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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索绪尔 100 年前就提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观点。100 年来，任意性概念引起广泛的争论并由此产生种

种解读。索绪尔还提出从考察对任意性限制的观点研究语言机制的方法论思想。遗憾的是，后者尚未引起广泛关注。
时逢索绪尔逝世 100 周年，我们重新解读任意性，追问为什么研究语言机制对任意性限制的问题，这对于深入理解语言

符号的性质和语言系统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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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mitation Imposed by the Language Mechanism on Arbitrariness:
Exploring the Law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Language System

Zhang Shao-jie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It is 100 years since Saussure defined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linguistic signs．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the notion of ar-
bitrariness has brought about a wide range of debates and thereby produced various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Saussure also pro-
posed a methodological idea that the language mechanism should be studied as a way of imposing limitations on what is arbitrary．
Unfortunately，the latter idea has not yet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When the year comes that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Saussure’s death today，we a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re-read Saussure and ask why Saussure proposed such an idea． It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n order to look deep into the nature of linguistic signs and understand how the lan-
guage mechanism functions in the langu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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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 下文简称《教

程》) 的第六章中，在阐释“绝对任意性”和“相对

任意性”的关系后明确提出，我们应“从考察对任

意性限制的观点”研究语言系统，并把“研究语言

机制作为对任意性限制的一种方法”( Suassure
1983 /2001: 131) 。为什么索绪尔提出普通语言学

应该研究语言的机制，而研究语言机制就是研究

对任意性的限制? 依笔者之见，这是一个长期以

来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却是解读索绪尔必须回答的

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对语言符号任

意性的重新认识，也涉及对语言系统运行机制的

深入理解，更涉及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整体把

握。时逢索绪尔逝世 100 周年，笔者重新追问这

个蕴含深刻语言哲学思想的问题，以表达对这位

伟大先驱者的缅怀。

2 从整体把握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中理解

“任意性”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是在批判了

西方哲学史中“命名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按

照传统观点，语言符号指称客观事物，换言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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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与事物之间存在着直接对应关系。索绪尔认为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在《教程》中指出，“语言

符号不是事物和名称的联系，而是概念和声音结

构的联系”( Suassure 1983 /2001: 66 － 67 ) 。接着，

他提出，“语言符号是一个两面的心理实体”。根

据索绪尔的解释，语言符号包含概念( concept) 和

声音结构( sound pattern) ，这两个要素都是心理

的，即符号是一个两面心理实体。它们又分别可

以用“所指”( signified) 和“能指”( signifier) 表示。
因此，索绪尔进一步明确地说，“能指和所指之间

的联系是任意的，既然我们所说的符号是通过能

指和所指的联系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

的说: 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索绪尔把语言符

号的任意性称作“第一原则”，简单理解，就是能

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或者说，两者之间

的联系是无理据的或不可论证的。
索绪尔提出“任意性”概念已有一个世纪的

历史。今天，这个概念已成为索绪尔语言学的

“代名词”。不过，了解西方语言学思想史的人大

都所知，任意性这个概念派生于古希腊亚里士多

德时代“规约论”关于语言性质的看法，但是索绪

尔赋予“任 意 性”现 代 语 言 学 的 意 义 ( 张 绍 杰

2004: 78) 。一个世纪以来，从哲学家德里达( Der-
rida 1976 ) 到 符 号 学 家 列 为·斯 特 劳 斯 ( Lévi-
Strauss 1958) ，再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

德( Bloomfield 1933) 和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乔姆

斯基( Chomsky 1965) 到功能主义语言学家韩礼德

( Halliday 1985) ，都对任意性提出各自不同的解

读。为什么任意性有如此的魅力，能够引起广泛

关注? 为什么对任意性的解释有如此的不同? 除

了这一概念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不同解释的

背后反映出对语言的性质持有的不同立场外，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尚未从索绪尔的整体语言学思想

体系中把握任意性的实质。
索绪尔创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语言学。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体系包含 3 个思想来源: 他

的哲学思想根植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规约

论，他的认识论思想与波尔·罗瓦雅尔维理语法、
洪堡特唯理主义语言观、洛克经验主义语言观有

着内在的联系，他的方法论思想受到惠特尼语言

符号学思想、德克海姆社会学思想以及当时的社

会心理学影响( 张绍杰 2004: 18 － 53 ) 。同时，任

意性思想的提出建立在索绪尔对历史语言学和当

时不同语法学派批判的基础上。
索绪尔批判历史比较语言学及新语法学派在

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比较学派虽然曾

开辟一块富足的新田地，做出过无可争辩的功绩，
但还没有成功地确立起真正的语言科学，没有搞
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显然没有这基本的一
步，任何科学都无法找到一种方法”( Suassure
1983 /2001: 3) 。对于新语法学派，索绪尔一方面

看到他们对语言性质的认识所做出的贡献，“由

于他们的努力，语言再也不被看成一种独立发展

的有机体，而是言语社团集体心智的产品”( Suas-
sure 1983 /2001: 5) ; 另一方面，他批评新语法学派

同比较学派一样，尚未搞清什么是语言学和语言

学研究对象的性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关于这一

点，Culler 也有过重要的评述 ( Culler 1976: 59 ) 。
因此，我们从索绪尔的整体思想中发现，索绪尔认

为，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要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语

言学，我们必须首先确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及

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这一认识出发，不难看出，

语言符号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基础。
首先，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任意性是语

言的根本属性。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指语言系

统，语言是任意的符号系统。它包含 3 层意思:

( 1) 符号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语言分析应从符号

入手; ( 2) 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从不可论证的意

义上说，任意性反映语言的规约性，也体现语言的

社会性，使语言成为言语社团共同使用的代码;

( 3) 语言符号系统不同于其他符号系统，如礼仪、
法律、建筑等符号系统，任意性是区别于其他符号

系统的特性，“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

完美表达符号过程”( Suassure 1983 /2001: 68) ，同

时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还揭示语言的“创造性”
特征，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其次，任意性提供语言研究的分析方法和揭

示语言系统内部运作的机制。从任意性观点出

发，符号不是指称外部世界的事物，而是一个二元

关系构成的心理实体。符号作为整体，可以分析

成所指和能指两个成分，体现形式和意义之间的

关系。语言研究就是要分析符号与符号之间、符
号与系统之间的关系，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它在系

统中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关系产生价值。语言系

统包含着“组合关系”( syntagmatic relation) 和“联

想关系”( associative relation) 或“聚合关系”( par-
adigmatic relation) 。前者反映符号之间的线性关

系; 后者是在大脑中形成的联系，体现符号间差别

对立的意义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也体现语

言系统中形式和意义的关系。语言系统正是通过

这两种关系运行的。因此，任意性不但揭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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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方法，而且使我们认识到语言符号系统如

何通过这两种关系的建构表达和创造意义的。
综上所述，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语言

符号系统作为创造意义的资源，以任意性为基础，

通过符号之间关系机制的运行规律使符号产生价

值或意义，进而为人类使用符号进行交际提供可

能。这是索绪尔要揭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本

质。简言之，正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为人类使用

语言系统资源创造意义成为可能。从这一观点出

发，可以断言，对索绪尔语言理论进行结构主义解

读存在着片面性。“任意性”作为语言符号的第

一原则昭示我们，索绪尔语言理论是关于人类语

言普遍运行规律的元语言理论。因此，只有从整

体认识出发，才能把握任意性的实质。

3 从“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关系

中理解语言机制
索绪尔在《教程》中“语言的机制”一章，明确

提出什么是语言机制及其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

“因此，构成语言的全部声音和概念差别是组合
的和联想的两种比较的结果，两种集合都是语言
系统确立的。正是这些惯常的关系构成了语言的
结构，并决定着语言系统的运行”( Suassure 1983 /
2001: 126) 。这里，索绪尔提出的“组合的和联想

的”集合就是指他前一章阐述的“组合关系”和

“联想关系”。他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依

赖于关系”( Suassure 1983 /2001: 121) 。这两种关

系正是索绪尔阐述的语言机制，确切地说，是语言

的运行机制。
组合关系是基于言语链条中的序列性所构成

的关系，体现语言的线性特征。由组合关系构成

的组合体( syntagmas) 可以是一个词、一个词组或

一个句子这样的语言单位，例如 re-read，the life of
man，if it is fine，I’ll go out 等。组合体既表示一

个要素与另一个要素的关系，也表示一个要素与

其构成的整体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体现组合体

各成分之间的共现关系( co-present) 。
联想关系不是基于线性的序列，而是基于大

脑中的联想，通过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关系。它既

可 以 基 于 形 式 的 相 似 性，如 judgment，acknow-
ledgement，government，也可以基于意义的相似性，

如 teaching，instruction，education，还可以基于形式

和意 义 双 重 的 相 似 性，如 thankfulness，grateful-
ness，indebtedness． 联想关系的集合体现的不是

共现关系，而是隐藏在大脑中的不在场关系( ab-

sent) 。本质上，联想关系是基于意义的相似性建

立起来的关系。
那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组合关系和联想

关系这两种语言机制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从

“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关系中可以发

现其深层次的联系。索绪尔在《教程》中阐明语

言的运行依赖于这两种关系后，区分绝对任意性

和相对任意性:“任何语言中，语言符号任意性根
本原则不能妨碍我们区分什么是本质上任意
的———即无理据的———和什么是相对任意的。并
非所有符号都是绝对任意的，有些情况，存在着使
我们认识任意性的不同程度的因素，尽管不能完
全抛弃这个概念。符号可能不同程度上是任意
的”( Suassure 1983 /2001: 130 ) 。这里，绝对任意

性指符号内部能指和所指两个成分之间的无理据

的联系，而相对任意性指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例如: bed 一词( 单个符号) 包含的所指和能指之

间的关系是绝对任意的，为什么用这个词的“声

音”指称“床”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无理据可言。
从绝对任意性观点分析，构成 bed 这个符号的能

指和所指体现的是声音差别和概念差别，只有当

两者结合时才产生具有积极价值的符号。也就是

说，分别从能指和所指两个成分来看，语言系统完

全由声音差别和概念差别构成; 当把符号作为一

个整体来分析时，符号的价值完全由能指和所指

的关系决定。这使我们一方面看到任意性是符号

赖以产生的基础，任意性意味着“差别”，另一方

面认识到为什么索绪尔说“语言中只有差别”的

原因所在。相对任意性指符号具有相对理据性，

充分体现在组合关系中。例如，bedroom 这个复

合词( 复杂符号) 由 bed 和 room 两个符号或两个

词构成，因为这个复合词的构成成分使我们联想

到它作 为 整 体 的 意 义，所 以 其 理 据 是 相 对 的。
Beds( 复杂符号) 也是相对有理据的，因为-s 作为

表示“复数”概念的语素，可以使我们联想起这个

词的整体意义。
于是，可以这样说，单个符号是绝对任意的，

复杂符号却是相对任意的。单个符号体现符号内

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复杂符号作为组合体

明示符号外部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体现出

组合关系是有理据的语法关系。因此，我们认为，

绝对任意性是构成相对任意性的基础，相对任意

性包含绝对任意性，体现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

关系。从这种关系出发，进而看到组合关系和联

想关系作为语言机制是如何决定语言运行的。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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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eerful
Chinese
American girl
Ｒussian

→组合关系

联想关系

横轴表示组合关系，纵轴表示联想关系。组

合关系以任意的符号( 绝对任意的符号和相对任

意的符号) 为基础，体现符号间线性的形式关系。
而联想关系以大脑中的相似性为基础，体现不在

场的意义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在语篇层面

同时发生，表现为形式和意义的依存关系，揭示出

新能指的建构与其新所指的结合与匹配，从而产

生新价值。a cheerful American girl 作为一个组合

体( 名词短语) 具有相对理据性，体现为按照冠

词 + 形容词 + 名词这种机制秩序建构，同时在大

脑中通过联想建构 a cheerful Chinese girl，a cheer-
ful Ｒussian girl 等联想关系。正是这两种关系的

相互依存解释组合体 a cheerful American girl 的

价值，这一过程恰如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产生新的

符号价值。正是这两种关系在语言系统中的相互

依存和相互作用决定语言的运行。

4 从任意性和语言机制的关系中探求原因
索绪尔在《教程》中强调，我们应从考察对任

意性限制的观点研究语言系统:“我们深信，跟作

为系统的语言相关的一切都需要从考察对任意性

限制的观点去加以研究。这是被语言学家忽视了

的方法，然而它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最可能完美

的基础。因为整个语言系统都建立在符号任意性

的非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如果不加限制地应用，这

条原则将会造成极大混乱。但是人类的心智能够

给杂乱的一堆符号的某些领域引入某种秩序和规

范原则，这就是相对理据性的作用。如果语言具

有完全理性的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就有其独立研

究的理由。然而由于语言的机制只对本质上混乱

的系统做局部的纠正，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由语言

的结构本身要求的观点，把研究这种机制作为对

任意性限制的一种方法”( Suassure 1983 /2001:

120) 。这里，索绪尔具体提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和方法，即研究语言机制，并要把语言机制作为对

任意性的限制加以研究。对此，他似乎提出两点

理由: 一是任意性是一条非理性原则，语言系统的

建立完全以这条原则为基础; 二是语言机制具有

理据性，有其自身的研究理由。这两点无疑是我

们探求原因的理论依据。这里，本质上涉及如何

理解非理性原则与有理性语言机制的关系。
任意性作为非理性原则，是语言系统赖以运

行的基础。前面谈到，任意性概念本身有两个内

涵: 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从绝对任意性即

完全无理据的观点分析，任意性揭示语言的规约

属性。语言符号无理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规约

的，因此由任意符号构成的语言系统也是规约的，

语言是规约符号系统。从相对任意性即有理据的

观点分析，任意性揭示语言的创造性特征。符号

不仅仅是能指和所指任意结合的产物，它并非一

成不变，符号内部的能指和所指关系随时间发生

变化，这是“一词多义现象”的原因所在。更重要

的是，符号与符号在系统中构成一定关系，从而产

生新符号，如 re-read，cheer-ful，happi-ness，book-
store，easy-going 等。这些符号具有相对理据性，

遵循一定构词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也是

创造意义的系统。因此，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

性是建构语言系统的基石。

语言系统

任意性

规约符号系统

绝对任意性

创造意义系统

相对任意性

基于任意性的语言系统

从考察对任意性限制的观点出发，既要看到

语言是规约系统，也要看到语言是创造意义系统，

而且规约符号系统和创造意义系统存在内在统

合，前者看似由一堆杂乱无序的符号构成，后者在

语言系统中引入语法秩序和规范使无序变成有

序，这正是语言机制的作用。
如前所述，语言机制由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

构成。组合关系是通过组合体体现的符号与符号

之间的形式关系，而联想关系是基于构成组合体

的符号在大脑中形成的意义关系，两者的相互依

存和相互作用决定语言系统的运行。每一种组合

体，无论是词缀法构成的词、合成词、名词短语、动
词短语、介词短语、习惯用语、固定搭配等，都按照

一定语法规则和秩序建构或形成; 组合体作为一

个整体表达的意义不是构成它的要素( 符号) 意

义的累加，而是大于它们之和，体现对任意符号的

限制，使单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发生变化而

成为复杂符号，并通过这种组合关系产生新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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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见下图)

组合体

符号1 + 符号2 + 符号3 + ． ． ． + 符号n
→ 价值 ＞ 累加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以 workaholic 为例，这是通过词缀法构成的

词。按照索绪尔的分析方法，这是由两个符号构

成的组合体( work + holic) ，这种组合使任意符号

work 受到限制，从而形成具有不同价值的新符

号，而且新符号的价值不是两个符号的累加。这

种组合体现一种秩序，具有理据性，因为我们不能

构成 jobaholic，也不能构成 workness 这种组合体。
这说明，构成语言机制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是

基于语言系统内部符号的形式和意义关系建构起

来的，而这两种关系机制作为整体鲜明地体现出

对任意性的限制。
索绪尔提出研究语言机制对任意性限制，具

有其深刻的方法论内涵。他告诉我们，要使语言

学成为一门科学，必须研究语言的运行机理。语

言机制就是语言的运行机制，研究语言机制就是

要研究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的关系，包括符号

内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以及符号与系统的关系，综合体现为研究组合关

系和联想关系。正如 Tobin 所言，索绪尔开辟了

“符号指向的研究方法”( Tobin 1990: 13) ，符号是

基本的语言单位，符号的价值产生于具有声音差

别的能指和具有概念差别的所指之间的“非理

性”结合，符号与符号以及符号与系统之间的关

系价值产生于高一级别语言单位的“理性”结合，

而每一类这样的“组合体”都表现为对任意性的

限制。因此，索绪尔强调，应从考察对任意性限制

的观点研究语言机制。也只有通过研究语言系统

中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如何建构，才能充分认识

语言运行的机理。并且，对索绪尔语言理论不应

该进行结构主义解读，其理论的目的不是提供分

析和描写语言结构的方法，而是解释人类语言普

遍运行的机制。可以说，索绪尔语言理论是关于

人类语言普遍规律的元语言理论，它从根本上解

答语言系统如何作为创造意义的资源使人类交际

成为可能的哲学命题。

5 结束语
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其深刻的语言

哲学思想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人文学科，至今仍

具影响力。对中国学者极具魅力的是索绪尔的语

言符号任意性思想。许国璋先生的“语言符号的

任意性问题”一文是关于任意性问题研究的开篇

力作( 许国璋 1988) ，后有许多学者加入讨论。对

索绪尔的观点，大家各持己见，褒贬不一。尤其随

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有些学者热衷于“象似性”
而否定“任意性”，引起关注和讨论，意在正本清

源，真实的理解和客观公正地评价索绪尔的任意

性思想( 胡壮麟 2009，王艾录 2003) 。我们发现，

对索绪尔的“误读”根源于没有从《教程》的文本

出发，更缺乏对其思想的整体把握，常有引其支言

片语匆下结论之作，也有主观臆断持学术偏执之

言。我们主张应创造学术争鸣的氛围，但应追求

人文理性，采取科学态度对待学术研究，这样才能

推动索绪尔研究的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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