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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法捷克作家米兰&middot;昆德拉先生说过：&ldquo;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rdquo;　　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印痕，在上帝老人那慧目如电的注视下，不经意间竟造就了多如恒河
之沙的人类及其&ldquo;思考&rdquo;作品。
　　据研究，人类已经存于斯几数百万年的时光，而在此之前呢？
当上帝在静观万象、俯视众生时，偶然间瞥见，而今有这么一帮子民竟汲汲于思索具有悠久历史
的&ldquo;符号文化&rdquo;时，当作何想？
发笑么？
也许，未必！
　　应该说，自从有了上帝老人的眷顾而&ldquo;创造&rdquo;出人类，这世上便有了文化和思绪，涂
染上了形形色色的情感意味，如同空气一般弥散在世间各个角落，从而显得韵味十足、力透纸背。
显在的外观不再显得单薄以至于&ldquo;芜没于空山&rdquo;，且日益丰富起来&hellip;&hellip;　　既如
此，浅疏的体表油然承载并传达起某种&ldquo;弦外之音&rdquo;，诸如&ldquo;象征性&rdquo;
、&ldquo;主体性&rdquo;、&ldquo;超越性&rdquo;等便次第出现；久之，我们就观其形而会其义，略其
形而会其神；随之，&ldquo;人文性&rdquo;、&ldquo;历史感&rdquo;、&ldquo;宇宙观&rdquo;等人类话
语便在岁月年轮的碾压下愈加迷人&hellip;&hellip;　　渐渐的，华夏&ldquo;女娲&rdquo;的子孙们在面
对祖先遗漏的多种花絮时，往往产生出一种神奇的美感距离，更为醇厚的&ldquo;文化&rdquo;味道也
就被无意识接受与敞开：接受的是生活，敞开的是神性。
神性增加了厚度，生活融入了文明，文明推动了历史，历史整合了意义，意义拓展了体量，体量积淀
了文明，文明化入了生活，生活充满了神奇，神奇归之于神祗，神祗创制了符号，符号遮蔽了本意，
衍义得到了敞开&hellip;&hellip;不断的遮蔽与敞开，便构成了符号的双重功能。
人类文化正是在这辆双驾马车的裹挟下，荡生出历史烟云。
　　何谓符号？
符号即人化的第二皮肤。
　　什么是人？
人是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
　　人化即文化，文化即交流；交流是手段，情感为主旨。
　　从文化的起源看，&ldquo;人&rdquo;是文化的第一要义，&ldquo;符号&rdquo;则是其形态与浓缩。
因此，&ldquo;人&mdash;文化&mdash;符号&rdquo;构成了某种同一性命题。
人们正是在&ldquo;文化符号&rdquo;和&ldquo;符号文化&rdquo;中强化其生命意义，生命的节奏由是成
为人类文化的最早华章。
　　可以说，符号一经浓缩了生命情调，便起到一种鬼斧神工的作用，无形中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
积极动因。
这或许就是我们每每在面对自然或文化杰作而叹许为&ldquo;上帝的杰作&rdquo;之深层因由？
　　作者们无意在此建立一门&ldquo;中国符号文化学&rdquo;，因为大文化观念本身即是一门体大思
精的学问；也无意于条分缕析地去做考据和索引工作，因为历史的人文误读即是符号的内在因子；同
样无意于比较中西符号文化之问的异同，人类本一家，允许有个性。
共性与个性共存不仅自然而然，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多元性正是符号的本质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其符号文化亦丰富深邃，自成系统。
为生动表现中华文化，编者从传统音乐中撷取了几首古琴曲名，如&ldquo;古神化引&rdquo;、&ldquo;
板桥道情&rdquo;等，旨在利用第一符号（语言）去言说第二符号（图像）而揭示第三符号（题旨），
试图寻拾曾经的&ldquo;左图右史&rdquo;传统，以雅俗共赏的方式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揭示与敞
开，使大家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启悟！
　　出于上述&ldquo;思考&rdquo;，我们精心策划并精选了二百余经典符号，其内容尽可能涵盖中华
文化的方方面面，虽然不尽完善，亦可一窥全豹。
鉴于符号文化的自身规定性，尤其是当下审美文化的道成肉身性趣味所使然，力图用鲜活的笔调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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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艺术、审美、民俗、感悟于一体，宣叙出一部和谐的多声部协奏曲。
　　这里的&ldquo;符号&rdquo;与国际上风头正劲的&ldquo;符号学研究&rdquo;不尽相同。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符号学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对这一问题也逐渐关注。
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幼蒸先生的话并非空穴来风，他说：　　符号学研究将成为下世纪（21世
纪&mdash;&mdash;笔者按）初的中国显学，中国符号学将成为国际符号学新的中心。
同时，符号学亦将成为使中华传统人文理想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效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丛书从前期策划到最终付梓经过了相当长的快乐等待。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张道一先生等前辈学者们的热情鼓励与大力
支持。
季老年逾九秩，仍为本书挥毫题签；张老亦题词予以勉励；业师道一先生表示做一位&ldquo;实实在在
的顾问&rdquo;&hellip;&hellip;大师们的鼓励与前辈学者的关怀始终是我等奋力前行的不衰动力。
　　文责自负，各尽其职；世事繁冗，未可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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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e时代”，计算机内部只有“0”和“1”这两个数字的不同组合，数字是这个时代的通行语，“数
字化生存”的时代已经来临。
数字重新成为现代人敏感而重要的话题。
数字世界成了一个自身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奇世界，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象征序列的符号代码，而
是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的领地，它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
     本书以古代经典对数字的论述作为出发点，以“一”到“十”这十个常用数字为例证，展示数字的
形成、发展及其有趣的文化内涵，试图勾画出数字与中华文明的联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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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妙趣横生的数字世界　　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追求十全十美，实实在在，视&ldquo;
十&rdquo;为完整圆满吉祥的象征，因而从生日祝寿到各种庆典以&ldquo;十&rdquo;为大庆成了我国的
传统习惯，并成为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喜爱选&ldquo;十大杰出青年&rdquo;、&ldquo;
十大风景名胜区&rdquo;等等的&ldquo;十大&rdquo;，视&ldquo;十&rdquo;为一个完满的数字。
　　在中国文化中与&ldquo;十&rdquo;连在一起的词也不少。
比如人们经常说的&ldquo;十恶不赦&rdquo;，这&ldquo;十恶&rdquo;是指中国古代规定的十种最重的罪
名，通常是指谋反、大逆、谋叛、不敬、不道、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
秦朝的律法规定的大罪是不孝、不敬，汉朝时又增加了不道、谋反、大逆、内乱等罪名，到南北朝时
才首次列出&ldquo;重罪十条&rdquo;。
在皇帝大赦天下的情况下，这十种罪名的罪犯也不能被赦免，所以叫做&ldquo;十恶不赦&rdquo;。
佛教中在&ldquo;八戒&rdquo;的基础上又有&ldquo;十戒&rdquo;的说法，&ldquo;十戒&rdquo;是指：第
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不涂饰香蔓、第七不歌舞观听、
第八不坐高广大床、第九不非时食、第十不畜金银财宝。
在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有&ldquo;十科&rdquo;的说法，&ldquo;十科&rdquo;在隋朝的时候是指：孝悌
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扰、学业优敏、文采美秀、才堪将略、臂
力骁壮等共计十种才能。
　　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有著名的&ldquo;十面埋伏&rdquo;，这是中国著名的琵琶独奏曲。
乐曲以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的历史事件为题材，主要的段落有&ldquo;埋伏&rdquo;、&ldquo;鸡鸣山小
战&rdquo;、&ldquo;九里山大战&rdquo;。
它所着力描写的是刘邦用十面埋伏之计击败项羽的激烈战斗场面。
乐曲流传十分广泛，为琵琶曲目的经典之作。
文学作品中有著名的《十美图》，叙述明朝时期奸臣严嵩、严世藩父子害死三边总制曾铣，曾铣的两
个儿子逃脱在外，在流浪的磨难之中经过努力后两人双双高中状元，帮助海瑞除灭奸党，报仇雪恨。
兄弟俩在流落的过程中先后娶妻十个，所以叫做&ldquo;十美图&rdquo;，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
的&ldquo;大团圆&rdquo;思想。
　　与&ldquo;十&rdquo;连在一起的文化事典还有：如&ldquo;十步之内，必有芳草&rdquo;，就是比喻
人才到处都有。
这最早是从汉朝王符的《潜夫论》中来的：&ldquo;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rdquo;表现出人们的一种乐观情怀。
&ldquo;十里长亭&rdquo;，亭，是古时候设在大路旁的公房，供旅客停宿，也用于亲友饯别，长亭，
是相对于短亭而言的，古时候隔五里造一个亭子，称短亭，十里建一个亭子，称为长亭。
十里长亭就是送别朋友的亭榭。
&ldquo;十拿九稳&rdquo;，是指事情很有把握取得成功。
&ldquo;十年寒窗&rdquo;，古时读书人为了博取功名利禄而长期埋头苦读，在科举考试的旧社会，一
旦考试及第，就可以做官，从此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正是这一诱惑使得无数读书人长期苦读四书五经
。
现在人们用&ldquo;十年寒窗&rdquo;来泛指一切长期埋头苦读。
&ldquo;十年树木，百年树人&rdquo;，培植树木需要十年，而培育人才需要一百年，人们这句话指培
养人才是一个长久的计划，也用它来指人才是不容易找到的、极其难得的。
这句话最早是出自《管子&middot;权休》篇：&ldquo;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
&rdquo;&ldquo;十全十美&rdquo;，是用来表示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瑕疵。
&ldquo;十生九死&rdquo;，表示经历了无数危险、艰难险阻而生存下来，也表示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
。
&ldquo;十室九空&rdquo;是说十户人家中有九户人都是空的，这是用来形容由于灾祸、战乱、暴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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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贫闲、流离或死亡的凄凉景象。
这个词最早是晋朝葛洪的《抱朴子&middot;用刑》中出现：&ldquo;徐福出而重号之仇，赵高入而屯豺
狼之党，天下欲反，十室九空。
&rdquo;&ldquo;十室之邑，必有忠信&rdquo;这是说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地方，里面也必定有忠诚信
实的人。
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忠诚信实的人还是有很多的。
而&ldquo;十鼠争穴&rdquo;则是比喻坏人聚集在一起，互相的争斗。
&ldquo;十死一生&rdquo;是形容经历极大的危险，而幸存或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极小。
&ldquo;十万八千里&rdquo;是形容距离很远或者差距很大。
也许大家都还记得在《西游记》中写道：&ldquo;将身子一抖，跳将起来，一个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
哩。
&rdquo;这一描写就让我们对孙悟空功夫的高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ldquo;十万火急&rdquo;是以前对于急于投递的文书常用的批语，现在用来形容事情极为紧急。
&ldquo;十羊九牧&rdquo;就是说十只羊，有九个人来放牧。
用来比喻民少官多，赋敛很重。
这句话最早出现在《隋书&middot;杨尚希传》：&ldquo;当今郡县，倍多于古。
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而郡分领&hellip;&hellip;所谓官多民少，十羊九牧。
&rdquo;&ldquo;十有八九&rdquo;是说十分之中有八九分的样子，表示所占的比重极大。
&ldquo;十指连心&rdquo;是说十个手指头与心相连，如果手指一有伤破，就会钻心的疼痛。
在《封神演义》中写道：&ldquo;只看见奉御官把铜斗放在火上烧红，然后放在姜皇后的两只手上，只
看见通红的铜斗把姜皇后受伤的皮肤都烧焦了，筋骨都烧断了，两只手的骨头都枯了，铜斗冒着烟，
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皮肤烧焦的臭味。
十指连着心呀，可怜的姜皇后就这样昏死在地。
&rdquo;　　第三章 说一　　文明的开端始于文字，文字的开端始于数字，数字的开端始于一。
我国古代常有&ldquo;二者数之始也&rdquo;、&ldquo;数始于一&rdquo;的说法。
&ldquo;一&rdquo;既是数字，又是文字。
它是万事万物万数的源头和基础，其涵义极为丰富复杂，、诸如一个、第一、每一个、一致、至高无
上、不可分的单体、所有、全部、整体，等等。
　　一是最小的自然数，《史记&middot;律书》说：&ldquo;数始于一。
&rdquo;无论哪个种族和国家，整个地球上的全体居民，莫不如此。
但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汉语、汉字中的&ldquo;一&rdquo;，还具有一个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特点&mdash;&mdash;最简单而又最复杂。
　　&ldquo;一&rdquo;在所有数字中最简单，除了&ldquo;数始于一&rdquo;以外，还指它的字音和字形
；说&ldquo;一&rdquo;在一切数字中最复杂。
是指它的字义亦即词义。
　　&ldquo;一&rdquo;的声、韵、调，都是最简单的词之一：没有声母；韵母也只是个单韵母，而且
还是单韵母中开口度最小的；声调是阴平调，没有任何高低升降的变化。
　　发音时也是最简单的词之一：只需两唇问张开一条缝，上下齿松开一点距离，一丝气流从颤动的
声带经过喉头，穿越口腔，迸出唇外，便发出了[i]的音。
　　&ldquo;一&rdquo;的写法只有一笔：从左到右平移的一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全部现代汉字中的一笔字，只有&ldquo;一&rdquo;、&ldquo;乙&rdquo;和&ldquo;0&rdquo;三个。
可是&ldquo;乙&rdquo;转了三次弯，&ldquo;0&rdquo;是一个不大容易写好的圆圈。
&ldquo;乙&rdquo;和&ldquo;0&rdquo;看起来比&ldquo;一&rdquo;复杂，写起来比&ldquo;一&rdquo;麻烦
。
所以&ldquo;一&rdquo;是字形最简单的数字，同时也是字形最简单的汉字。
　　综合音形两个条件来衡量，在汉语中，最简单的字自然是非&ldquo;一&rdquo;莫属。
从词汇学的观点来看，读音和外形都是词外在的存在形式，&ldquo;一&rdquo;也是外形最简单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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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与世界上一切语言文字进行比较，无论是字的音形还是词的音形，都以中国的&ldquo;
一&rdquo;为最简单。
　　我国&ldquo;一&rdquo;有多少义项？
有哪些用途？
如果不认真准备，除了专治汉语词汇学、训诂学的专家，恐怕极少有人能答全，就连及格也不大容易
。
《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举了&ldquo;一&rdquo;的8个义项，其中第6项又分两点，加起来是9项。
《汉语大字典：》中，&ldquo;一&rdquo;有20个义项，其中第17项为副词，底下有9种解释，合起来
共28个义项。
《汉语大词典》中，&ldquo;一&rdquo;这个词条下注出31个义项。
&ldquo;一&rdquo;的意义之繁多，遥遥领先于汉语中所有的数词。
把它放在所有的词中进行比较，义项之多可与&ldquo;一&rdquo;相匹敌的，汉语中大概只有&ldquo;
打&rdquo;了，后者的动词义、介词义、量词义总计41项。
　　&ldquo;一&rdquo;的大多数含义都是活着的，不少还是常用的，这也是和其他的词不一样的地方
。
由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新事物、新现象不断涌现，旧事物、旧现象相继消亡，词义作为记录
事物和现象的载体，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语言学家们认为词汇从古到今肯定会发生变化，大致有新词新义的产生、旧词旧义的灭亡、词义的扩
大或缩小、词义的转移这四种情况。
对一个具体的词来讲，从古代到现代，最为普遍的变化，是它必然有一些旧的意义会消亡，但
是&ldquo;一&rdquo;的大多数意义却仍然活着，不少是经常使用的。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1）最小的整数：属基数词。
大写作&ldquo;壹&rdquo;。
常用以表示人或事、物的最少数量。
　　（2）由此引申为数量极少：如&ldquo;一鳞半爪&rdquo;、&ldquo;一毛不拔&rdquo;、&ldquo;一无
所知&rdquo;。
　　（3）第一：属序数词。
如&ldquo;五月一日&rdquo;、&ldquo;第一名&rdquo;等。
　　（4）若干份中的一份：如&ldquo;三分天下有其一&rdquo;、&ldquo;四分之一&rdquo;、&ldquo;这
个东西该分我一份吧&rdquo;。
　　（5）相同，同一：如&ldquo;众口一词&rdquo;、&ldquo;说法不一&rdquo;。
　　（6）单一、独一：如&ldquo;一家之言&rdquo;、&ldquo;一面之辞&rdquo;。
　　（7）全、全部：&ldquo;一家之主&rdquo;、&ldquo;一校之长&rdquo;。
　　（8）专一：如&ldquo;一心一意&rdquo;。
　　（9）另一或也、又：如&ldquo;马铃薯-名土豆&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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