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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对现代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多个

维度分析探讨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结果发现：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语言是一

个符号系统；第二，语言学属于符号学；第三，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任意性和线条性是索绪

尔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原则，象似性是在组合型语言符号的层面探讨语言符号，并不能动摇索绪尔语言

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地位，语言符号的线条性则是语言系统结构的形成基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具有社会

性、心理性、系统性、趋稳性、可变性，普适性的特点。从影响来看，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不仅明确了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且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基础，还大力推动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是构拟了

结构主义的核心框架。由此可见，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内涵、原则、特点及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语

言符号思想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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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ussure’s theory of linguistic sig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modern linguistics, semiotics,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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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 ran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Saus-
sure’s theory of linguistic sig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aussure’s lin-
guistic sign has rich connotations. First, language is a semiotic system; second, linguistics belongs 
to semiotics; third, linguistic sign is the combination of signals and signification. Arbitrariness 
and linearity are the two basic principles of Saussure’s linguistic sign. Iconicity is discussed lin-
guistic 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ational linguistic sign, which cannot shake the position 
of Saussure’s arbitrariness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sign. The linearity of linguistic sign is the founda-
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linguistic system structure. Saussure’s linguistic sign has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sociality, psychology, systematism, stability, variability and universality.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influence, Saussure’s theory of linguistic sign not only clarifie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n-
guistics, but also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semiotics, promoted interdisciplinary 
cross-study, and constructed the core framework of structuralism.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nnota-
tion, basic principle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Saussure’s linguistic sign largely reflect 
the foresight of his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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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结构主义在学科发展中开

始显露。毋庸置疑，结构主义能够登上学科发展的舞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居功至伟。 
众所周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真正开启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不过，索绪尔最初一起共事的却是新

语法学派，接触的研究工作则是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其在当时发表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

一文和博士论文《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均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后来，索绪尔受到格式塔

心理学思潮的影响，其语言观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体现在于日内瓦大学三度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中

[1]。 
较为遗憾的是，索绪尔后期并未出版论著阐述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直至门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索绪

尔授课时学生们的笔记、索绪尔个人的札记等相关材料，于 1916 年整理编辑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

(下文简称《教程》)，人们才有了探索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主要渠道。当然，由于《教程》并不是索绪尔

自己亲手写定的著作，因此在表达措辞方面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难免会有出入，但好在基本观点和内

容不至于失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可以说，《教程》“是了解索绪尔语

言理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基本读本，在语言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照此看来，该书也成了索

绪尔唯一的语言学传世之作。 
现代语言学建立在《教程》中以语言符号为中心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之上，该书奠定了现代语言

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基础。索绪尔对于符号学的预见、语言符号的深刻理解、语言学和符号学关系

的阐述，都体现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据此，本文拟结合《教程》一书重新审视索绪尔有关语言符号

的论述，重点考察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内涵、原则、特点和影响，深入挖掘其语言符号观。本文旨在明晰索

绪尔语言符号观的前瞻性，以期对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未来研究及语言符号学的建设研究有所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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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内涵 

在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之前，明确其语言符号的内涵非常必要。在索绪尔看来，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语言与政治、法律等制度大为不同，因此必须援引符号学这一类新的事实来

解释语言的特殊性质。由此可见，索绪尔设想了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符号学，它不仅是社会

心理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 
一方面，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就表明，语言学家的基本任务则是要确定

到底是什么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系统。索绪尔对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也有详细

的阐述，其认为语言学归属于符号学，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同

样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因此可以将语言的问题主

要看作是符号学的问题。简言之，索绪尔把语言学视为符号学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索绪尔多次强调语言单位是一种由两项要素联合构成的双重东西。索绪尔看到语言符号

连结的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而不是人们常规感觉中的事物和名称，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两个要素是紧密相

连而且彼此呼应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特别讨论了有关术语的重要问题，其将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

叫做符号，先是保留了符号一词表示整体，然后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又提出能指和

所指两个术语能够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以及它们和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由此可见，索绪尔的能指

和所指是对立统一的，对立体现在二者是语言符号两个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统一体现在二者永远同时

存在于语言符号整体中。 
综上所述，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内涵至少包括三点：第一，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第二，语言学属于

符号学；第三，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 

3.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基本原则 

出于阐明语言本质的考虑，索绪尔设想了符号学在未来的诞生与发展，继而借助符号学思想对语言

的特性进行了全面探讨。显然，语言符号成为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最为基本的概念，相应的，符号的

任意性和线条性也就成为了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原则。 

3.1. 符号的任意性 

符号的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第一原则。符号的任意性强调了能指和所指之间联系的任意，再

考虑到索绪尔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连结所产生的整体，因此可以直接理解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索绪尔明确表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都能证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

间没有任何自然联系，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正是因为语言符号的任意

性原则使得语言这种最为复杂的表达系统成为了整个符号学中的典范。 
索绪尔一再强调了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在其看来，通过拟声词和感叹词

来反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不成立的，因为拟声词和感叹词从来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而且这类词

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任意的。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曾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部分学者运用象似性、理据性以及可论证性等

观点反驳任意说[3]。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符号与符号组合的区别，认为对符号组合(语言结构)来讲，

理据性和象似性是普遍存在的，但就单个符号而言，任意性是普遍的[4]。事实上，索绪尔也有绝对任意

性和相对任意性一说，其同样赞同从相对任意性的角度看待语言结构。索绪尔主张在每种语言中把根本

任意的同相对任意的区别开来，联想方面和句段方面的连带关系限制着任意性，使得有些符号可能是相

对地可以论证的。不难发现，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其实质是站在符号的不同层面来剖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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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符号。由此可见，就单个语言符号来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就组合性的语言

符号来说，语言符号的意指确实有据可循，这一层面象似性是成立的。这样看来，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

性建立在任意性的基础之上，换言之，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或相对任意性原则并不能动摇索绪尔语言符号

任意性这一首要原则的地位。 

3.2. 符号的线条性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线条性即语言符号能指的线条特征。能指代替的是音响形象，音响形象的形成离

不开听觉，所以说能指属于听觉性质。索绪尔指出视觉的能指与听觉的能指相反，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

个向度上同时并发，但是听觉的能指却只有时间上的一条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索绪

尔的能指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它体现为一个长度，相应的，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质而言之，

它是一条线。索绪尔认为用文字表示听觉的能指，书写符号的空间线条就能体现出听觉能指在时间上的

先后顺序，那么语言符号的线条性原则就显而易见。 
其实，线条性是语言机制的支柱之一，线性就是次序，属于语言符号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

中的横向结合关系，即句段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使用语言不可能使用单个语言符号，必须根

据线性原则把符号组合成代码[5]。照此看来，线条性是语言结构的基础。 
正如索绪尔所言，语言符号的线条性是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它的重要性与第一

条规律不相上下，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由此表明，能指的线性原则对于语言系统的结构特点具

有重要意义，语言符号的线条性为离散的语言符号组合成大小不等的语言单位提供了可能。 

4.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特点 

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的概念，开创了语言学史的新时代。究其原因，则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研究

不同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其语言符号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4.1. 社会性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研究需要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将语言当作言语活动其它一切表现的准则。

为此，索绪尔决然把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同质化了出来，使得语言成为言语活动事实混杂总体中一个十分

确定的对象。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

套必不可少的规约。由此可见，索绪尔把语言当作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同时，索绪尔的语言学附属于

符号学，那么语言符号必然在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内，又因为符号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那么语言作为一

种符号系统一定具有社会性。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

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不难看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具有典型的社会性特点，

而社会性也正是索绪尔语言符号最为本质的特点。 

4.2. 心理性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处于心理学领域之内，其试图在言语循环系统中寻找语言。索绪尔认为，概念

的意识事实与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如若一个概念在大脑中引起一个音响形象，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心理现象。索绪尔一开始就强调符号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

系统中，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概念本质上就是事物的心理表征，音响形象不是指物质的声音，

而是指代心理属性的声音形象，音响形象是一种留在心里的声音印迹。正如索绪尔提到的，我们不动嘴

唇和舌头就能在心里自言自语等事实很好地说明了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因此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

理实体。简而言之，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具有心理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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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性 

索绪尔把语言作为一个单位系统和关系系统来分析。语言符号的系统性正是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

核心所在，索氏将语言视为典型的结构体，认为各个语言单位在统一语言系统中的描写才有价值可言。

索绪尔对于语言价值和语言关系的论述能够体现其语言符号的系统性特点。 
先是语言价值。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是集体规约建立起来的形式系统，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是由一系列关联价值构成的系统。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中，各项要素按照一定规则互相保持平衡，

而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所以说，正是语言符号内部能指与所指

两个要素的对立，以及这个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系统中其他语言符号的对立赋予了语言符号的价值。换

句话说，语言的价值基于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系统性是语言价值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是语言关系。单个语言符号并无意义，只能从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区别关系中获得意义。索绪尔认

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而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正是语言符号系统中两种全局性和根

本性的关系，句段关系是现场的语言符号组合，联想关系是非现场的语言符号记忆系列，两种关系相互

依存，互相制约，句段空间促使联想配合的建立，而联想配合往往是离析句段各部分的前提。句段关系

和联想关系形成的两种集合同时运行，将所有的语言符号纳入语言系统中。同理，语言关系也凸显了索

绪尔语言符号的系统性特点。 

4.4. 趋稳性 

趋稳性也可理解为语言符号的不变性。索绪尔察觉到能指所表示的概念，其选择是自由的，相反，

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索绪尔认为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

产物，而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符号为什么是不变的，即拒绝一切任意的代替。首先是符号任意性原则本身

让语言避开了旨在使它变化的尝试，此外，任何语言都有大量的语言符号，语言系统性质极其复杂，加

之集体惰性对语言创新的抗拒，个人更不可能改变语言符号的相关，这些因素都使得语言符号不会轻易

发生改变。所以说，语言符号呈现出一种趋稳的态势。 

4.5. 可变性 

语言符号的可变性建立在语言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之上，语言的连续性原则由时间保证。语言符号的

可变性主要是说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转移，索绪尔认为，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促使能指和所指

关系发生相关转移的因素；语言在时间中就不是自由的了，因为时间因素将使对语言起作用的社会力量

可能发挥效力，而我们就达到了那把自由取消的连续性原则；但连续性必然隐含着变化，隐含着关系的

不同程度的转移。据此可得，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并未放弃历时因素，其语言符号的可变性特征正是基于

历时的思考。 

4.6. 普适性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社会心理现象。索氏的语言符号实际上指适用于社会交

际却脱离具体语境的潜在规则系统，是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运用来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从

这一角度看，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具有普适性的特点。索绪尔的语言是一种抽象物，语言符号的能指与对

应的所指是任意的，与说者和听者是谁、针对何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没有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索

绪尔的能指才能为一个语言社团的所有成员共同运用，才能为所有成员共同理解[6]。 
概而言之，索绪尔语言符号具有社会性、心理性、系统性、趋稳性、可变性，普适性的特点；其中

社会性是其本质特点；这些特点都基于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原则。不难看出，语言符号的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6489


李竞竹 
 

 

DOI: 10.12677/ml.2024.126489 471 现代语言学 
 

相关特点体现了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丰富度。 

5. 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影响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思想创见颇多，促进了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现象结构性理解的深入，其影响远远

超出了语言学领域，扩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 

5.1. 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模糊，没有做到把语言学建成一门真正的科学,所以语言学的

核心任务就是寻找研究对象来划定语言学的边界。在寻找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索绪尔把语言和言

语从言语活动中区别了开来，并且引入符号学来解释语言为何是一种符号系统，进而阐明了语言符号的

内涵、属性，提出了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同质且具有心理属性和社会本质的语言。索绪尔明确

提出，“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研究而研究的语言。”[7]索绪尔对语言符号本质

的全面澄清，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明确限定，推动语言学研究进入了全新的领域，使得语言学真正成为

一门独立的科学。 

5.2. 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巴特《符号学原理》的问世才标志着符号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符号学

理论开始形成[8]。然而，索绪尔却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了符号学思想，索绪尔有关符号学的语言理论成为

了现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索绪尔对于符号学的创见，对于符号学的定位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理

论基础[9]。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但凡讨论到符号学，很难做到不提及索绪尔的语言符号。 

5.3. 推动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新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潮流。跨学科研究成为了语言学科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跨学科

研究的实质是各学科之间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推动各语言学科向前发展[10]。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研究显

示出鲜明的跨学科色彩。索氏将语言学置于符号学领域，又提出符号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不难看

出，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涉及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此外，索绪尔明确表示语言学作为符号

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能应用于语言学，这完美地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思想。

语言学从其他学科借入大量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基本思想也被广泛地以多种形式

应用于其他学科[11]。 

5.4. 构拟了结构主义的核心框架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为结构主义的核心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极大影响了结构主义

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索绪尔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也为结构主义构拟了

核心框架；在此基础上，结构主义认为其他文化和社会现象也由类似的符号系统构成[12]。此外，索绪尔

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对共时和历时的区分，对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区分，均为结构主义提供了借鉴

[13]。当然，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而不是它们自身固有的属

性；这一理念则为结构主义提供了一个核心原则，即整体的结构决定了部分的意义和功能。 

6. 结语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阐述蕴含着丰富的语言符号学思想，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体现了其语言

观的前瞻性。本文从《教程》出发，就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作了深入地分析探讨。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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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包括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语言学属于符号学、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任意性和线条性是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原则，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分别是在单个语言符号和组合型语言符号

层面探讨语言符号，象似性或相对任意性原则并不能动摇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地位，语言符号

的线条性则是语言系统整个结构的形成基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具有社会性、心理性、系统性、趋稳性、

可变性，普适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彰显了其丰富的语言符号学思想。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影响体现在很

多方面，首先是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推动语言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其次是奠定了现代符号学

的理论基础，成为现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另外推动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为当下的跨学科研究

提供了参照；还构拟了结构主义的核心框架，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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