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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概念运动    

● 叶晓锜    

    

  生命意识的生物性进化和文化性进化造就

了两种不同的意识活动，一种是以触觉为基础

的反应意识活动和知性意识活动；一种是以符

号为中介的概念意识活动。  

  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人类的概念意识活

动在总体上，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语词、语句

和语篇方式，造就语词概念、语句概念和语篇

概念，由此展开概念抽象、概念构造、概念求

取的概念运动。  

  一、语词概念。  

  概念运动的语言方式以语词概念为始。人类的意识活动，以语词为中介指称对象，赋予对象

各种语词方式的名称。如用 “河流”这个语词指称被称之为河流的对象，赋予对象“河流”的语

词名称。  

  一切语词都是指称和对象联结的概念抽象，并进一步走向指称和定义、抽象和概括的概念构

造。例如，当我们用“山”这个语词指称一切被称之为山的对象时，反过来一切被指称为“山”

的对象就成为了“山”这个语词指称的实指定义。于是，“山”这个语词，获得了一种指称和定

义、抽象和概括的概念构造。  

  由此，一切语词都是指称和对象联结的概念抽象，指称和定义、抽象和概括的概念构造，具

有它们各自概念意义和概念功用。  

  语词概念的特点是：  

  1、语词概念是概念运动的起点，也是语言方式的起点。或者说，语词概念既是概念运动的基

元，亦是语言方式的基元。  

  2、语词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既有实体对象，亦有摹状对象，又有关系对象。  

  3、语词概念具有阶乘性。有个别阶乘的语词概念、特殊阶乘的语词概念、一般阶乘的语词概

念和根本阶乘的语词概念。如“虎”是一个个别阶乘的语词概念，“动物”是一个特殊阶乘的语

词概念，“物质”是一个一般阶乘的语词概念，“存在”是一个根本阶乘的语词概念。语词概念

的阶乘来自概念的共性集合递升，这种共性集合递升造就了个别的、特殊的、一般的和根本的概

念阶乘。  

  4、语词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一种是实指定义的方式，另一种是词组定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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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实指定义是直观的和唯一的，词组定义则是抽象的和多样的。例如，“牛”的实指定

义是直观的和唯一的，“自由”的词组定义则是抽象的和多样的。  

  5、语词概念的统摄性。一切语词概念都有它们的统摄性，如“存在”这个根本阶乘的语词概

念，从根本阶乘的层面上统摄一切被称之为存在的对象； “山”这个个别阶乘的语词概念，从个

别阶乘的层面上统摄一切被称之为山的对象。  

  6、语词概念生成事物的共性方式。如，在“存在”和“山”的统摄中，“存在”这个语词概

念和“山”这个语词概念，成为了一切被称之为存在的对象和一切被称之为山的对象的共性所

在。由此，一切共性都是概念方式，即语词概念的造就。  

  谈到语词概念，不少学者，如金岳霖所主编的《形式逻辑》认为，不是所有的语词都具有概

念意义的，实词是表达概念的，而虚词一般不表达。我以为金岳霖的见解是错误的，无论实词和

虚词都是具有概念意义的。例如，“太阳”是实词，是具有概念意义的； “关于”和“在”是虚

词，亦是具有概念意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以为，“关于”和“在”都是一种摹状词或关系词，是以摹状或关系为对象的概念抽象。

“关于”是对所有被称之为“关于”的摹状对象或关系对象的概念抽象，“在”是对所有被称之

为“在”的摹状对象或关系对象的概念抽象。  

  在语句概念中，虚词概念和实词概念一样重要，没有虚词概念，即摹状概念或关系概念，人

类的意识活动就无以获得概念方式的联系，获得一种比语词概念更为高级的语句概念构造。如在

“我的书包”这个语句概念中，正是有了“的”这样的被称之为助词的虚词概念，才把“我” 、

“书包”这两个实词概念联系了起来，造就了一种比语词概念更为高级的语句概念，使意识活动

从语词概念走向语句概念。  

  在中文语法中，实词包含了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等，虚词包含了

介词、连词、助词、象声词、叹词等。这样的界分并不是绝对的。哲学家罗素曾对语词进行了专

名词和摹状词的界分，按照罗素的界分，中文语法中的实词所包含的动词、形容词、数词、量

词、代词、副词，以及虚词中的介词、连词、助词、象声词、叹词等等，都是可以归入摹状词

的，是以各种各样的摹状对象为概念抽象和概念构造的。如喜欢、高兴、怎样、等等、因为、所

以、哗哗、唉、哼，等等都是摹状词，是有它们各自所摹状对象的概念抽象和概念构造的。我在

概念分类中以为，对语词概念亦可作实体词概念和关系词概念的界分。如，山、树、虎、水，等

等是实体词概念，是以实体为对象的概念抽象和概念构造，喜欢、的、所以、由此、在，等等是

以关系为对象的概念抽象和概念构造。  

  无论实词概念和虚词概念的界分、专用词概念和摹状词概念的界分，还是实体词概念和关系

词概念的界分，都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和终极的。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语词概念的界分，而

只有把各种界分综合起来，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取得对语词概念的了解，看清所有语词都是有它

们的概念意义的。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相对地把语词概念界分为三类，一是实体词概念，二是摹状词概念，三

是关系词概念。于是就有了实体对象、摹状对象和关系对象。  

  对于语词概念的勘察，需要注重语词概念背后的阶乘性和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才能把握语

词在语言使用中的具体性、复杂性、开放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当我们用一个语词指称一个经验对象时，这个指称反过来产生了一种实指定义，即以这个被

指称的对象为实指定义。实指定义具有它的直观性和唯一性。例如，当我们指称一个对象为

“羊”时，就会反过来以这个对象为“羊”的实指定义。实指定义是定义的初始方式。  

  除了实指定义外，还有词组定义。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呢？  



  其原因是：  

  第一，我们所使用的语词概念是有不同阶乘的，有个别阶乘的语词概念、特殊阶乘的语词概

念、一般阶乘的语词概念和根本阶乘的语词概念。语词概念的阶乘性是概念方式的造就，即概念

共性集合递升的造就。由于语词概念背后的阶乘性，造成有的语词是个别概念性质的，有的语词

是特殊概念性质的，有的语词是一般概念性质的，有的语词是根本概念性质的，对此我们必须加

以精深的把握。  

  一般来说，个别概念起源于经验对象的直观指称，并相应产生它的实指定义。而特殊概念、

一般概念和根本概念是共性集合递升的生成，它们是以概念为基元的抽象之再抽象，因此，在严

格的意义上它们没有直观的经验对象来生成实指定义，只能走向词组定义。也就是说，它们只能

通过若干语词概念的组合来进行词组定义，如“幸福”这一高阶乘的语词概念，是没有它的直观

经验对象的实指定义的，我们不可能指着某个直观经验对象说这个直观经验对象就是“幸福”，

并唯一绝对地咬定这个直观经验对象为幸福，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直观经验对象可被称之为“幸

福”了。这样，对于“幸福”这样一个无实指定义的高阶乘语词，我们只能通过词组方式来进行

它的定义。  

  第二，词组定义高于实指定义。实指定义的优点是它的直观性和实指性是非常确定的和唯一

的，但它的缺陷则不能进一步告诉我们对象所具有的更多内容规定。如，对于“牛”这样一个语

词指称的定义，其实指定义唯一地、直观地来自于被称之为牛的经验对象。但这样的实指定义只

能告诉我们一种对象和指称的直观联结，尚不能进一步告诉我们“牛”是一种怎样的动物。而要

知道“牛”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就需要从实指定义跨向词组定义，通过一组别的语词概念的组

合，来定义“牛”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如，牛是草食性的哺乳动物，体型粗壮，可为农业生产等

提供役力，肉和乳可供食用，牛皮可做工业原料及衣料，牛角可做药材及工艺品等。  

  词组定义是通过一组语词概念的组合来建构的。词组定义和实指定义的区别是，实指定义是

对象和指称的直观联结，具有它的直观性和唯一性；词组定义以一组语词概念来建构，这就涉及

到了用一组怎样的语词概念来构建词组定义。如，对于“幸福”这一语词概念的定义，有：  

  A “幸福在天堂，是以至善的道德回归于上帝” ；  

  B “幸福在尘世，是人生的奋斗、占有和快乐” ；  

  C “幸福是爱的沐浴和满足”  

  D “幸福就是快乐”，  

  等等、等等。  

  可见，在A、B、C、D四个词组定义中，“幸福”这一语词的概念定义是抽象的和多样的，不

是直观的和唯一的。  

  分析哲学学者维特根斯坦认为，许多问题我们在语言中不能追问，追问下去就会不知所以，

掉入语言的陷阱。如“时间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等等。  

  分析哲学以语言为转向，认为哲学上的种种“雾团”是由语言的混乱所造成的，是可以通过

语言的分析和治疗来驱散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语言到语言地勘察语言，寻求一种可以达到绝

对真值的语言使用公式，只要把一切语词和语句代入这套绝对真值的公式，就能获得所有语词各

自唯一的、绝对的、真值的语义。  

  分析哲学未能从概念方式上勘察语言，他们既不了解语词本身的概念性，也不了解语词背后

的阶乘性和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更不了解一个语词的概念意义在不同的文本和语境中是不一样

的。以“时间是什么”为例，时间没有唯一的和直观的实指定义，只有各种不同的词组定义，

如：  

  在A文本和语境中，“时间是一种自我绝对的流动” ；  



  在B文本和语境中，“时间是一种先验的知性表象” ；  

  在C文本和语境中，“时间和空间一起具有它们的物理性状” ；  

  在D文本和语境中，“时间是一种感觉方式”，等等。  

  在A、B、C、D的不同文本和语境中，时间有着各种不同的概念意义，其中没有哪一个概念意

义和功用是绝对的和唯一的。它们的概念意义和功用，需要在各自的文本和语境中进行判别，在

新的文本和语境中进行新的提炼。  

  至于“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它们都是没有实指定义的语词概念，这些语词概念

在不同的文本和语境中，有着它们各自的词组定义，各自的概念意义和功用。  

  分析哲学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和治疗，通过终极的语言公式确立，让所有语词获得它们各自

唯一的和绝对的概念意义，显然是不了解语词背后有着不同的阶乘和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他们

的语言分析看似极为精致，实际则走向了一种语言分析的经院误区。我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

究》，深感维特根斯坦正是由于不了解语词背后的阶乘性和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如同塞万提斯

笔下的唐吉坷德那样，走向了“哲学是一场反对借语言迷惑我们的理智的战斗”的迷失。  

  二、语句概念。  

  语句概念是比语词概念更高的概念方式，它由语词概念的组合造就。  

  一般而言，语词概念只是造就单一式的概念事物，如“牛” 、“山” 、“水” 等单一式的

概念事物；语句概念则转向了组合式的概念事物，如“一座高山” 、“我的书包”等组合式的概

念事物。  

  从语词概念走向语句概念，对于人类的意识活动来说是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即从单一概

念事物的造就走向了组合概念事物的造就。  

  概念组合非同小可：  

  第一，它使人类意识活动有了概念方式的组合能力，如“我的书包”，通过语词概念的组

合，把“我” 和“书包”这两个不同的实词概念，通过“的”这个关系概念组合了起来，造就了

一种组合方式的概念事物。  

  第二，它使人类意识活动获得了概念方式的创造能力，如通过“飞”和“马”的概念组合，

生成出“飞马”的概念创造；在工具的制作中，通过“尖”和“杆”的概念组合，生成出“长

矛”的概念创造，等等。  

  从语词概念到语句概念的运动，使得事物的概念方式，在人类意识活动的头脑中和实践中，

从名称方式走向了组合方式，孕育了抽象组合和反馈经验实证求取的概念创造。  

  语句概念的特点是：  

  1、语句概念是语词概念的组合。它体现了概念运动的语言方式，即从语词概念到语句概念的

运动。  

  2、语句概念是比语词概念更高的概念建构。语词概念提供对象的事物名称，语句概念则提供

了事物的组合构造。  

  3、语句概念提供了词组定义的实现方式。它使概念的定义，由实指定义跨向了词组定义，即

由对象本身的实指定义走向了若干语词概念组合的词组定义。如当我们用“石头”这个语词指称

一个对象时，这个对象反过来就成为了“石头”的实指定义；而当我们用 “小型岩体，质地坚

硬，可用来制造石器和进行房屋、桥梁建筑”的一组语词概念，定义“石头”这个语词指称时，

这样的定义就是词组定义。  

  词组定义高于实指定义。它使概念的定义，从直观的对象方式转向了抽象的组合方式。如在

这里，这块被称之为“石头”的对象就不再停留在其对象方式的实指上，而是有了“小型岩

体” 、“质地坚硬” 、“可制造石器和进行房屋、桥梁建筑”等方方面面的组合构造，(点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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