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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在华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汉字作为文明传承的信息载体 ,不仅传播

了语言信息 ,而且传播了汉民族历史文化等诸多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索汉字 ,可

以发现汉字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 ,而且蕴含着人性化的内涵 ,蕴藏着当代图像传播的

许多生动有趣的特征。深入探讨汉字传播信息的方法、模式、规律、功能 ,将对建立有中

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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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信息的载体

在华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汉字作为文明

传承的信息载体 ,不仅传播了语言信息 ,而且

传播了汉民族历史文化等众多的信息。在人

类社会的传播交际活动中 ,信息不仅仅被理解

为物理学上的内容 ,因为按物理学的观念 ,信

息只不过是按一定方式排列起来的信息序列。

而在社会传播交际活动中 ,这个理解还不够 :

信息还必须有一定的意义 ,或者说信息必须是

“意义的载体”。信息是由物理载体的信息与

语义两者构成的统一体。世间不存在无物质

载体的信息 ,但是存在无信息的物质。信息可

以通过语言作媒介 ,也可以不通过语言作媒

介。在这个意义上说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 ,而

文字又是语言信息的载体。

在文字产生之前 ,语言是传播信息的主要

媒介 ;在文字产生以后 ,由文字构成的文本成

为打破时空限制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由于

汉字的可分析特性 ,在长期的演进中 ,除了为

语言信息的传播不断开拓广阔天地而外 ,还深

深地凝聚着汉民族古老奇特的人文信息 ,构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个不解之谜。在世界

上所有的文字中 ,像汉字这样能够以其特殊的

方式传播某些神秘信息 ,多角度地揭示深沉的

人生意蕴 ,对中国社会持续产生深远影响的符

号系统 ,从古迄今 ,绝无仅有。

每一个汉字都储存着信息。这些信息从

造字之初就开始形成并在其长期的使用过程

中不断地积淀下来。因此 ,具有三千多年古老

历史的汉字体系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库。为什

么今天的学者能够破译三千多年前甲骨文所

表示的内容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甲骨文

字形本身就暗示了它所储存的古老信息。三

千年来 ,汉字由甲骨文、金文、简帛文演变为今

天的楷书 ,字形变化很大 ,信息结构也在不断

调整 ,有的信息被一直保存下来 ,有的信息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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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 ;同时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又给汉字补

充了许多古代所没有的新信息。因此 ,时代不

同 ,汉字包含的信息内容和信息量的多少也不

一样。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索汉字 ,可以发现汉

字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 ,而且蕴含着人性化

的内涵 ,蕴藏着当代图像传播的许多生动有趣

的特征。深入探讨汉字传播信息的方法、模

式、规律、功能 ,将对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

论提供借鉴 ,也更加证明了华夏文明对人类发

展的突出贡献。

汉字负载信息的三个层次

为了更好地把握汉字作为媒介在信息传

播中的作用 ,必须先分析汉字的信息结构。如

果对汉字的信息一无所知 ,那就根本说不上利

用汉字传播信息了。汉字传播信息或多或少

与形、音、义有联系 ,又要切合传输信息时的具

体环境。当汉字处于语句结构之中时 ,它所代

表的内容受到语境的限制 ,其承载的信息不能

全部利用 ,只能利用与语境相合的一小部份。

但在脱离语境作为一个单独的信源时 ,它所蕴

含的各种信息就有了被利用的机会 ,当它与社

会人文生活的各种信息相互作用 ,相互激发

时 ,还能生成新的信息。

从汉字的信息结构看 ,汉字的信息包括三

个层次。

(一)基本信息。它是指汉字在不同的历

史时代所具有的信息总量。这个信息总量来

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字形所蕴含的信息。同

一汉字由于书体不同 ,蕴含的信息也不完全相

同 ,因为书体不同必然导致字形不一样 ;同一

汉字 ,由于书写的习惯不同 ,字形的风格特征

不一样 ,蕴含的信息也就不完全相同。汉字笔

画蕴含有丰富的信息。不同的人书写相同的

笔画 ,由于书写时用力的强弱虚实不同 ,写出

的形体就有不同的特征 ,这些特征就表现了不

同人的性格和情绪。其二是字音所蕴含的信

息。汉字的读音说到底就是它所代表的词的

语音 ,而词的语音总是和语义结合在一起。天

然语音有不同的特征 ,负载有不同的语音信

息 ,语音就成为汉字发明之前传递信息的主要

媒介。语音与语义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旦

人们把具有某一特征的语音与某种语义约定

起来 ,语音就不但负载自身音值的信息 ,还提

示人们联想起特定的语义内容。其三是字义

蕴含的信息。一个汉字的字义往往蕴含着多

种信息。由于汉字本质上是一个表意的符号

系统 ,因而在造字之初 ,字形往往与意义有不

同程度的联系。如“兵”字 ,它的甲骨文字形如

两手持“斤”,“斤”是斧一类的器械 ,因此“兵”

的造字本义就是“两手持器械”。

(二)系统信息。它是指汉字的字形系统、

字音系统和字义系统所具有的信息。汉字首

先靠着字形上的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 ,形体各

异的汉字无异于纵横交错的信息网上的一个

个网点 ,每一个网点都有它独特的信息 ,而各

个网点又相互联系 ,信息互通。汉字字音系统

的信息明显地表现在谐音方面。它不仅包括

同音的字群 ,而且包括近音的字群。同音的汉

字负载相同的语音信息 ,但语音信息相同并不

等于意义信息就一样 ,绝大多数语言相同的字

意义完全不同。负载着不同意义信息的汉字

由于语音信息的一致而联成网络。字音系统

信息网络不仅传输汉字的声音信息 ,还通过声

音联系传输其他信息。汉字系统信息中的字

义方面的特征是义场。几乎每个汉字都不只

一种意义 ,汉字的多义性决定了每个字形都不

只负载一种意义信息 ,而每一种字义都有它所

属的义场 ,义场中所有字义都相互影响 ,信息

互通。如“兵”可指“武器”,与此意义相近的有

“器”、“械”、“具”等 ;“兵”又指“战士”,它与

“卒”、“士”、“甲”等意义相近 ;“兵”还可指“军

队”,它与“军”、“师”、“旅”等也组成近义信息

系统。因此可以看出 ,一个汉字的字义与若干

义场的信息相通 ,义场中某一字义信息的变

化 ,必然影响到其他字义信息内容的调整。

由上可知 ,汉字不是杂乱无章的字符的堆

积 ,而是一个按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的系统。

每一个汉字在这个系统中都有它的地位 ,并且

与其他汉字在形、音、义三个方面都有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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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三)环境信息。环境信息是指汉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义在特定条件下受环境影响而形

成的信息。环境信息主要有历史环境信息、人

文环境信息和交际环境信息三个方面。历史

环境信息对汉字体系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字体

的变化 ,汉字由繁到简的过程 ,体现了不同时

代对信息传播效率提高的要求。人文环境信

息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信息的积淀 ,

它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产物 ,如同一字的字义在

不同的时代其意义信息会呈现时代差异等。

交际环境信息主要从书写风格体现出来 ,如果

是比较正式的社会交际活动 ,运用的应当是当

时社会所公认的字体 ,书写比较工整。如果是

社会日常交际 ,运用的字体比较随便 ,书写也

不一定讲究工整。

由汉字的基本信息、系统信息和环境信息

组成的信息网络 ,为汉字的解析和信息的传播

提供了基本条件 ,而汉字解析的深化和信息传

播的发展又促进了汉字信息结构的优化。

汉字传播特殊性信息的功能

汉字作为信息媒介 ,还深深地凝聚着汉民

族古老奇特的人文信息。许多特殊信息是怎

样层层凝聚在汉字头上的 ? 特殊信息从发出

到接受经过什么渠道和环节 ? 汉字传播了哪

些类型的特殊信息 ? 它的传播模式、传播特点

是什么 ? 我们选择“八卦”、“周易”、测字等汉

字传播中的特殊现象 ,探讨汉字在信息传播中

的特殊性。

“八卦”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 ,是古代的一

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代表阳 , 用

“———”代表阴 ,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

式 ,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 ,分

别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八个符号

都各自负载了一定的信息 ,它们是古人为传播

信息而创造出来的一套特殊符号系统。八卦

作为一种占卜专用的特殊符号 ,可能与汉字有

某种联系。这套符号可能以汉字为借鉴 ,但它

本身并非文字 ,因为它传播的信息是由占卜者

来口述的 ,是靠汉字来记录和阐发的。事实证

明 ,八卦作为特殊场合的信息传播是与文字语

言结合在一起的 ,它反映了图文结合的信息传

播具有良好的效果。

由早期的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 ,每卦的卦

象配上了卦名和卦辞 ,这就构成了一个信息

库。给构成卦象的每个爻象都配上爻题和爻

辞 ,使这个信息库内部结构臻于完善 ,这就是

儒家经典《周易》的主干。《周易》相传系周人

所作 ,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

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 ,卦、爻各有说明

(卦辞、爻辞) ,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

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周易》通过八

卦形式 (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

自然现象) ,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 ,认为阴阳

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 ,提出

“刚柔相推 ,变在其中矣”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

观点。《周易》作为占卜之书 ,人们从大量的实

践经验中抽绎出富有哲理的材料 ,构成一个开

放性的信息系统 ,为解释人事 ,预测未来提供

了理论依据。但就其预测的真实性而言 ,由于

没有受众参与 ,是缺乏说服力的。而就其广告

效应而言 ,是有一定诱导力量的。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审视《周易》,可把《周

易》视为传播媒介。传播者通过独立的思维运

作不断加大信息量及信息覆盖面。《周易》六

十四卦与一般的汉字不一样 ,因为它除了具备

汉字的符号信息功能而外 ,还具备图像信息功

能。而且《周易》作为媒介传播的信息 ,不是对

卦名、卦象、卦爻辞一般意义的解析 ,而是对其

哲学原理的揭示。无论古今 ,只要运用《周易》

预测自然人事 ,必定涉及到此事物与彼事物之

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汉字哲学意蕴掌握得

比较好的解析 ,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比较明

显 ,说服力比较强 ,受众也易于接受。现代对

卦名、卦爻象、卦爻辞、五行生克、天干地支、六

亲、六神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 ,实际上已经突

破了对单个汉字的哲学解析 ,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哲学思想体系。运用这一思想体系来观照

自然和人事 ,解析汉字密码 ,让受众理解 ,是一

种较为特殊的传播活动。它与社会成员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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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传播活动 ,无论是传播方式 ,传播目的 ,

传播功能 ,传播特征 ,都不完全相同 ,值得重视

和研究。

测字也是中国古代利用汉字传播特殊信

息的手段。测字也叫拆字 ,隋代叫“破字”,宋

代叫“相字”。以汉字加减笔划 ,拆开偏旁 ,或

打乱字体结构 ,加以猜测附会 ,以推算吉凶。

由于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 ,所以笔画的分合重

组可以变化出不同形体的汉字。由于汉字是

以表意为目的的 ,它的各个构成部分也都包含

着一定的意义。如果把一个汉字用不同的方

法分拆成几个部分 ,那么 ,因为分拆的方法不

同 ,拆出的几个部分包含的意义也就各不相

同 ,这拆出的部分传达给人的信息也就不一

样。这种拆字尽管传播的信息并非造字时代

的原始信息 ,但在字形分拆时却注意到了构字

部件的完整性和理据性 ,并没有随心所欲地把

汉字字形任意乱拆。许多复合型的汉字本来

就是由若干独体型的汉字组合而成的 ,把复合

型汉字分拆为若干独体型汉字 ,是出于传播特

殊信息的需要。

测字术不仅是专业活动者借传播信息来

谋取社会地位的手段 ,也是政治家、军事家借

信息传播以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的工具。为

了使传播的信息为更多的受众接受 ,测字者心

中的标准是尽量对所问事件给予熟悉。对事

件了解的程度不同 ,传播信息的方式、传播的

手段就不会一样。传播者熟悉的事件 ,一般论

断就比较肯定 ;不太熟悉的事件 ,就留有余地。

其次是所问事件的具体内容 ,内容不同 ,传播

的方式和手段就可能不同。这些最终目的都

是力求取得社会认同的传播效果。测字传播

信息的活动一般有五个层次 : (1) 信源。信源

提供了问题或事件的初始信息 ,萌发了求测者

或为人占测的心理需求。(2)环境。许多测字

中可能不提环境的影响 ,但环境的潜在影响都

是不可忽视的。(3)受众与传播者。测字活动

要求传播者具备丰富的文化积淀并具有较强

的分析、处理、转换、加工信息的能力 ,能够针

对不同信息需求调动各种信息资源 ,满足不同

受众的需要。(4)事件结果。相当多的非事件

性信息交流都没有事件结果 ,所以事件结果只

是检验传播效果的一个方面。如果测字者在

结果产生之前已作出推断 ,受众据此可以检验

推断是否准确 ,这就直接关系到传播效果。

(5)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是测字活动代代相传

的社会基础 ,又是评价、检验传播效果的试金

石。汉字结构的非科学拆拼是一种中国文字

中特有的艺术技巧。测字者把字理技术化、神

秘化 ,成为吸引受众、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 ,这

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欺骗成份。但是 ,测字能够

在中国延续千余年而尚存 ,我们除了理解汉字

在信息传播中的深厚内涵外 ,是否能对测字在

预测事物、未雨绸缪方面的科学性作些研究

呢 ?

汉字作为信息媒介的传播学思考

图像 (图形) 的传播在当代日益盛行。从

电影的发明开始 ,人类传播方式逐渐从以文字

和口头传播为主向以电影、电视、演讲、MTV

等为主的传播方式转化 ,传播手段主要为声

音、象征、符号、图像等。这种传播方式具有直

观、生动、易懂、不需要受众多大程度参与的特

点 ,这使得现代人缺少对信息的理性理解 ,而

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感觉。由于社会越来越

重视图像、声音和象征的运用 ,减少了对阅读

的要求 ,于是有人称这是出现了所谓的“近似

文盲”,越来越多的人只能读一些字 ,却无法理

解简单的句子或字义。这是否标志着文字的

运用已走到了尽头 ,代之而起的只能是生动活

泼的图像 ? 对于这种属于时代的进步或是悲

剧的现象 ,我们不忙于下结论。

但是 ,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是 ,从华夏几千

年作为文明支柱的汉字本身 ,可以不断挖掘其

蕴藏着无穷资源的信息宝库 ,汲取其在信息传

播中的成功经验。本文从人性化的角度 ,探讨

汉字作为媒介使用中的占卦、测字这些古老、

神秘、晦涩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撇开

其迷信色彩的一面不谈 ,我们确实重新认识了

枯燥的汉字蕴藏着当代图像传播的许多生动

有趣的特征。汉字传播特殊信息的方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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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律、功能 ,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

论提供了借鉴 ,也为从媒介角度重新认识汉字

的价值开辟了新天地。

其一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 ,而文字又是语

言信息的载体。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负载语

言信息 ,这是一个常识。但是 ,当今世界上除

汉字而外 ,还没有发现字形本身直接负载如此

丰富的哲学和艺术信息的先例。《周易》六十

四卦的卦名和卦象负载了多层次信息 ,这已经

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惊叹。然而直接运用汉

字作为传播媒介进行“测字”,这里的“字”并不

负载社会公认的语言信息 ,这又是中国传播史

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 ,耐人寻味。而本文提

出这个问题 ,这就为后来有志于这一个领域的

学者进一步探索问题开了一个头。

其二 ,由于用《周易》六十四卦和用汉字为

媒介传播超语言信息 ,受众不可能在一般情况

下了解信息内容 ,因此 ,必须由传者用口语加

以解释。口语解释与展示符号 (或图像) 两种

手段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双信道的便利 ,信道的

增加使传递的信息种类增多 ,信息量增大 ,因

而说服受众的力度增强 ,这就从整体上提高了

传播活动的质量 ,突破了单纯用一般语言交际

的框架 ,表现了中国古代注重传播效果的特

色。

其三 ,从应用传播学中的广告传播领域来

看 ,现代广告传播无所不用其极 ,其手段之多

令人目不暇接 ,但它总是从突破单纯用语言传

播的传统框架开始。用《周易》和汉字做媒介

的传播活动为什么总是受众去找传者 ? 就是

因为传者首先以广告的形式招徕受众。占卦

者手里举着“文王神课”的悬幅 ,测字者的字摊

上也大书“天机可测 ,预知吉凶”的广告语 ,这

些符号吸引了受众参与到其传播活动中。不

仅如此 ,在传播活动中 ,传者对卦象和汉字的

解析 ,与现代广告商人介绍其产品的优越性不

是如出一辙吗 ? 广告是吸引并说服受众 (顾

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手段 ,用

《周易》和汉字为媒介何尝不是如此 ? 可见测

字实质上就是汉字从语言符号异化为广告图

像的转变。

In the vie w of communic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as

information medium

CHEN Pei - ai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361005)

Abstract : As an information carrier of handing down civilization through centuries of Chinese history , Chi2
nese characters do not only spread linguistic information but also many other information like history and cul2
ture. Inclu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 we can find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 but also have the humanized connot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take many interesting features in image transmission. The ways , models , rules and

functions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sed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distinctive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 Chinese characters ; information medium ;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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