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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作为现代的最新、最重要的技术创造之一，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

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同时，通过对计算机和通讯技术这一符号加工工具

的创造及其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关系的思考，我们也可以对人的本性和人的存在这一

古老的哲学主题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人作为符号动物 

     人的本性是什么？历代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给出

了多种回答。一种回答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另一种回答则曰：人是制造工具的动

物。 

     本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提出了一种新的回答：人是符号动物。卡西尔

说：“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

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

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

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人论》，上

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上面谈到的三种回答，虽然并不相同，但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它们也并不是

互斥的。 

     1946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及其以后的发展向

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的本性的新基点、新例证。第一台电子计机“埃尼阿克”内

装18800个电子管，7万个电阻，占地170m[2]，重量30多吨，耗电150千瓦，是一个

名符其实的“庞然大物”。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有理由说电子计算机是一种具有物

质性的工具。电子计算机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电子管时代、晶体管时代、集成

电路时代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的多个时代的发展，其体积己不断小型化。但计算

机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在它必需有其硬件基础这一点上并无变化。从这个意义上

说，计算机仍然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带物质性的工具。 

     然而计算机又与人类以往发明的工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人类以往发明的工具

或是进行物质加工的工具，或是进行能量转换的工具，而计算机却是进行符号加工

的工具。 

     在20世纪后半叶，计算机技术大概要算是变化最快、发展最迅速的技术了。

计算机的功能与技术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就其输入仍是符号输入、其输出仍是

符号输出而言，就其本质仍是符号加工与处理这一点而言，并无变化。 

     从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来看，计算机最初主要应用于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开发

的领域中，即它主要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思维的辅助工具而应用和发挥作用的。

可是，由于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计算机的应用范围已不断地被扩大；于是，

有些人就情不自禁地要用中文里的那个形容神通广大的词——“万能”——来形容

计算机了。然而这种“万能”又只是具体用途数目上的“万能”，而绝不是性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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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上的“万能”。计算机的能力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样千变万化，其实质仍然

只能归结和概括为符号能力。 

     总而言之，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虽然并不与“人是理性动物”和“人是

制造工具的动物”的传统观点相冲突，但它却更直接、更有力地支持在20世纪提出

的一种新观点——“人是符号动物”。 

     在卡西尔看来，人、符号、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当人们肯定“人是符

号动物”时也就意味着肯定了人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动物。 

     符号本身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的符号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属于人的符号形式和

人的符号活动与符号功能的发展史。从某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

文化史也是一部符号世界的发展史。 

     现代科学技术向我们提供了计算机这种新的符号工具。现代人正在运用多媒

体技术和因特网进行新形式的符号创造和符号交流活动。 

         二、符号的本性和符号世界的创造 

     在多种符号系统中，语言系统大概要算是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一种符号系统

了。由于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历史照许多人的设想又可以追溯到

人类的起源时期；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符号世界的创造了。 

     符号的使用和符号世界的创造不但生动地反映和体现了作为意识主体和意识

性存在的人的本性，而且生动地反映和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体和类存在的人的本性。 

     语言这种符号系统的创造使得人类有了一种在困难、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

展的有力工具和武器。可是，由于符号世界同实体世界在本性上有着根本性的不

同，这又使人类在认识符号世界时出现了许多困惑，出现了语言和符号现象认识上

的难解之“谜”。 

     在原始人的思维和认识中往往无法把符号同符号指称的对象区别开来，而是

把二者混为一谈、等同起来。正如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

说的：“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某种具体的、实在的和常常是神圣的东西”，

“涉及到谁的名字，就意味着涉及到他本人或涉及到这个名字的存在物。就意味着

对他这个人施加暴力，强迫他现身”。（《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第42页）在

历史上，许多地区的许多族群都曾相信和使用过咒语。而咒语的特点和“本质”就

是企图和认为可以通过念咒这种在“语言符号世界”中发生变化的方法，直接地在

现实世界中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咒语也是一种方法（尽管必须把它归于巫术类的

方法之中）的话，那末，它的“理论基础”正是“幼稚”地把语言符号世界同现实

世界混为一谈。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符号问题认识中的一个重大进展是明确地认识到符号世界

自身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虚存”的世界。 

     在中国思想史上，战国时期的学者公孙龙的《指物论》一文是中国历史上最

早的一篇研究符号问题的专题论文。《指物论》云：“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

者天下之所有也。”这就明确地区分了实有的实物世界（“物”）和人为创造而并

非实有的符号世界（“指”）。 

     自然，把符号世界同现实的实有世界加以区分并不是要否认与割裂二者之间

的联系。相反，把二者加以区分乃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二者的联系与关系的前提条

件。 

     也许可以说，在20世纪所进行对符号和语言问题的哲学研究中，最值得注意

的一项进展是许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出发点和各种不同的角度都特别强调了必须从

某种形式的“三元关系”中认识符号现象和符号过程。主体-符号-对象（客体）的

三元性符号关系与主体-对象（客体）的二元性感知关系之间是有根本性的区别

的。相形之下，符号关系是一种间接性、中介性、约定性的关系，而感知关系则是

一种直接性、不随意性、“现实性”（非约定性）的关系。由于客观对象是一种不

依赖于主体的存在，可以借用康德的术语将其称为自在之物。 



     索绪尔在分析语言符号时，认为语言符号是所指和能指的统一。对于口头语

言即声音形式的语言来说，索绪尔认为所指就是概念，能指就是音响形象。（参见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索绪尔的观点若

推广到书面语言即文字符号上，则所指即词义，能指就是字形和读音，而文字符号

就成了形、音、义的统一体。 

     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所指所说的是概念，而概念仍为意识世界中的存在。所

以，我们认为最好还是将索绪尔的理论进行一些修正：以“音响形象、概念”的统

一体（对口语而言）或形、音、义的统一体（对于书面语言而言）为能指，以相应

的客观世界中的对象为所指。作为符号的能指（例如“珠穆朗玛峰”这五个汉字）

同客观世界中的所指（位于西藏的那座海拔8848米的山峰）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而是一种依赖于主体、由主体所约定和规定的关

系。 

     三元关系的符号关系与二元关系的感知关系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可以用黑墨

汁写出“白颜色”这三个字。这时虽然字符的颜色本身是黑色的，但我们又知道它

指代和表达的不是自身的黑颜色而是现实中的白颜色。这个典型的例子显示：符号

在符号关系中不再是“自在之物”而是某种“非自在之物”了。 

     对于二元的感知关系来说，主体只能是一个个体，并且其感知的对象只能是

极其有限的时空范围内的一些客观对象；而对于三元的符号关系来说，其主体不再

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承认共同约定且有特定承诺的类主体（即特定群体）了，其所

用符号的指代和“映射”范围也大大扩大了，不但可用于指代不在个体感知范围内

的客观对象，而且可用于指代可能对象及其它“模态对象”，甚至还可用来指代纯

粹想像而实际并不存在的“对象”，即虚构对象。符号现象、符号关系对于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是不含而喻的。 

     符号现象、符号过程的复杂性不但表现在符号系统、对象系统、主体系统自

身的复杂性上，更表现在这三个系统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上。 

     主体在使用符号进行指称或表达时，有两种必须加以区分的用法，一种是实

指用法，另一种是虚指用法。前者要求符号与现实世界的某种对象或现象（包括关

系性现象）有某种对应性关系，而后者却不要求有这种真实的对应关系。符号的实

指用法的基础是主体间的“实在论约定”。在运用实指用法时，说话人承诺其传出

的符号同实现现实世界的某些对象有“对应”、“指称”、“映射”关系，听话人

根据这个承诺“有权”依据“指称”关系是否成立来检验说话人的实指用法是否运

用得正确与恰当。而在虚指用法的条件下，主体间无此“实在论约定”，说话人未

作出“实在论承诺”，听话人也“无权”以“指称”关系不成立为理由来“宣布”

说话人在符号的用法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符号的虚指用法，我们又可将其分为两类：指代可能对象（可能世界）

的用法和指代虚构对象（想像的世界）的用法。主体在使用符号指示或表现一个可

能对象时，从“可能对象”不是现实的存在这个含义来说，这是一种虚指用法。 

     卡西尔说：“‘现实’与‘可能’的区别，既不对低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

也不对高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低于人的存在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之中

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

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人论》，

第71页） 

     人的感觉系统只能感知现实的实在世界而不可能感知仅是一种“可能”的世

界。人对可能世界的想像和认识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符号才能进行。通过符号的虚指

用法去认识一个“可能世界”，是人的智力本性的根本特征之一。人类社会如果丧

失了这种能力，则人类社会也就无法继续存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

了。 

     符号的虚指用法，还可用于表现神话、虚构小说这些类型的“非存在”的对

象，这是符号的虚指用法的第二类用法。 

     自然，我们也要承认：符号的上述不同用法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存

 



在着某种程度的渗透和转化现象的。符号的这些不同用法各有其重要性，对于人类

生存和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人类进行符号创造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这

就使符号世界成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丰富多彩”的世界。 

     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但在于人进行了物质的创造（此指制造汽车、建造房屋

等活动），而且在于人进行了符号的创造活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人类的

“全部”的创造活动中，符号创造的份量和重要性不但在绝对量上大大增长，而且

其“相对量”也在不断地增长之中。 

     计算机的发明及其发展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乃是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继文

字发明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第三种强有力的进行符号创造和符号传播的工具。 

     由于符号本质上是一种“非自在之物”的“他在之物”，符号既不能吃也不

能穿，符号现象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思维性的现象。对于思维现象，绝大多数的哲

学家都限于从真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只有极少数的哲学家注意到

了思维现象和思维过程中的“经济”和“效率”问题。马赫提出了著名的思维经济

原则。他在《力学史评》中说，凡是有价值的知识，在人的短暂的生命及有限记忆

的条件下，只能通过最高的思维经济才能达到。（参见董光璧：《马赫思想研

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计算机的发明及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显示的最重要的哲学含义之

一就是：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了在关注真理论与认识论的同时空前关注“思维经济”

与“思维效率”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了空前强大、有效

与便利的进行符号创造和传播的工具，现代人正在以空前有效与便利的符号手段、

以空前的“效率”创造面貌空前的符号世界。 

         三、符号的异化 

     黑格尔最早从哲学上研究了异化现象。马克思也对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

析。本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异化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热

烈讨论。不但许多哲学家，而且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艺术家、文学批

评家也卷入了对异化问题的讨论之中。 

     异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随着工业化后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或所谓信息社会的来临，异化

的新形式的出现应该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的

迅猛发展，种种符号异化现象接踵而至，人们亦对其不再陌生。在这种新的环境和

条件下，对符号异化的研究之应该进入异化研究的焦点区也实在是一件势所必然的

事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也许是值得首先予以特别关注和认真分析研究的。 

     （一）符号异化同历史中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具体地说同信息社会——的

关系问题。 

     也许可以一般地说，在工业社会中物的异化（更具体地说是机器等人造物）

是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在信息社会中则是符号异化现象成了最主要的异化

表现形式。 

     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机器异化这一主题得到了令人终生难忘的艺术

典型表现和深刻揭露与批判。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机器

异化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但至少可以说比一个世纪前大大缓解了。旧的

机器异化现象缓解了，新的符号异化现象却逐渐突出起来了。看来，异化现象的产

生确实有其深刻的内在社会原因，需要深入研究。 

     （二）符号异化与物的异化相比，二者的主要相同点和主要不同点是什么？ 

     在物的异化的现象中，主体（人）的创造物本来是主体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创

造出来的，是达到人的特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达到人的某种控制性目的而使用

的工具，可是，在异化现象中，物却反过来成了奴役人、控制人的力量，主体成了

被动的、可怜的、受制于物的“成份”。本来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而“设计”的

人-物关系，在异化现象中变成了以物的尺度为标准的人-物关系。可以看出，物的

异化现象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了目的性。 



     虽然符号异化现象是与物的异化现象有颇大不同的另一类异化现象，但二者

在都以“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目的性”为基本特点方面却又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所谓电脑控制实质上乃是一种符号控制。电脑控制本是主体

（人）控制的一种辅助工具。可是，当有些人盲目迷信电脑、放弃了人的“最终控

制和判断权”、把电脑控制权当成“最终控制权”时，这就难免要出现符号异化现

象了。 

     许多人都读过尼葛洛庞帝那本名为《数字化生存》的书。在现代社会和现代

技术条件下，为了便于进行电话通讯、网络交流、货币存取及其它社会交往，人们

常常需要利用各种号码或代码：电话号码、网址、帐号及其它形形色色的代码或密

码。使用这些号码或密码往往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但是，当我们遗忘和搞错了自

己的有关号码时，当我们遇到那种种“只认号码不认人”的烦恼时，我们不是也分

明地感到了符号异化的阴影了吗？ 

     至于说到符号异化与物的异化的不同点，我想符号异化在这方面的最主要的

表现很可能要算是其所表现出的真假易位和虚实不辨的特征了。 

     在物的异化现象，例如机器异化现象中，是真实的机器发挥真实的作用，这

里没有什么真假易位或虚实混淆的问题。 

     可是，在符号异化现象中，真假易位和虚实不辨既可能表现在符号异化的形

成原因方面，又可能表现在其形式特点或造成的后果方面。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太虚幻境”。“太虚幻境”

有一副对联，文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真实的人本来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真实的人又可以用多种方式“创造”出

一个“符号世界”。但真实的人知道如何分辨真实的世界与符号的世界。在正常情

况下，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创造和运用符号时作出了什么样的本体论约定和承

诺；可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在本体论约定和承诺方面，在符号的用法上胡

涂起来了，有时以真为假，有时又以假为真，这就造成了符号异化现象。 

     符号异化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更表现在人们有时甚至是在故意地去制造真假易

位的现象。 

     互联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其初衷而言，应是为了使真实的人与真实的人的

相互交往更方便，更有效，更简捷。应该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目的是达到

了。 

     可是，也出现了另外的现象。 

     有人说：“几乎所有网员在网上都不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只有用英文拼

写的化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网名’”。“许多人问我初次上网的感觉，我说，

很有意思，有点像做地下工作似的，也有点像与一帮蒙面人交谈。我的回答得到了

许多人的附和，他们说他们也有大致一样的感觉。”（李河：《得乐园，失乐园—

—网络与文明的传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于是出现了一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真还假，似假还真，半真半假，半

假半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乃至无法辨其真假的“故事”。在这种条件和情况

之下（当然也只是针对这种现象而言），网络简直成了一个热闹的“假面舞会”。

举办一个假面舞会在现实生活之中往往可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和一次“浪漫”的活

动和体验。 

     可是，如果人们竟然“自投罗网”地生活在一场漫长的“假面舞会”中，人

人都戴上一个面具，人际交往变成了“假面人”的交往，则这种异化的生活与工业

化社会中异化的生活相比，岂不更令人悲哀！ 

     至于所谓虚拟实在技术，则其社会后果就更加复杂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了。 

     符号世界的创造和符号异化的问题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

如果能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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