现“色彩”，以“味觉”来表现“声音”，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事。语言
及文字符号同样存在局限性，因此使得施指和所指间经常会出现任意性的表象。
但是归根结底而言，概念关联性乃是基本原则，而任意性只是符号局限性的后遗
症。 
 



二. Saussure学说的第二个基本谬误 
 
  索绪尔反对语言学中的目的论。目的论认为语言会朝着某种目的变化发展，
而语言产生变化则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认为并非为了使语言系统产生一种新
的状态，语言才产生变化。索绪尔反对语言学中的目的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否
定符号和概念间的关联性。他认为没有一个施指必然要比另一个更适于表示某个
所指，声音的变化独立于价值系统之外。因此历时变化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那
些由历时现象所产生的具体的共时后果，均与历时现象毫无关系。 
  符号任意性是索绪尔学说的基础，索绪尔反对语言学中的目的论，而反对的
根本原因即在于他否定符号和概念间的关联性。但是索绪尔又无法解释语言发生
演变的原因为何？语言演变的方式为何？在索绪尔学说的第一个基本谬误中，我
已经推翻了符号任意性这个基本原则。另言之，就是确实存在一个施指必然要比
另一个更适于表示某个所指，只是这个施指会随着所指（概念）使用频率的变动
而变化。所指（概念）的使用频率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及新概念的产生而变
动，这个概念使用频率变动性即是语言发生演变的根本原因。所指（概念）使用
频率的变动为何会使某个施指必然要比另一个更适于表示某个所指呢？所指（概
念）使用频率的变动又是如何使某个施指必然要比另一个更适于表示某个所指
呢？本质性的原因就在于施指（符号）具有高效及明确两方面的差异性，而其演
变方式 即是 “语文发展第一定律” 中所定义的使用频率高则追求高效，使用
频率低则追求明确。另言之，当所指（概念）的使用频率提高时，则它会倾向于
以一个较高效的施指（符号）来表示；反之，当所指（概念）的使用频率降低
时，则它会倾向于以一个较明确的施指（符号）来表示。 
  语言是人们交际工具的符号体系。语言具有两个方面，一是表现方面的语音
（施指）；一是内容方面的语义（所指）。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首先是交际的
工具，同时它也是思维的工具。在这个本质基础上，一个人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及
文字这两种符号工具，那麽这两种符号工具的演变会没有目的性吗？ 
  目前全世界所有的成熟语文均倾向以一个较高效的符号来表示一个使用频率
高的词；反之，则以一个较明确的符号来表示一个使用频率低的词。这个语言文
字普遍存在的事实现象，并无法经由索绪尔学说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高效及明
确二者都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质。索绪尔的学说不仅存在所谓的“例外”情形，它
亦无法解释目前语言文字普遍存在的现象何以如此？语言文字发生演变的原因为
何？语言文字演变的方式为何？它更无法对语言文字未来的演变做出合理的预
测。索绪尔学说的根本错误，就在于符号任意性。事实而言，语言文字的规律和
现象均是建构于概念关联性、符号局限性、概念（使用频率）变动性及符号（高
效及明确）差异性这四个基本原则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