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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情：符号中的情感世界》

内容概要

本书在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情感类汉字结构做深度解析，探寻其中的原型意义。在此过程中
，沿着相关汉字的隐匿路径，进入情感的原型世界，找到情感的本质，进而呈现情感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汉字出发来研究人的情感世界，可谓另辟蹊径，本书以“性”“情”开篇，谈及“欲”“喜”“
怒”“恐”“悲”等汉字，最后以“爱”收尾，全面展现了汉字与情感的联系。笔者坚信汉字背后的
原型存在，认为汉字是一个自组织的原型系统，而不是信手拈来的、可以任意指代的语言符号。原型
视域下的汉字则是一次复原化石的生命之旅，重新回到字象之初的灵动而鲜活的状态，亦即让字来说
话，字说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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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建平，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作者致力于以心理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探讨汉字语源中的哲学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心理原型，试图
以汉字原型整合现代学科（如政治学、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涉及管理哲学、梦心理学、周易管理学
等。主要 著作：《全球战略管理》（1997）、《夜的眼睛——中国梦文化象征》（2005）、《汉字原
型中的政治哲学》（2008）、《汉字中的身体密码》（2011）。另有论文约50篇，涉及艺术哲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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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在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情感类汉字结构做深度解析，探寻其中的原型意义。在此过
程中，沿着相关汉字的隐匿路径，进入情感的原型世界，找到情感的本质，进而呈现情感之间的内在
联系。笔者坚信汉字背后的原型存在，就像当年的谢里曼对古希腊神话真实性的认定。笔者认为汉字
是一个自组织的原型系统，而不是信手拈来的、可以任意指代的语言符号。今日工具意义上的汉字，
如同把化石当做砖块，嵌入建筑构件中。原型视域下的汉字则是一次复原化石的生命之旅，重新回到
字象之初的灵动而鲜活的状态，亦即让字来说话，字说字话。但汉字原型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需要
大部头的专著加以论述，而且还会存在各种学术争议。本书旨在原型的运用，仅在正文之前稍微提及
其理论与方法的理据。笔者的前两本汉字原型专著（2008；2011）的绪言或引言中都做了相关说明。
这里就汉字原型的范围、类型等相关理论问题做补充说明。本书所探讨的汉字情感原型基于荣格的集
体无意识原型，主张原型的相通性、超越性（因而不受制于文献的局限性），因此在论述相关汉字时
，也不时比较印欧语言的相关原型。这也与汉语与印欧语的深层相通有关（谈济民，2001；周及徐
，2002等）。在此基础上，顾及社会无意识、文化无意识。汉字原型本质上与周易卦象相通，以形义
见长，为字象的构成，关乎“字本位”（徐通锵，1997；潘文国，2002）。但汉字本身又有深远的音
义关系。汉字形与音的相互关系有点像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扑朔迷离。对此，笔者提出初步看法：
其一，汉字的图像性与祭祀有关，后世道家画符也是把汉字的形加以放大。但祭祀也有咒语，咒语与
符的结合或许是汉字音义发生的最初形态。这与生物进化中，线粒体与细胞核等共生一样，语言进入
文字而融化、固化在其中。其二，汉字的形与音如同量子力学中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相辅相成。汉字
的粒子性就是其可见的象，是结构化的存在。但波动性是这种存在的动力和变化所在。照量子力学理
论，电子吸收一定的能量就会跃迁到较高的轨道，但不稳定，很快就会回到基态，此刻会释放出一个
光子，物体因此而显现。汉字原型的生成与之相似。汉字的本义，那种回归到原初态的意象就是返回
基态的电子所致。而回归本源本身也是一次“做功”（势能转化为动能），表现为象征。汉字的象征
就是其原型释放出的光子——意象，即原型的浮现。在这意义上，汉字原型具有原子能的威力。波粒
两象性是微观领域的特征，汉字形音的两象性是汉字原型层次的特征。当然理论物理学还有弦理论的
概念。我们也不妨说弦相当于汉字的形，而弦的振动便是其“弦外之音”。此外，我们也可以把形对
应于空间关系，音对应于时间关系。这是牛顿时空观下的汉字观。根据相对论时空观，我们发现，在
“光速”关系中（见引言，电子回归基态释放光子），时间和空间可以互相转化。回到汉字原型框架
中，这就是形与音的内在互动。其三，汉字的形，如同现代哲学讲的在场（presence）；而汉字的音，
便是不在场（absence）。那个不在场实际上不断地涌现而在场。在此意义上，在场是意识的，不在场
是无意识。相对而言，汉字的形与音，便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以中国文化的逻辑，汉字的形归属
于天（而天本身又归于时间性的圆，具动态的存在），具有神性；汉字的音归属于地（而地本身又归
于空间性的方，具固着的存在），系一方水土一方音的方言性（地气、根气）。以上是笔者对汉字形
音关系的思考提纲，也是本书启动汉字原型的理据。本书在启用汉字原型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五行模
式，对情感的结构和内容做了本土化的梳理，并与汉字原型互补、呼应，形成一个整体。笔者在《汉
字中的身体密码》一书中认为身体器官是无意识的储存所；本书则进一步把身体器官看成是情绪发生
的源头。这是基于中医五脏与五志（五种情志）对应关系而言的，即《内经》所谓：肝志为怒，心志
为喜，脾志为思，肺志为悲，肾志为恐。现代心理学认为快乐、愤怒、恐惧和悲哀，是最基本的或原
始的情绪（克雷奇，1981）。这与中医的五志大体相通，只是中医“多”了个“脾志为思”。这个“
多”不是多余，而是一种“闰”的机制。从原始情绪的属性讲，脾思与其他情志不在一个层面，脾思
是自我意识层面的情绪。中医讲的五大情志本质上来自五行关系，即木为怒，火为喜，土为思，金为
悲，水为恐。而五行属性源自一年四季的物候变化：木为春，火为夏，金为秋，水为冬；而土分散在
四季中，即每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叫做四季土。土涵盖了四季，超越了四季。土的超越性，反映在
情绪分类上，便是思虑（脾思）的自我意识特征。五行中的土又叫中央土，具有统率性。中央土，具
有中庸往复均衡的动态结构，也具几微发生的自组织性。思虑是人的理性属性，也构成人的日常情绪
——烦恼。作为五志的思，便是自我意识情感的基础或框架（令人想起康德的时空框架和知性范畴）
。以此为起点，本书引出五大自我意识情感，并且也对应五行关系：惭愧之于土；耻辱之于金；仁爱
之于火；仇恨之于木；惆怅之于水。这是以自我意识情感的五行属性加以归类的。其中惭愧归为土，
与思虑之土相通，可见惭愧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自我意识特性，有回归大地，反思、反身而诚等土的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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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谦卑、涵容等特性。从周易角度讲，惭愧是以坤土为主体，内藏艮土，合之为地山谦；而思虑以
艮土为主体，内藏坤土，合之为山地剥。两者互为枢纽，建立情感世界的纵横轴线。耻辱有如被蹂躏
的秋叶，属金，收敛而委屈，与悲之凄凉相应。恨为木，深入树根的气，与怒气对应；怒气是上升到
树枝、树梢的气，恨是压抑到树根的气，彼此因果相关。火是光明，是希望，是神爱的宣言，是人间
愉悦与幸福的源泉，故与喜对应。迷茫、惆怅，无所依托，如漂浮无涯，陷入无望无助的恐惧中，自
然与水之恐关联。这样，我们初步设立了情感的五行模型，为后续工作提供思路。根据五行生克关系
，构成本书的章节秩序：上篇是情感的基础篇，讲情感的性情发生和欲望动力；中篇以原始情感为构
架，思虑、忧虑（土）统率其间；下篇为自我意识情感的展开。以原始情感而论，具有先天属性，故
而其五行逆行。从火的喜悦第四章开始，蕴含着人类使用火带来的积极情感，而后一路逆行为木之怒
发第五章，水之恐惧第六章，金之悲伤第七章，土之忧虑第八章。下篇进入自我意识情感，五行顺行
。接着中篇忧虑之土，开始惭愧土的情感之旅第九章，随即为耻辱之金第十章，惆怅之水第十一章，
仇恨之木第十二章，仁爱之火第十三章。火的希望和光明属性作为结局，与中篇开首喜悦之火遥相呼
应。情感的五行关系，其生克逻辑错综复杂，自成一体。如与卦爻等术数系统结合，可以推演出全新
的情感心理学体系。本书仅以此作为汉字情感心理学的框架思路，引导汉字情感原型的浮现。我们在
研究过程中发现，汉字情感原型的发生，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汉字情感原型的宗教神学背景
（黄奇逸就主张汉字最初为祭祀文字；白川静也持祝咒观）。很多情感性汉字，照今人的常识很难理
解，学界的解释也颇为牵强，但在宗教祭祀的背景下，众多谜团迎刃而解。无疑地，在充满巫术神学
的上古时代，文字最初也是祭祀活动的产物，情感类汉字的原型也不可避免地染渗透着神学的气息。
第二，汉字情感原型发生的生活、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心理，主要是农耕-定居文化与游牧-狩猎文化间
的对立和交往。相关情感的缘起、衍生深深地打下了这两大文化的烙印。与此相关的是农耕神话与狩
猎神话（阿姆斯特朗，2005）。第三，相应的汉字情感原型分别与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文化心理形
态相联系，有的情感变迁反映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矛盾和无奈，有的体现了对母系时代的美
好回忆。这主要表现在大母神的慈爱和庇护，父权的威严和掌控。这些汉字原型也构成当今生活的许
多象征。这三个方面，是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以文化、社会、习俗等方式进入群体和个体心理，同
时储存在汉字深处。这是我们研究汉字情感原型的基础。由此，汉字情感原型为我们提供广阔的思考
、研究和运用空间。首先是心理学的，或分析心理学的。在情感的平台上遥望文化历史、宗教神话、
社会关系；反思自我：人格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自性和面具。其次是文化人类学的、社会学的
、艺术发生学的，循着汉字原型的踪迹（类似德里达的trace），开发其深厚的宝藏。其三是哲学的。
在原型的深处，情本体得到有效的回应，情与认知也不再分离。情感原型的深度与哲学思辨的深度不
期而遇。我们期待汉字情感原型的原子能从远古喷发，向现时代释放出巨大的象征当量，激荡着我们
心灵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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