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觉音(phonaestheme)是指其语音和所构词具

有某种相似含义的语素[1]。在世界各语言中，联觉

音现象非常普遍。英语联觉音间接的、隐蔽式的用

特定的符号表达特定的文化规范，并参与新词的认

知、构建、语言生成和文化传承等。因此，作为文化

表达标记，联觉音是特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方学者很早就对英语联觉音现象进行了多角度

研究，如英语联觉音语音象征研究[2-3]、语素属性[4-5]、

多义性[6-7]、认知性[8]和文化性[9]等研究。国内英语联

觉音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多局限在探究语义生成

的认知理据及其意义拓展逻辑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如br-[10]、sl-[11]等联觉音的研究，还未见英语联觉音

符号及其符号化研究。本文以英语联觉音sn-为

例，对联觉音语言符号的意指过程，即符号外化、内

化、隐喻化过程进行尝试性演绎和研究。

一、符号及符号化

（一）符号

符号是符号学中一个基本概念，由代表具体事

物的符号形式和指示心理的符号内容所构成。符

号形式可以是语言、文字、交通标志、数学符号、物

理符号等，也可指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彼此问候时

的动作等，本文主要指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是一种

特殊的、概括的、抽象的音义结合系统。它可以反

映客体，但不是对客体进行毫不走样的复制[12]。语

言学符号单位可以是一本书、一个段落、一个句子、

一个单词，甚或是一个联觉音素。

西方文化中常常用sign 表达“符号”。十三世

纪早期，sign指“手势或手的动作”，那时手势是用来

交流的肢体语言。可以看出，最原始的sign是指能

看得见、听得见的、能让人理解的外显信息；而sign

作为动词，其同义表达有 inscribe/write/notice/mark

等，都可以通过视觉的形式来表达意义，这充分体

现了符号的可写、可见等感知特征，是外在的符

号。同样西方也用symbol表示“符号”，symbol名词

同义表达有manifestation/marker/symptom等，可以用

来表示物体、功能或过程的一个规约化的标记，如

某个字母可以表示化学元素，也可以表示音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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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音符。

（二）符号化

从sign和symbol的词义内涵可以看出符号是一

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由具有物质属性的外在符

号转化为具有心理属性的内在符号的过程。因此，

符号化是指人们把对象按照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

标识，规定其形式与概念的过程。符号化包含三个

过程：（1）表现为一个物质可感过程，看、听等感知

是符号形成前的一个外化过程；（2）符号通过感官知

觉进入准意义生成阶段的内化过程；（3）内化符号隐

喻象征生成的必经过程。符号化过程最重要的是构

建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对象关系中，其中

一个对象可以通过约定来代表另一个对象。

事实上，人的意识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

程，是思维意识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和再生的

过程[13]，此过程不仅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

者不可分割，其作用体现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

建立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

中[14]。因此，符号不仅承载着意义，而且外化着精

神。“符号不具有封闭性，不是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

点，而是一种意指实践；符号包含着主体人的种种

欲动，具有开放性和意义永不终结性”[15]。

然而，人的意识不仅受个人主观意识影响，也

会受到社会意识的影响；同样，取决于个体解释的

符号化不仅受制于个体主观意识，也受制于社会文

化意识，因此可以说符号意义来源于社会环境或文

化背景[16]，这充分反映了符号化的文化特征。

二、英语联觉音sn-的符号化

（一）sn-符号外化（前符号态）

符号外化是指一种外在的符号感知，是一种自

身独立的自在存在。符号外化是从个人生活感受

开始的，符号感知强调符号产生的生活底蕴和直观

感性。感知本身是经验的捕捉，主体感知到的对象

往往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意识，此时意义并没有对

应稳定的外在符号结构。生活中的视觉、听觉和触

觉等感知所产生的较具体的生动形象，只是反映某

个特定事物的特征。只有当人们的此类感觉逐渐

趋同时，才有可能进入前符号状态，即符号的外

化。联觉音是指词素以下的一个音素或一组音素，

其音义之间的联系可能与发音器官的位置、动作、

音响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联想有关[17]。可以看出联觉

音符号外化既体现了索绪尔“二元关系”说中的“概

念”与“声音”形象，也符合皮尔斯“三层次”说中的

“感觉质”层。

联觉音sn-其外在符号/sn/的发音感知与意义

之间物理上有某种象似，开始只是少数人感知，无

法上升到符号。但当人们通过听觉发现从鼻子里

发出的音很特别，常常有/nz/、/sn/的不清晰音，人们

就逐渐将这种从鼻子里发出来的音标记为与鼻子

有关的/sn/音，并将/sn/与鼻音有关的一系列事物自

然地、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将感觉表达出来，此时

物质形式与所指意义合二为一，/sn/已经符号外化，

进入前符号态。如sneeze（打喷嚏）、snuffle（人因感

冒、哭泣而呼哧呼哧地呼吸或动物像嗅东西般发出

呼哧呼哧的鼻息声）、snort（哼，表示气愤、嘲笑或怀

疑）等中的/sn-/已具体化、物质化，这些以sn-为首

字母的词汇，都有典型的/s//z//n/音，其意义和声音之

间具有象似性，因此可以说sn符号化最先外化于音

义象似。

（二）sn-符号内化

符号的接受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过程，即

Perceived（感知）—Received（接收）—Accepted（接

受）—Interpreted（解释）的过程，此过程能否从感知

阶段一直进行到解释阶段尚不能确定。从“感知”

到“接收”只是意义实在化的开始，只有在某个时间

和某个空间上“感知”了、“接受”了，只有人们通过

已有图式同化了新的事物，意义内化才真正开始。

外在符号的内化过程是典型的从“接收”到“接受”

的过程，也是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某些相似特征被

发现或创造的过程。一旦某个前符号态的外在符

号被大量“接受”来表达某种具有共同特征的意义，

此前符号就进入准意义生成阶段，就已经约定俗

成。因此外在符号要内化为约定俗成的符号，一定

受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制约，即通过一定时间和空间

的使用而得到固定 [18]。

对于英语联觉音/sn-/发音来说，当人们接收了/

nz/和/sn/类的发音与发音器官“鼻子”有关时，是接

收了信息，只有通过一定的体验，感觉到某人感冒

了或者在哭泣、不断地吸鼻子（snuffle、sniffle）或者

是呜咽（snivel），这都与鼻子有关。特别是到了13

世纪早期，人们又从动物的鼻子特别是大象的鼻子

“长、大”这两个视觉特征来知觉sn-与鼻子的关联，

如snipe（沙锥鸟）就是因这种鸟其嘴巴较长而感知，

这样听觉和视觉的共同作用进一步相互强化。当

sn-这种外在符号的自觉解读或使用达到一定程度，

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指代与鼻子有关的外在经验时，

sn-的符号“意义”也就真正出现，语符sn-指称意义

“鼻子的相关特征”就越来越趋于稳定，乃至snout逐

渐演化为大部分与“鼻子”有关的词汇的源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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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示“鼻”之物的snot（鼻涕）；与鼻子气息有关的

snore（鼾声）、snort（哼鼻子）、snuffle（反复喷鼻）、sniff

（嗅）、sniffle（吸鼻子）、snifter（喷鼻息）、snivel（抽鼻

子）、snooze（打盹）；与鼻子、嘴巴快速咬有关的snap

（猛地咬）、snack（撕咬）；与动物嘴巴/鼻子“突出”这

特征相似的有snag（长长的鼻子）、snorkel（鼻子），

snuffer（喷鼻子的动物）。这些都表明sn-这种外在

符号结构与意义之间已经非常稳定，已经内化为约

定俗成。

（三）sn-符号隐喻化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是

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

统”[19]。符号隐喻化的前提是要能预制一定的具有

抽象性、普遍性特点的符号系统，且此符号系统必

须具备唤起功能，即符号意义和结构已经产生，符

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思维中稳定性的感知对

象，这个感知能“唤起”主体内部的反应，主体能识

别、能解释，这样的内在符号就有可能被隐喻化。

因为被隐喻化的概念一般不是直接来源于感觉经

验的概念，而是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直接映象或表

征，因此符号隐喻化过程其实是赋予感知以意义的

过程；感知不同，解释就不同。符号的隐喻意义往

往能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可以

表达丰富多彩的意义；人类微妙的思想感情，都可

以通过隐喻语言表达出来。

英语联觉音符号sn在内化过程中，结构和意义

已经稳定，该符号能让人们感觉到与“鼻子”相关特

征有关，并在人们大脑中形成了稳定的图式，能够

识别和解释，因此具备了隐喻化的条件。从认知理

论看，英语联觉音sn-相关词汇意义的发展超越了

感官中的视、听觉限制，进入了想象阶段，意义倾向

于抽象的表征“贬”，指示一种态度，具有主观性和

文化性，这是西方人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的对相关

社会现象进行的理性思考。

从语言的交际功能来看，通过隐喻形式委婉性

地表达态度，能够避免交际冲突。如人们通过鼻子

本身的特征（如“长”）、鼻涕、鼻息等，发展为有一定

长度的东西、障碍物、无用的人或物、气愤、嘲笑、怀

疑、蔑视、傲慢、失控、发怒、讽刺、挖苦等。这些都

是通过隐喻方式将/sn/这个鼻音概念化为贬义，即

sn-所构词词义一般都涉及消极情感。例如，snot

（鼻涕→无用的人）一词，鼻涕是生理性分泌之物，

往往为人之不屑，而后隐喻为“无用的人”，从一个

生理范畴转喻到一类人，而且喻指具有特殊属性的

人。再如snipe（沙锥鸟）本来指一种有长长的、直直

的嘴巴的鸟，语义发展到十六世纪，具有了“轻蔑”

的感情意义；至1773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将枪击

沙锥鸟玩成了游戏；至1892年出现了背后“放冷枪”

的隐喻用法。相关的词汇还有：snore（鼾声）隐喻为

“极度令人厌烦的东西”，sniff（出声地吸气嗅）隐喻

为“蔑视”，snivel（哭哭啼啼地说）隐喻为“假装悲

哀”，snaffle（马嚼子）隐喻为“偷取”，snag（伸出来的

东西）喻为“障碍”，sneeze（打喷嚏）喻为“轻视”，

snuffle（动物到处嗅）隐喻为“对别人隐私的窥视”等

等。特别是词snob，首次出现1796年左右，这个词

开始时是在剑桥大学大学生口语中使用，通常蔑称

“城里人、当地商人”；至1831年，这个词被用来指

“普通人或下层阶级的人”；后来因为威廉·萨克雷

的《势利之书》(Book of Snobs)中snob是指那些“粗俗

地模仿上层社会的人”而迅速传开；到1911年，snob

一词的现代主要含义是“很势利的人”。可以看出，

sn-相关词汇的多义性反映了其概念系统是以基本

层次范畴“鼻”和典型“鼻长、鼻涕、鼻息”为基础放

射性发散，最后都会拓展到情感领域，这进一步反

映了意义的主观性和隐喻性特征。

语言变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发生了变化，有时

是直接原因，但大多数变化是间接的社会原因。二

十世纪后所产生的sn-相关词几乎都是直接隐喻，

表示联觉音符号sn-的传播既是对人们现实生活中

出现的“鄙视”情绪符号化倾向的分析、总结和归

纳，同时也充分证明了sn-完成了符号化过程，已具

有符号性，使得其传播和应用更直接。如1932年的

snazzy（浮华）、1941年的snafu（情况混乱、无秩序）、

1941年的snotnose (对卑鄙小人或狂妄自大者表示

的蔑视)、1989年的snarf（迅速贪婪地吃、喝），这些都

进一步强化了英语联觉音sn-的“贬”的认知属性。

至于以联觉音sn-开头的snow, 意义和形式之

间有逻辑关系吗？词源没有给出相关回答。但有

很多说法说人们想象着“雪”是上帝的“喷嚏物”，因

为喷嚏与鼻子有关，因此雪就与联觉音sn-有关。

因为此想象仅仅是想象，没有实在的逻辑理据，因

此snow与“雪”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是社会约定的结

果。还有snake（阴险的人）、snail（懒人）、snare(陷

阱)、snollygoster（不讲原则又夸夸其谈的精明人，尤

指政客) 等，虽然从现有词源中无法证明它们与“鼻

子”有关，但其贬义也可以说是彼此强化，从而使得

英语联觉音sn-的符号标记更明显。

三、结语

英语联觉音sn-的符号化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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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是语音象似阶段，此时外在符号结构并未

与意义对应起来；二是符号内化阶段，此时符号

结构和意义趋于稳定对应；三是符号隐喻化阶

段，此阶段要表达情感与“动机”，相关词义抽象

化，这也说明英语联觉音符号化过程的三个阶

段。情感的思考性让符号内化，而动机则使得符

号外化。符号表现、代表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

个东西，因此符号的魅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本身，

而在于它的意义。符号必须传递或者说负载一

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这符合皮尔斯

符号的认知功能观与交际功能，英语联觉音就具

有这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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