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的结构维度

编者按: 包括语言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其发展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解读和反思。两者都是为了更好

地发展。吕红周紧紧抓住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语言系统观，结合其起源予以解读。魏春洁从逻辑、
交际和语法出发，多维度探讨句子( 语句) 的内部组织。鲁瑛则以英语连接词的研究传统作为自己反思

的对象。本刊指出，连接词的语义和功能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颇有价值的探索领域。

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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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索绪尔认为，特定共时态的语言是一个系统，而且是全部符号事实中的一个特殊的系统。索绪尔对语言本

质以及语言单位间关系的考察都是以语言系统观为指导原则的，语言系统观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础，对这一根基性

问题的深入研究必将对全面了解这位现代语言学之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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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Language System Concept of Sau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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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In the view of Saussure，a specific synchronic language is not only a system，but a special system of all symbols facts． Saus-
sure considers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units on the basis of system concept． The system
concept of languag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theory of Saussure，and further studies on the problem must be helpfu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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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的源起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学术背

景。为了更好的理解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思想，我们简

单回顾历史上与系统相关的论述。“‘系统’这个概念在

19 世纪初，当 Bopp，Grim，Rask 等人努力将语言学独立于

哲学、语文学等学科的时候，便开始进入语言学研究领

域。G． von der Gabelentz 在他 1891 年出版的《语言学》
( Sprachwissenschaft) 中 多 次 谈 到 系 统”( 马 壮 寰 2004:

354) 。但这里的“系统”和索绪尔的“系统”显然还不是同

一个内涵的范畴。新语法学派认为，一切都是置于历史

之下，各种语言因素连结成的演变序列，“这个学派虽曾

有过开辟一块丰饶的新田地的无可争辩的功绩，但还没

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它从来没有费功夫去

探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 索绪尔 2007: 21 ) 。在

索绪尔看来，不是要素堆积起来构成系统，“为了演绎系

统，不必始于词语、要素。这会让人设想要素预先具有绝

对的价值，设想只得把众要素堆叠起来，以便取得系统。

相反，必须始于‘系统’，始于相互关联的整体; 后者分解

成一定的要素，尽管如此，绝不像其呈现的那样容易区

分”( 屠友祥 2007: 154) 。这种系统观是结构主义语言学

的出发点，也是结构主义的重要特征。索绪尔语言学理

论中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是一个两面心理实体、语
言是一个层级符号系统等精辟论述，和之前的社会学、心
理学以及惠特尼和洪堡特等的学术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

关联。
1． 1 迪尔凯姆的“社会现象”理论

迪尔凯姆( Durkheim，E． ) 提出了社会现象的概念，强

调社会现象的社会普遍意义和对每个个人的外部制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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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迪尔凯姆强调了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他把

社会现象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作综合的考察，

去发掘影响它们的各种社会联系，“它们( 指社会现象) 是

存在于人们身体以外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同时通过一种强制力，施以每个人”( 迪尔凯姆 1999: 5 ) 。
迪尔凯姆区分了社会现象与个人有机体的现象，认为心

理现象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和通过个人意识表现出来。
索绪尔看到了迪尔凯姆“社会现象”的集体性、社会性以

及社会现象对个人现象的制约作用，索绪尔区分语言和

言语，认为语言具有明显的社会现象的特征，“在任何时

候，同表面看来相反，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

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的

特性之一”( 索绪尔 2007: 115 ) 。语言存在于集体之中，

是集体心智的产物，它独立于个人而发生作用，而且语言

一经采用，就具有了连续性，不仅在于它是世代相传的集

体行为，而且在于它还有特别的强制力。语言储存在个

人的头脑之中，社会集团中的每一个人凭借这种集体心

智的共同性达到交际的成功。语言是人和社会联系的纽

带，扮演着言语使用规则的角色，这种规则一经形成便具

有稳定性。语言系统允许说话人自由的表达思想，但是

这种自由是受到系统限制的，这是语言的暴力。
1． 2 心理学的整体感知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本质上是一种体系观，与格式塔

心理学的整体观有内在一致性。格式塔心理学是一种整

体感知的理论，“GESTALT 这个德语词表示的就是‘形

式’、‘形状’的意思，或者更确切的说，它表示当我们感知

某个对象时，我们体验的是整体效果或结构，不只是分离

的感觉对象的相加”( 张绍杰 2004: 48) 。例如我们欣赏一

章音乐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模糊混沌的整体，并不是

界限清晰的单位，音乐的主题或愉悦或悲伤或激昂，只是

在进程中的某一时间连续统，这体现出的是音乐连续性

以及整体和部分。“GESTALT 强调思维活动的整体结构

( 完形结构) ，认为心理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

中所显现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强调整体不是组成部分的

简单相加，心理过程本身具有组织作用，人们可以根据对

事物完形结构的认知，构造不完整或不稳定的结构”( 赵

艳芳 2001: 16) 。索绪尔指出对个别语言碎片的溯源和比

较并没有抓住真正语言研究的核心，“我们必须提防不要

把语言的要素看作孤立的单位。语言系统是一个总体，

其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 岑麒祥 1980: 1 ) 。从系统

整体出发研究语言，借助系统内的关系区分出语言的单

位、语言要素的价值和功能，语言历时研究转向了语言的

共时研究。
1． 3 洪堡特的整体理论

洪堡特的语言学理论综合了历史上的理性主义与经

验主义，辩证的审视语言和精神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

系、语言的功能，“洪堡特有关语言是形式，语言是一种活

动和语言是功能表征的思想奠定了用系统的观点研究语

言的基础”( Зубкова1999: 5 － 6 ) 。索绪尔或许不是提出

语言系统思想的第一人，但他却是将系统观正式应用到

语言学研究的奠基人。洪堡特理论中闪烁着整体观的光

芒，“每一个成分都依赖其他成分而存在，所有成分都依

赖于一种通贯整体的力量而存在”，“语言中没有任何零

散的东西，它的每一要素都只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 裴文 2006: 232 － 233)

1． 4 惠特尼的语言制度理论

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制造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突

出表现在他给语言学研究带来的符号学范式。美国语言

学家惠特尼的符号观、语言制度观和索绪尔对语言的论

述有很大的共性，“为了强调语言地地道道是一种制度，

惠特尼正确的坚持符号的任意性，这样他把语言学纳入

了正确的轨道”( 刘润清 1995: 62) 。索绪尔把惠特尼关于

语言的这些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给语言学和符

号学关系的定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的共时研究和

历时研究的划分等等是对语言学的巨大贡献。惠特尼带

给索绪尔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但是索绪尔的语言

学理论在很多地方都超越了惠特尼。索绪尔虽然高度评

价了惠特尼的语言制度观，但索绪尔认为语言不同于一

般的社会制度，“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语言是一种社会制

度; 但是有几个特点使它和政治、法律等其他制度不同”。
( 索绪尔 2007: 37)

2 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阐释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层级符号系统、多维的关系

系统、纯粹的价值系统，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充满了二元

对立，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组合与聚合、能指和所指

等，这些对立构成了整个语言理论的框架。索绪尔对语

言系统的研究是从语言是一个共时系统开始的。
2． 1 语言是共时系统

索绪尔在自己历史比较研究实践中用系统的方法研

究历时语言现象，但他坚持认为，语言系统只存在于共时

之中，他区分共时态和历时态，并把共时研究置于优先的

地位，这是他对青年语法学派认为只有语言的历史研究

才是科学研究这一狭隘历史主义观点作出的反拨。在共

时语言学前提下，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是由词汇、语法和

语音构成的系统，提出语言研究的第一个分叉点是语言

和言语的区分。索绪尔提出了应该从系统的角度建立语

言的体系，研究语言系统内部语言单位间的关系，在他看

来共时才有系统，历时是对语言系统中要素的演变的考

察，是一个要素取代另一个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变化本身

不能构成系统，“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

秩序……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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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 索绪尔 2007:

46) 。但是索绪尔并没有割裂共时与历时的辩证关系，

“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

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

言学，相反的，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

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

构成系统”( 索绪尔 2007: 143) 。索绪尔的共时系统是语

言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横截面。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共

时的含义是在语言整个系统不发生根本改变的一段或长

或短的时间内的语言状态。正是在区分了共时语言学与

历时语言学，并且把语言的共时研究放在主要地位的基

础上才有了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整体语言中的一切都

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历史分析的对象，而不是抽象

分析的对象，它们由事实而不是由规律构成。整体语言

中的所有有机整体的构造其实都完全是偶然( 形成) 的。”
( 屠友祥 2007)

2． 2 语言是符号系统

我们熟悉的语言定义有“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等说法。这些定义虽然

在广泛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缺乏操作性，而且需要进

一步的补充和明确。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语言是一种

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索绪尔 2007: 37) ，第一次提

出了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关系，把语言学视为符号学的一

部分。利用符号学的一些方法和规律解释语言学问题增

加了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在语言符号观下依据区分性特

征和价值理论划分了语言的单位，“词被视为最重要的语

言符号，它的重要特征是: 词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是存

在于系统中，我们称之为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只

是众多的 其 他 符 号 系 统 层 级 中 的 一 部 分”( Соловник
2002: 23) 。

索绪尔把语言学划入了符号学，他认为语言首先是

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符号的一般特征，语

言符号有任意性，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自身的社会

规约信息。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主要问题是符号学的问

题，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用于语言学，但是语言是各

种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因为任何符号系统的解释都依

靠语言。同时“语言是个层级符号系统。每一级的符号

总是由能指加所指构成，而它们的复合构成物又作为上

一级的 符 号 的 能 指 进 入 新 符 号 的 构 成 过 程”( 王 铭 玉

2004: 222) 。音响形象和概念的连结称为符号，构成第一

层级系统，表达最基本的往往与客观外界事物联系起来

的意义，指物性是其主要的内容。第一层级的能指和所

指结合的符号整体在第二层级中作为高一级的能指，此

时的所指往往是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美学等附加意义。
2． 3 语言是关系系统

索绪尔在系统内部对各种关系进行考察，认为语言

是一个符号关系系统。语言中只有关系，除此之外别无

其他，“进入系统中的符号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员

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 冯志伟 1999:

23 － 24)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建立在同一和区别之

上( 区别占支配地位) ，任何一个成分的确定依据的不是

它本身具有的实体特征，而是关系。
首先，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任

意性在索绪尔看来是第一原则。在这一点上他强调了语

言的社会心理属性，切断语言符号与外界客观事物的联

系，是因为索绪尔把语言系统建立在语言符号的关系之

上，语言中只有差别建构的关系，这样语言符号就不是一

个独立的实体。语言符号只在与其他语言符号和整个语

言系统的相互关系中才得以存在，在索绪尔那里关系远

比实体重要的多。
其次，语言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语言系统

中单位的关系体现为组合和聚合，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处于不同的轴线上，是语言系统复杂结构的两种基本关

系。组合关系是在话语之内对语言要素结合为话语的考

察，考察的内容不只是相邻要素的关系，而且还到涉及各

个要素和整体的关系。组合关系体现了语言的线性本

质。话语只有一个长度，沿着时间的先后排列，组合关系

的各项要素有一定的数量，同时也有一定的次序。聚合

关系的各个要素是不在场的，它们以意义的相似或能指

的相似通过联想关系构成一个开放的集合。构成聚合关

系的要素没有固定的数量，也没有确定的顺序，而且属于

同一聚合体内的要素不能同时出现在话语中的同一位

置，在话语中它们是互相排斥的。
2． 4 语言是价值系统

语言的价值来自语言符号系统，来自系统中语言要

素之间的关系，来自系统中的差异和对立。价值的概念

是索绪尔从政治经济学中引进到语言学的，并提出语言

是纯粹价值系统的观点，“因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

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

西”( Соссюр 1999: 82 ) 。经济学中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人们不能同时拥有，而只能据其一，商品的两种价值

之间有天然的物质基础，而语言符号的价值是以能指和

所指的任意性结合为依据的，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符

号的价值不能以物质的标尺来衡量，语言符号的价值不

可以量化，也没有大小之别，语言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制

约，只能从关系的网络中确定它们的价值。经济学中的

价值和语言学的价值不是同一个范畴，它们之间只是一

种类比关系，是一种基于内在的相似性，都是一种关系的

体现，“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

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段

相结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

要素和心理要素间的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 索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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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67) 。
索绪尔从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及符号的整体三个

方面展开对价值的讨论，能指和所指是为了深入研究符

号的作用和功能人为提出的理论上的区分，事实上单独

的看其中每一方面，它们都是消极的，没有意义的，而只

有两者的结合才能构成积极的要素即语言符号。“索绪

尔认为共时状态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只有同时要

素间的关系才构成价值系统，共时价值的规律反应了语

言系统的结构规律，语言任何层次的要素都是在共时状

态中构成关系、确认自身、参与操作”( 皮鸿鸣 1994: 4 ) 。
声音差别和概念差别使语言符号得以存在，它们存在于

一个系统中，每一个语言符号都以与其区别和联系的其

他语言符号的存在为条件，“绝对的孤立的、没有其他任

何参照的所指关系及由此构成的语言符号是不存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对比，是系统

的产物”( 马壮寰 2004: 4 ) ，语言符号系统和语言价值系

统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的两个属性。

3 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的影响
系统观体现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深刻而广泛

的影响了日后的各个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语言系统观思

想在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语言单

位的确定和分类置于被更抽象的地位。布拉格学派从系

统原则出发研究语言的演化，这不同于索绪尔认为历时

没有系统性的观点。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系统是一个

功能系统，即作为表达手段的系统，执行一定的交际目

的。语言功能的概念开启了语言系统在人类生活和社会

秩序中的地位。布拉格学派把语言视为系统的系统，与

现代控制论和哲学中把语言看作复杂系统的观点是一致

的。一方面，语言系统作为层级系统，每一个层级都是一

个系统( 次系统) ; 另一方面，语言系统是自己变体的系

统，如功能语体，地域方言，社会方言等等，每一个变体都

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次系统。丹麦语符学派被看作是索绪

尔所阐述的结构主义原则的继续，他们继承了索绪尔把

语言系统的形式和实体区分开的思想，“语符学被看作是

一个具有内部关系的自主系统，其结构只能通过语言内

部的标准描写出来”( 王福祥 2008: 107) 。叶尔姆斯列夫

把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进行了更深层的划分，提出表

达形式、表达实体、内容形式、内容实体，重视描写语言与

对象之间的结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的抽象结构语言学

对语言的形式化描写有重要意义，但是却没有把这种形

式系统用于具体的自然语言的研究。雅各布森等研究语

言系统发展的二律背反趋势即语言系统任何时候都达不

到绝对的稳定，语言总是处于相对平衡 － 打破平衡 － 趋

于相对平衡的动态发展之中。

参考文献

岑麒祥．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的名著《普通语言学

教程》［J］． 国外语言学，1980( 1) ．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冯志伟． 现代语言学流派［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1995．
马壮寰． 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观 ［J］． 当代语言学，2004

( 4) ．
裴 文． 索绪尔: 本真状态及其张力［M］． 北京: 商务印书

馆，2006．
皮鸿鸣． 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J］． 武汉大学学报，

1994( 4) ．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屠友祥．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
屠友祥． 索绪尔与喀山学派: 音位的符号学价值 － 索绪尔

手稿初检［J］． 外语学刊，2007( 3) ．
王福祥 吴汉樱． 语言学历史·理论·方法［M］． 北京: 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张绍杰． 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200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1．
Зубкова Л． Г． Язык как форм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

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1999．
Солооник А． Философия знаковых систем и язык． Изда-

ние второе［M］，Минск，2002．
Соссюр Ф． де． Курс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M］． Екатерин-

бе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ма，
1999．

收稿日期: 2009 － 06 － 10 【责任编辑 李凤琴】

06

2010 年 吕红周 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研究 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