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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符号具有简单意义和复杂意义两种情况ꎬ文化符号如何表达复杂意义令人困惑ꎬ研究发现象征符号承载

了丰富的信息ꎬ有效地化解了表达的困难ꎬ所以文章着重理清符号与象征的关系ꎬ例举象征思维与象征图象图形的运用ꎬ揭示

象征是文化符号的本质ꎮ 文章认为认识象征具有认识论方法论意义ꎬ既能正确解读和还原传统文化ꎬ又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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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加快ꎬ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ꎬ
人们借助图象图形浏览ꎬ快速接受传播的信息ꎬ所
以ꎬ当下的文化传播越来越依赖图象图形———文化

符号ꎬ这就要求图象图形准确表达意义ꎬ取代长篇语

言ꎬ最终达到节省时间ꎬ这符合现代人快节奏心理ꎮ
然而ꎬ图象图形与意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ꎬ只有正

确认识和把握图象图形的本质与规律ꎬ才能运用图

象图形正确传达意义ꎮ 本文从象征符号角度对图象

图形本质规律进行分析ꎬ特别是揭示图象图形意义

传达的方式和机理ꎬ以此从认识论方法论上深刻把

握图象图形的意义表达ꎮ

一　 象征是一种普遍现象

象征ꎬＳｙｍｂｏｌꎬ源自希腊文ꎬ指“拼拢、符号、象
征、凑成”ꎬ原指一枚硬币或一个筹码可以掰成两

半ꎬ并根据断处裂痕加以识别ꎬ由此又产生出“票
证”的涵义ꎮ

相近 词: Ｓｙｍｂｌｏｓꎬ 征 兆、预 兆ꎮ Ｓｙｍｂｌｏｎｓ 筹

码———指本身并不完整ꎬ需另外部分凑上去才算

是整体ꎮ
«新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英文版) Ｓｙｍｂｏｌ 条

目译成中文意思是:“象征ꎬ一种交流的基本方式ꎬ
用来简明地表示或代表人、物、群体和思想观念ꎮ 象

征可能像代表基督教信仰的十字架那样为视觉所感

受ꎮ 红十字或新月象征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

生命保护机构ꎬ其表达就如玛利安娜象征法国ꎬ约

翰布尔象征英国ꎬ以及山姆大叔象征美国ꎮ 象征

也可能像新拉丁文中的字母 Κ 代表化学元素‘钾’
字ꎬ或者也可能被随意地应用ꎬ如数学符号∽代表极

限或符号 ＄ 代表美元ꎮ”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经常(或仅仅在特

定情况下)具有一种特殊含意的动作或行为ꎮ 包括

诸如脱鞋、划十字、向军官敬礼、点蜡烛或下跪等

动作ꎮ”
«辞海»的定义是:(１)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

象概念或思想感情ꎮ (２)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

法ꎮ 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

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ꎬ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

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ꎬ使后者得到具体

直观的表现ꎮ 作为形象ꎬ象征可分为公共象征(传
统象征)和私设象征(个人象征)两大类ꎮ 前者为一

个民族文化中习用的象征方式ꎬ后者为个人自创的

象征方式ꎮ (３)１９ 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派诗人的创作

主张及其特色ꎮ
简单地说ꎬ象征就是一个图象图形后面蕴涵

着某种意义ꎮ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人类生活ꎬ同样

出现在自然现象中ꎬ比如地震先兆现象构成的图

象图形就是冒泡的水面、惊慌的动物体形或异常

的云纹ꎮ 又比如农谚:“月晕而风ꎬ础润而雨”ꎬ月
晕和础润是征兆的“象”ꎮ 人类的象征思维其实来

自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和人类本身具备的象征思维



能力ꎬ所以研究图象图形的象征本质具有认识论

方法论意义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象征的普遍性[１]

二　 符号的混乱与厘清

我们很多时候把图象图形叫做符号ꎬ而符号有

单义的简单符号和多义的复杂符号ꎬ那么ꎬ当我们面

对某个图象图形时ꎬ应该把它看作简单符号还是复

杂符号呢? 我们讨论图象图形时有必要把各种符号

界定清楚ꎬ兴起于国外的符号学对符号产生了重大

影响ꎬ所以讨论符号之前必先对符号学作一些简单

的厘清工作ꎮ
(一)混乱的符号与符号学

符号学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哲

学的一种观点ꎬ认为分析表达语言可以解决许多理

论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符号学开始在法国、美
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兴起ꎮ 受其影响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符号学研究开始在我国起步ꎬ由于中国文化传

统极具符号内涵ꎬ符号学研究发展很快ꎬ呈遍地开花

之势ꎮ 由于学术界对符号的本质、结构、规律尚未深

入研究ꎬ难以对其作出明确界定ꎬ为此符号像标签一

样任意出现在各个学科ꎬ众说纷纭ꎬ表面热闹ꎬ实质

混乱ꎮ 符号研究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从概念界定上看ꎬ误把“符号”与“信息”等

同ꎬ导致符号泛化ꎮ 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

质载体”是对的ꎬ但是随着符号学研究的兴起ꎬ出现

了符号泛化的现象ꎬ事实上已经把“符号”与“信息”
等同起来ꎬ在一些研究者眼中似乎现实生活中任何

信息都是符号ꎬ都可以置于符号学下进行分析ꎮ 其

实ꎬ符号只能是信息的一小部分ꎬ决不是所有的信息

都是符号ꎬ符号从属于信息ꎬ两者是从属关系而非并

列关系ꎮ
２、从分类上看ꎬ暴露出对符号本质缺乏深刻理

解ꎬ分类极其混乱错误ꎬ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符号研究要点一览表 [２]

艾柯 皮尔斯 西比奥克 李延福 连甫
王铭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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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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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铭玉、宋尧:«中国符号学研究 ２０ 年»一文内容整理ꎬ参见«外

国语»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表 １ 中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把符号分为自然事

件类、人为目的类和诗意表现类ꎬ这种分类过于宽泛

且概念边缘不清ꎬ看不出符号组成的规律ꎬ其中诗意

表现说法显然受意大利前辈维柯的“诗性”说影响ꎬ
内涵外延更是模糊ꎮ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把符号分为

图像符号(ｉｃｏｎ)、标志符号( ｉｎｄｅｘ)、象征符号(ｓｙｍ￣
ｂｏｌ)造成了尴尬ꎬ事实上标志符号有时是一般的图

像符号ꎬ有时就是象征符号ꎮ 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

克在皮尔斯基础上加了症状( ｓｙｍｐｔｏｍ)、信号( ｓｉｇ￣
ｎａｌ)、名称(ｎａｍｅ)三类ꎬ相对于图像、象征、标志ꎬ它
们都是从属关系ꎬ难与象征、图像、标志并列ꎬ它们有

的已经为象征、图像、标志所包涵ꎮ 至于国内学者的

分类同样对符号组成的本质缺乏认识ꎬ在没有明确

界定情况下进行分类ꎬ难免粗糙且相互矛盾ꎬ如王铭

玉ꎬ宋尧把征兆符号和象征符号分为两类是很不妥

当的ꎬ因为两者就是一回事ꎮ 连甫把符号分为广告、
实物、行为、音像和自然五类ꎬ符号似乎包罗万象ꎬ但
符号之间相互关系混乱ꎮ 李延福把符号分为客观性

质的逻辑分类和主观性质的美学分类两类ꎬ似乎大

而无当ꎬ并没有实质意义ꎮ 总之ꎬ就如学界有人指出

的那样:“至今尚未弄清许多问题的实质ꎬ像符号是

怎么组成的ꎬ它受什么规律支配等ꎮ” [２]

３、 符号关系混乱ꎮ 由于西方符号与象征不加

分别都叫 ｓｙｍｂｏｌꎬ造成单义符号、多义符号与象征符

号的混乱ꎮ 符号学兴起后ꎬ特别是索绪尔在其«普
通语 言 学 教 程 » (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１９１６)一书中指出了语言符号(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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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语言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和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之间的

关系是任意的(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ꎬ不存在任何逻辑证明ꎬ人
为的(ｍａｎ－ｍａｄｅ)ꎬ规约性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３]ꎮ 这

更是乱上添乱ꎬ大家把任何含有意义的事物都叫符

号ꎬ以致今天符号满天飞ꎬ早已越出了图象图形的范

围ꎮ 尽管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功能语言学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任意性提出质疑ꎬ并证实语言

象似性的存在 ꎬ但为时已晚ꎮ
(二)符号的厘清

符号的厘清将从符号关系和符号与意义结构

着手:
１、符号关系ꎮ 走出语言符号对一般符号进行分

析ꎬ首先要对符号作一个规定ꎬ即符号必须规定在视

觉范围ꎬ在图象图形范围内容易把问题讲清楚ꎮ
符号可以分为两类ꎬ(１) 单义符号ꎬ也可称为指

谓符号ꎬ符号本身表示一个意义ꎬ如数字、指示标志

等ꎬ交通符号即是ꎮ (２) 多义符号ꎬ也可称为复杂意

义符号ꎬ包括两部分ꎬ即语言学中的一词多义和文化

象征中的象征义ꎬ象征借助“相似性”和“联想”ꎬ表
示符号本身意义之外的“另一层意义”ꎮ 符号关系

厘清如下:

２、符号与意义结构

从结构来看ꎬ如果借用空间分析ꎬ我们把符号放

在一个空间看ꎬ单义符号由二个维度组成ꎬ多义符号

由三个维度组成ꎮ 符号(能指)就是第一维度ꎬ符号

的意义就是第二维度(所指)ꎬ符号的另一层意义就

是第三维度(第二级符号系统所指)ꎮ 第一维度、第
二维度对应长度和宽度ꎬ第三维度则对应高度ꎮ 第

一维度和第二维度是平面表达(一层意义)ꎬ构成

“单义符号”全部意义的表达ꎻ第三维度则是深度表

达(多层意义)ꎬ三个维度构成“多义符号”全部意义

的表达ꎬ或可叫做全息表达ꎬ见图 ２ 和图 ３:

图 ２　 单义符号(指谓符号)

图 ３　 多义符号(复杂符号)

　 　 符号与象征是最为纠结的问题ꎬ什么时候叫符

号ꎬ什么时候叫象征ꎬ在许多场合已经模糊不清ꎬ中
国对符号和象征本来就有明确区别ꎬ查阅«现代汉

语词典»可以看出:“符号意义有二:(１)记号ꎻ标记ꎮ
标点符号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ꎮ (２)佩戴在身上

表明职别ꎬ身份等的标志ꎮ”ꎮ 而“象征则指:(１)用
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火炬象征光明ꎮ
(２)用来象征某种特殊意义的具体事物” [５]ꎮ 即符

号只直接表达一种意义ꎬ象征才间接表达另一种意

义ꎮ 所以ꎬ在中国文化中符号就是单义符号ꎬ不属于

象征范畴ꎬ象周易八卦具有复杂的象征义ꎬ如果把它

看做符号的话ꎬ只能称之为象征符号ꎬ以区别于单义

符号ꎮ 语言中存在多义词ꎬ然而又不是象征ꎬ符号学

为此指出ꎬ作为符号形式的为能指ꎬ作为符号内容的

为所指ꎬ作为符号另一层意义的为第二级符号系统

的所指ꎮ 至于语言象征也属于第二级符号系统的所

指ꎬ这时用图 ２ 解释还是很清楚的ꎬ所以ꎬ符号学揭

示了语言的本质和结构ꎮ
如果要套用符号学ꎬ中国符号可以对应符号学

第一级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ꎬ象征义可以对应

第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ꎬ区别应该是非常清楚的ꎮ
由于我们的符号和象征区分本来就很清楚ꎬ在研究

中国象征文化时ꎬ绝大部分内容似乎并不需要借助

符号学ꎮ 西方 ｓｙｍｂｏｌ 把符号与象征混淆在一起ꎬ现
在又与符号学搅在一起ꎬ不管甄别还是叙述都很麻

烦ꎬ我们如果随便套用符号学的二级系统会把本来

清楚的中国文化象征弄复杂ꎬ所以ꎬ中国文化系统似

乎并不需要西方的符号学ꎮ
单义表达、多义表达和象征表达符合复杂的宇

宙法则ꎬ意义就象层子模型①ꎬ人类需要一个与宇宙

层子模型对应的复杂表达系统ꎬ为人类生活服务ꎮ
所以人类三个维度的符号与意义系统就是适应自然

法则的结果ꎬ确切说人类天生就有层子模型式的思

维结构ꎬ三个维度的符号与意义系统是这种思维天

赋的结果ꎮ 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ꎬ人类主观的把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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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运用到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去ꎮ

三　 象征思维与象征图象图形的运用

(一)象征思维

象征思维的本质是人的想象、联想、幻想、暗示

等心理活动ꎬ表达时借助一个相似中介ꎬ蕴涵另一层

意义ꎮ 典型是宗教ꎬ许多不可演示的宗教内容必须

借助象征才能传播ꎬ圣伊尼亚蒂乌斯洛约拉(Ｓｔ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Ｌｏｙｏｌａ)在«宗教的仪式» (１５２２ 年)中承

认想象的地位ꎬ认为想象使灵魂的问题在沉思中有

力地和戏剧性地具体化ꎬ是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步[５]２４５ꎮ 教皇格雷戈里一世和二世强调艺术必须

“借可见事物显示不可见事物”ꎬ从而我们的心灵可

能通过形象的沉思被精神所激起[５]２４９ꎮ 教皇从宗教

宣传角度发现了象征的某些特质和功能ꎮ
联想在空间或时间上对相接近的事物形成接近

联想(如哥特式教堂高耸入云的尖顶联想到天堂ꎬ
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兰色攒尖顶联想到天神)ꎻ对相

似特点的事物形成类似联想(如黑色联想到死亡的

幽冥世界)ꎻ对对立关系的事物形成对比联想(如由

耶稣想起犹大出卖朋友的邪恶)ꎻ对有因果关系的

事物形成因果联想(如由火想起热)ꎮ 再如ꎬ当我们

看到高大的太和殿时ꎬ感受到古代封建帝王的权威ꎻ
听到«黄河大合唱»感受到当年的民族危亡感ꎻ口含

一粒喜糖ꎬ分享到新婚夫妇的甜蜜生活ꎻ手摸到一块

温软滑腻的美玉ꎬ产生一种富贵的感觉ꎻ闻到荷花发

出的清香ꎬ联想起文人高洁的品性ꎮ 由于联想是由

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ꎬ即由当前的事物回忆起有关

的另一事物ꎬ或由想起的一件事物又想到另一件事

物的心理过程ꎬ这对象征的本质特征及象征形成具

有决定作用ꎮ
人类还有幻想的心理活动ꎬ通过幻想创造超自

然力量帮助完成自己的梦想ꎬ如«山海经»中的精卫

填海ꎮ 暗示也是人类重要的心理活动之一ꎬ间接而

隐秘地表达意思在人类活动中因需要而普遍存在ꎬ
应该说宗教活动、神秘活动以及情爱活动与暗示关

系最密切ꎮ
象征总是借助一个中介间接表达意思ꎮ 间接表

达方法有两种:第一种ꎬ借 Ｂ 表达 Ａ 的本义ꎬ如送人

石榴(Ｂ)ꎬ表示祝愿对方多子多孙ꎬ家族兴旺(Ａ)ꎮ
第二种ꎬ借 Ｂ 表示 Ａ 的深层意思ꎮ 由于间接表达意

思ꎬ所借用的象征体 Ｂꎬ是传递象征义的中介ꎬ它可

以是事物ꎬ也可以是人或者一种特殊的表达符号ꎬ如
手势、眼神等ꎮ 中介 Ｂ 一般与 Ａ 有“相似性”ꎬ发人

联想和想象ꎮ 如果 Ｂ 与 Ａ 风马牛完全不相干ꎬ那么

中介 Ｂ 与 Ａ 之间联系的象征义来自传承下来的文

化观念ꎬ就像多义象征中白色和数字“４”都象征吉

利ꎬ两者之间没有相似内容可供联想和想象ꎬ数字

“４”为什么象征吉利ꎬ只有传承下来关于数字“４”的
吉利观念才能解答(数字“４”对应五行中的“金”ꎬ又
对应白色、西方神太白金星ꎬ故主吉利)ꎮ 所以ꎬ象
征表达过程中ꎬ中介是必要条件ꎬ相似、传承文化或

文化解释又是中介的必要条件ꎬ可以表达如下:
象征形式:Ｂ(作为中介的象征体)———Ａ(象征

体本义)
象征既是自然现象(如前所说地震先兆)ꎬ也是

人类思维方式ꎬ人类就很必然把象征用于科学研究

和日常生活ꎮ 以科学研究为例ꎬ把数据输入计算机ꎬ
然后输出图形ꎬ再获取图形蕴涵的意义ꎬ这就是象征

思维的运用ꎮ 一个熟悉例子就是美国科学家洛伦兹

用计算机做气象研究ꎮ
(二)科学研究案例

１９６１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为

了便捷地考察一条更长的序列ꎬ他采用从中间开始

的办法ꎬ同时为了节省输出时间ꎬ由原来的 ６ 位数据

简略为 ３ 位ꎬ但是ꎬ得到的图形却与前一次有所差

别ꎬ这表明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别会引起过程变化和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ꎮ 洛伦兹面对初始值的极端不稳

定性及其影响ꎬ认识到对天气的长期预报根本做不

到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

会作题为«可预言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

在德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的讲演中提出:一只蝴

蝶在巴西扇动翅膀ꎬ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

起一场龙卷风ꎮ

图 ４　 图形微小差异象征复杂的不可预测性[６]

这个案例中ꎬ两组不同的天气图形象征了天气

变化的不确定性ꎬ象征了宇宙的混沌一面ꎬ生动地揭

示了运动过程存在非线性和不可预测的一面ꎬ由此

为混沌学这门新学科播下了种子ꎮ
由于这个事例的知名度ꎬ抖动翅膀的蝴蝶图象

象征巨大事故的意外原因ꎮ 可见ꎬ计算机时代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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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就是人类利用象征原理ꎬ根据图象与意义之间的

关系进行科学分析ꎮ
(三)日常生活案例

我们借助陵墓和其他文化遗存探究四方形锥体

与十字形符号的象征义ꎮ
秦始皇陵是象征性布置突出的一座帝王寢陵ꎬ

«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穿三泉ꎬ下铜而致椁ꎬ
宫观百宫奇器珍怪ꎬ陟臧满之ꎮ 令匠作机弩矢ꎬ有所

穿近者辄射之ꎮ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ꎬ机相灌输ꎬ
上具天文ꎬ下具地理ꎮ 以人鱼膏为烛ꎬ度不灭者久

之ꎮ”墓内完全模仿人世ꎬ把死者置于一个与生前毫

无二致的象征世界ꎬ以供死者享用ꎮ 秦始皇墓室内

象征性布置为后人模仿ꎮ «水经注»卷十三载北魏

孝文帝所建明堂ꎬ室外柱内绮井之下ꎬ施机轮ꎬ饰缥

碧仰象天状ꎮ 画北辰ꎬ列宿象ꎬ盖天也ꎮ 每月随斗所

建之辰ꎬ转应天道ꎮ 当然ꎬ陵墓的外形绝非随意

而为ꎮ
秦始皇陵建在陕西临潼县的骊山北ꎬ形状为四

方形锥体ꎬ底边南北 ３５０ 米ꎬ东西 ３４５ 米ꎬ高 ４７ 米ꎬ
外形与昆仑山相似象征生命不死ꎮ

秦始皇陵与古埃及和墨西哥阿斯特克人所建的

金字塔相仿ꎮ 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世

界范围内各不相属的亚洲、非洲、美洲都有四方锥体

金字塔形的建筑? 就中国考古而言ꎬ四方形在早期

墓葬中十分多见ꎬ殷墟墓坑、墓室的平面ꎻ春秋秦人

宗庙遗址平面都呈十字四方形ꎮ

　 　 图 ５　 安阳殷墟侯家庄－武官村区陵墓平面的十字四方

形象征通神

　 　 四方形在陵墓中屡屡出现ꎬ可能有两种涵义:其
一ꎬ沟通四方神灵ꎬ如图 ５ꎻ其二ꎬ«山海经»把生命永

恒的西王母所在昆仑山描述为四方形ꎬ秦始皇陵呈

四方形象征昆仑山ꎬ意在求得西王母的超度ꎮ 古埃

及和墨西哥阿斯特克人金字塔的四方锥体形无疑也

与通神有关ꎮ
美洲“库库尔坎”金字塔是祭坛ꎬ高 ３０ 米ꎬ上有

高 ６ 米的四方形坛庙ꎬ塔底北向雕有蛇头ꎬ每年 ９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点钟ꎬ太阳的在台阶上的阴影自上而

下ꎬ接上塔底的蛇头ꎬ表示蛇神下凡ꎬ带给人间丰收ꎮ
四方形的象征意义在宗教中也有所体现ꎬ如佛

教称须弥山座落于四方咸海之中ꎬ咸海中有四洲ꎮ
苏州狮子林是建于元代的佛教寺院ꎬ立雪堂为僧人

传法之所ꎬ它取意«景德传灯录»记载:禅宗二祖慧

可去见菩提达摩人ꎬ夜遇风雪ꎬ但他求师心切ꎬ不为

所动ꎬ在雪中站到天亮ꎬ积雪盖过了他的双膝ꎮ 菩提

达摩见他心诚ꎬ就收为弟子ꎬ授与«楞迦经»四卷ꎮ
立雪堂内圆光罩空雕十字符号和万字符号ꎬ即有通

神象征义ꎮ
留园主人是一位笃信佛教的信徒ꎬ还我读书处

为一封闭空间ꎬ隐蔽安静ꎬ适合读书ꎬ铺地纹样与狮

子林立雪堂圆光罩符号一样ꎬ象征主人奉读佛经ꎮ
外国宗教中也有相同表现ꎬ如«圣经»中的天堂

则是像一个有台阶的锥形金字塔ꎮ
由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ꎬ赋予十字架具有

通神的意义ꎮ 广见于基督教堂的平面和徽章ꎮ
除宗教信仰外ꎬ十字符号还象征特殊的文化涵

义ꎮ 苏州耦园主人贵为清代两省总督ꎬ受家学影响ꎬ
精通易学ꎬ整座园林均以易学原理规划ꎬ下图窗格纹

样所用十字符号象征易学中的易变贯通之意ꎮ
陵墓神道的奇怪弯道则另有象征义ꎮ 我们在明

孝陵和清东陵等处发现笔直的神道中间都突然来一

个弯曲ꎬ这个弯曲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 象天法地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ꎬ所以对照天象图就

会找到答案ꎮ 在天象图中的紫薇苑旁有七颗星构成

的北斗星座ꎬ被看作天帝巡游天界的帝车ꎬ那么ꎬ与
天上对应ꎬ寝陵对应紫薇苑ꎻ神道对应北斗星ꎬ神道

中的弯曲即为帝车ꎬ象征死去的皇帝像天帝一样巡

游ꎬ见图 ６ꎮ

图 ６　 天象图是象天法地的依据

由上述分析可见ꎬ象征既是一种普遍文化现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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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与图象图形关系密切ꎬ我们在运用图象图形时会

遇到简单意义和复杂意义的两种情况ꎬ象征的图象

图形较有效地解决了表达复杂意义的问题ꎬ使简单

的符号承载了丰富的信息ꎬ这正是我们研究和运用

象征图象图形的意义所在ꎮ

注释

①１９６５ 年ꎬ我国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ꎬ分析了当时理论

和实验上的问题ꎬ认为对称性的产生和破坏都只能是强子内

部的某种结构的反映ꎬ于是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ꎮ 层

子模型认为ꎬ物质结构有无限的层次ꎬ在粒子层次上的构成

组分是层子ꎮ 但强子是层子或层子与反层子的束缚态ꎮ 强

子所参与的相互作用归结为层子所参与的相互作用ꎮ 该模

型还唯象地引入了强子中的层子波函数ꎬ以反映强子的内部

结构ꎬ并用相对论协变的方法计算了强子的各种弱作用衰变

和电磁作用衰变的衰变率ꎬ理论与实验符合较好ꎮ 此外ꎬ通
过层子所参与的相互作用ꎬ将介子和重子的性质联系起来ꎬ

纷繁的粒子物理现象开始呈现出有机联系的、统一的图象ꎮ
因此ꎬ层子模型对于人们认识强子的内部结构ꎬ无疑是一个

很大的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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