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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

———庆祝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成立专栏

〇专题研究

编者按 :公元 2008年 1月 11日是一个中国语言哲学界值得铭记的日子。在这一天 ,外语界以钱冠连、

王寅为代表的语言哲学研究者与来自德国、爱尔兰、俄罗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江

怡等共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会议厅 ,总结了以往的智慧 ,展望未来的发展 ,成立了中西语言哲学

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 ,为有组织地凝聚和推动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搭建了平台 ,为有组织、有计划地

进一步建立和推动中外语言哲学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本期“语言哲学 ”栏目刊发钱冠连、潘文国和王正

元等 5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作为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庆祝。

钱冠连先生的文章《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 》从几个关键概念出发 ,驰骋中西 ,为中

国语言哲学 ,尤其是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发展 ,描绘出一幅科学性蓝图。潘文国先生在《从哲学研究的语

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 》深层次地揭示发生在 20世纪哲学界的语言转向 ,同时昭示语言学工作

者 :语言学应该虚心向哲学求教 ,从哲学中吸取营养来发展自己。王正元先生的《浮现意义对语言不完

备性的自救 》从浮现意义出发 ,以解决自然语言不完备性为题进行颇有价值的探索。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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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章分为上篇、下篇、全文结论和附录 4个部分。上篇反思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 ,包括 (1)借鉴与

对比 :西语哲在中国哲学界 ; (2)西语哲在中国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下篇构拟西语哲的未来发展 : (1)西语哲的哲学价

值 ; (2)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 :向语言学提供新学科与新课题 ; ( 3)从语言涉入哲学 :语言哲学之路有多少。全文结论。

附录 :西方语言哲学三级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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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 ilosophy of Language : Its D issem ina tion and

Further D evelopm en t in the C ircle of FL S in Ch ina
Q ian Guan2lian

( Guangdong Univerc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In Chap ter On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ssem in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the PL) in the

circl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 FLS) in China. Section One: the PL in the circle of philosophy in China for reference; Section

Two: the dissem in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L in the circle of FLS in China.

In Chap ter Two, the author p 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L. Section Three: the

philosophical values of the PL; Section Four: the linguistic values of the PL in the PL’s p roviding with some new discip lines and

new top ics to linguistics; Section Five: some ways to the PL from languag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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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nal part, the author comes to some conclusions in addition to giving a general booklist on the PL within the three

grades as an appendix to this paper.

Key words: the PL; the circle of FLS; dissem ination; the development; a cluster of the world; the way to PL

　　1　上篇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
1. 1借鉴与对比 :西语哲在中国哲学界

据江怡所搜集的材料 ,揭开序幕的是罗素 ,

1920年他访华 ,标志着分析哲学正式引入中国。

罗素的一些著作先后被翻译出版。罗素的逻辑思

想以及同样属于经验主义传统的詹姆士、杜威的实

用主义被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作为反对玄学

(纯粹的形而上学 )的重要武器。1927年 ,张申府

翻译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译名为

《名理学》。20世纪 40年代 ,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

介绍和分析、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和对逻辑分

析技术的运用等等 ,都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

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江怡 2000: 55)

洪谦 (1909 - 1992)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

传人 ”(陈波 2005: 2)。

陈波认为金岳霖 ( 1895 - 1984)在中国分析

哲学的传播与研究方面的贡献最大。他的根据

是 ,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热衷于运用他们

理解的分析哲学方法构建自己的带有某种独创性

的哲学体系 (楷体为引者所加 )。本文作者认为 ,

这一点对中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建设具有特别的

提示意义。陈波指出 ,在金岳霖一生的著述中 ,

《逻辑 》、《论道 》和《知识论 》三部著作最为重要。

在《知识论》中 ,金岳霖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

的写作策略 ⋯⋯于是他的《知识论 》最终成为一

部逻辑清晰、结构严谨、“技术性很强 ”、洋洋七十

多万字的专著。即使在今天看来 ,这部著作也没

有过时。此外 ,金岳霖还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学生 ,

其中不乏世界级大家 ,如王浩 ( 1921 - 1998)和殷

海光 (1919 - 1969)。 (陈波 2005: 2)

同样是在 40年代 ,“张岱年以逻辑分析方法

为主要方法建构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比如

他的《知实论 》和《事理论 》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

来讨论感觉材料和外界实在的关系及事、理之间

的关系 ”(陈波 2005: 2)。

50 - 70年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国学

术界对分析哲学基本上采取批判的态度。 (江怡

2000: 55)

从 80年代开始 ,中国改革开放 ,出版了不少

分析哲学的论著 ,发表了上百篇关于分析哲学的

论文。 (江怡 2000: 56 ) 作为佐证 , 我们搜索

1979 - 1986年 8个年头的《读书 》杂志 (它不是哲

学专门杂志 ,但它综合反映了知识精英的声音 )

上与分析哲学有关联的文章、消息、书评 ,共有

16条。

90年代起 ,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进

入繁荣的阶段 ,这是本文作者的判断。如果我们

从 80年后半段开始对《读书 》进行追踪 ,该杂志

上与分析哲学有关的文章的数量与质量从 90年

代开始有了明显的双提高 ①。江怡指出 ,“进入 90

年代以后 ,我国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取得了

更为重要的成果 ,对分析哲学的介绍更为全面 ,除

了我们所熟知的罗素哲学和维也纳学派之外 ,还

有早期的弗雷格哲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涌现

的英美分析哲学家 ,如斯特劳森、达米特、蒯因、普

特南、戴维森等 ,并注意跟踪研究分析哲学的最新

发展 ,翻译出版了分析哲学家的一些重要著作 ”

(江怡 2000: 56)。这个判断与我们在读书市场上

见到的景象完全一致。于是 ,我们有了涂纪亮 ( 4

部 )、徐友渔 (2部 ) ,牟博、杨音莱、韩林合译著 ( 1

部 ) ;杜任之 (1部 )、江怡 (2部 )、王路 (1部 )。这

些人的著作或编著 (详见附录 :西方语言哲学三

级书目 )对在中国传播与普及西方语言哲学起了

很大作用 (钱冠连 2007: 1 - 10)。

进入 21世纪的第一个 10年 ,中国哲学界取

得的成就比上一个世纪 90年代更为醒目。于是 ,

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介绍与传播西语哲以及研究的

成果 ,例如 ,张志林、陈嘉映等值得注意的成就、出

色的工作 (钱冠连 2007: 1 - 10) ,以至本文的附录

“西方语言哲学三级书目 ”中无法一一录入 (我

想 ,这个书目今后会在一个出色的学者的手中变

成一个“西方语言哲学英汉总书目 ”的 )。

关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的总结 ,江怡概

括为 4条 :打开了对外交流的主渠道 ;直接与西方

哲学家展开对话与交流 ;开始在国内举办国际性

的学术研讨会 ;通过国际互联网了解西方哲学最

新动态。总的情况是 ,我们不仅作了大量介绍 ,而

且也有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观点 ,形

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些理论观点主要有 :强

调和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 ;对维也纳学派作出了

重新评价 ;科学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

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果 ”。 (楷体为

引者所加 ,江怡 2000: 58 - 59)

我们以为 , 21世纪第一个 10年 ,西语哲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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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传播与研究的重大进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是 :

外语界学者异军突起。

1. 2西语哲在中国外语界

“外语界学者异军突起 ”是一个令人尴尬的

说法。难道外语界的学者作为一个方面军 ,能说

成是“异军 ”吗 ? 为什么就不是“嫡系部队 ”呢 ?

应该说 ,作为一个方面军 ,他们确实在 20世纪 90

年代之前没有出现过。

下面 ,在回顾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

概况之前 ,让我们首先界定 ,哪些研究算做西语哲

的 ,哪些研究虽然引用 (甚至大量引用 ,如在语用

学、语义学、句法学等中引用 )语言哲学家本人的

言论 ,却仍然算做语言学的。从研究的课题、立

意 ,尤其是最终结论上看 ,获取的结论是关于世界

一束的道理的 ,算做西语哲 ,获取的结论是关于语

言学的道理的 ,即词语的音、形、意和它们的运用

的 ,就算做语言学。这个界线是清楚的。这个界

线是由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自己历史演变的

一条清晰脉络而确定的 (详见导言“几个关键概

念的说明 ”以及 3. 1节“西语哲的价值 ”与 3. 3节

“从语言涉入哲学 :语言哲学之路有多少 ”)。关

于西语哲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的区分 ,只是学科的

区分 ,完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在哲学、语言

学或者昆虫学、爱滋病理学之间划出高贵与低贱 ,

不仅是荒谬可笑的 ,而且是对科学的践踏。 (顺

带说一句 :区分这两种研究的分析 ,为 3. 3节“语

言哲学之路有多少 ”作了铺垫。)

作为传播与研究分析哲学的单个学者 ,许国

璋的贡献至少有二 : (1)他是有意地迎着哲学走

上前去的外语学者 ,他有首先引进与研究之功 ,对

今天在外语界形成西语哲大气候 ,有奠基之功。

(2)他以对西方哲学的谙熟提醒我们 ,在语言研

究中如果有了哲学的高度 ,会给语言研究带来意

想不到的深刻的改造。在 1991年出版的《许国璋

论语言 》中 ,收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 ———语

言哲学的探索 ”( 1988) ,“从《说文解字 》的前序

看许慎的语言哲学 ”( 1985) ,“《马氏文通 》及其

语言哲学 ”(1990) ,“从两本书看索绪尔的语言哲

学 ”(1983) ,《论言有所为》(摘译 ) (1979) ,“金岳

霖论语言 ”(1986)。这 6篇文章说明 ,许国璋的

语言哲学传播与研究已有相当的深度。可以支持

这个判断的是对“《马氏文通 》及其语言哲学 ”的

题目注解。他在题注中说 ,“我这里所说的‘语言

哲学 ’,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

哲学 ,这一语言哲学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

学。本文所说的‘语言哲学 ’出于文化语言学 ”。

从这一题注中 ,我们可以分辨出 : ( 1)他对西语哲

已有充分的了解与研究 ,那个时候他说“西方流

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 ”,正是现代说的“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哲学 ”; (2)他明确地将分析哲

学与别的哲学分开。又如 ,从题目上看 ,“金岳霖

论语言 ”,好像不是论哲学而是论语言 ,细读论

文 ,却是为了阐明金岳霖的《知识论 》,而 ep iste2
mology是典型的西方哲学第二阶段的领头的标志

性问题。也就是说 ,金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获取的

结论是哲学的。金认为“认知需要语言 ,作出反

应也需要语言 ”。许国璋选取这个题目 ,表明了

他对西方哲学的谙熟。请大家注意 ,这 6篇当中

的《论言有所为 》(摘译 )是正宗的分析哲学 ,其作

者 Austin与另一位分析哲学家 Gilbert Ryle一道 ,

是公认的“当时所谓‘语言学哲学 ’与‘日常语言

哲学 ’的主要支持者 ”(Baghram ian 1999: 107)。

从 1979许国璋《论言有所为 》(摘译 )到 1999

年钱冠连西语哲 13 篇系列研究的第一文

(1999) ②之间的 20年光景 ,外语界的西语哲研究

是个什么样子 ?

我们把国内主要外语刊物 1979年至 1999年

期间发表的有关语言哲学的文章彻底地搜索了一

遍 ,发现除了许国璋的几篇文章之外 ,还有 17篇

涉及语言哲学。这里有一点说明 :分析传统的语

言哲学不包括 Saussure, Humboldt和 Bakhtin的

语言哲学思想。我们之所以认定以下 17 篇是

(分析性 )语言哲学方面的文章 ,也是看题目、立

意 ,尤其最后所解决的问题都在世界一束的道理

上。这个搜集可能会有所疏漏 ,但大致应该就是

这些了 ③。这 17人中 ,大多数作者一人一篇 ,虽

然是挖了一锄就走 ,但众人却挖出一个大洞。只

要有所开发与发掘 ,是很珍贵的 ;徐海铭与郭聿楷

各有两篇 ,更应珍视。虽然不是大面积的人参与

研究 ,虽然研究的人也只是评述与介绍 ,虽然不是

以自己的独立创见为主 ,但是这 17篇直指分析哲

学主题 ,表现出可贵的哲学远见 ,至少不使这一段

历史成为外语界西语哲研究的空白。

王寅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并非以研

究西语哲为主线条 ,他的主线条是体验哲学 ,兼西

语哲。但是 ,可以发现他对外语界最可贵的贡献

在于 ,他很早 (从 80年代起 )就有了哲学指导意

识并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充分地展示了哲学意

识 ,有的甚至直接研究语言哲学。由于他在语言

研究中引入了哲学研究 ,真的就使他的语言学研

究显示出深刻性与穿透性。钱冠连曾在同事面前

评论他的研究几乎是一年一大步。个中原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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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很清楚了 ,这便是他自觉地注入了哲学研

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他从中青年语言学者中

脱颖而出 ,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语言学家 ,给外语界

树立了向语言哲学索取营养的榜样。例如 ,专著

《论语言符号象似性 》( 1999)讨论了语言哲学中

关于意义的根本分歧之一 :任意性与象似性。专

著《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 2001)涉及哲学语义

学、西方语言哲学家对意义定义的较为系统的梳

理 ,成果可以落实到形式语义学、模糊语义学、认

知语义学。专著《认知语言学 》( 2007)对西方语

言哲学中基本内容作简要梳理 ,并且具体论述了

体验哲学的发展基础。又如 ,他在 80年代所发表

的文章“语义的逻辑表达式 ”应用了逻辑 , 90年代

论文“试论英语中的点性意义与线性意义 ”运用

了真值条件的分析 ,“语言学中‘意义 ’的定义综

述 ”中综述了许多语言哲学家的观点 ,“现实 ———

认知 ———语言 ”讨论了三因素间的反映与对应滤

减现象。又如 , 2000年后 ,他又 8论语言的体验

性 ,深入、连续地探讨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

体验哲学 ,又有“语言世界观多元论 ”等作品或直

接或间接 ,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了语言哲学 ,并且

他溯源体验哲学 ,理清与西语哲的关系。

从 1999年至 2008,又是一个 10年。我们以

为 ,外语界西语哲研究终于正式起步。正式起步

的标志如下。

(1)作为一个方面军的力量出现 ,追赶着中

国哲学界。

钱冠连从 20世纪 80年代末尤其是从 90年

代初起始 ,被语用学的大家都是著名哲学家这一

现象深深吸引 ,试探着走向语用学的纵深处 ,幸运

地发现了其源头原来是西方分析哲学。从此 ,他

从这个源头处发现了分析哲学 (后来称谓的语言

哲学 )相继为句法学、语义学、母语习得、原初翻

译等等奠定了直接的基础 ,这个对他而言的新发

现 ,使他决心从语用学一个学科的研究转向语言

哲学的攻读与研究。他的成果浮出水面是在

1999年。在 15件作品中 ,属传播与引进的工作

(如“语用学的哲学渊源 ”等 )与独立研究 (如《语

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 》等 )各占一半。他比较注重

创造 ,即他所说的“节外生新枝 ”,如专著《语言全

息论 》与《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 ———人类基本行

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 》④可能为汉语语境中的

后语言哲学走出一条新路子。他利用一切可能的

讲台 ,将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加以彰显 ,建议他的

同行注意西语哲对语言研究提供的营养是全面

的 ,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在他的推动与策划下外 ,

外语界举办了两次西语哲 (暑期 )讲习班 (四川大

学与首都师大 )和两次研讨会 (首都师大与广外

大 )。他所培养的西语哲方向的博士现在已经并

且今后可以在深化语言哲学研究方面做一些事

情 ;另外 ,努力推动了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对

话。以上几个方面所留下的潜势与后效 ,日后也

许有可察可鉴之处。

李洪儒对西语哲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 ,

他自身的成果引人注目。论文 10余篇 ,以语言哲

学系列探索 6篇 (如“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 ”)

为中心 ,方向明确而集中 (如“认知链条上词的意

义与指称对象 ”)。还有专著三部 ,其中《语言哲

学 : 历时与共时交叉点上的节点凸现 》(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 2006) ,颇有份量。除了分析哲学之

外 ,他还研究欧陆哲学 ,如“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脉

络梳理 ”。第二 ,他以《外语学刊 》副主编和“语言

哲学 ”栏目策划者的身份 ,对西语哲在中国外语

界传播与研究 ,有着卓有成效的推动 ,这是他的特

殊贡献。在外语界尚无专门哲学刊物的情况下 ,

这个外语刊物充当了分析哲学与欧陆语言哲学传

播的重要基地。《外语学刊 》“语言哲学 ”专栏始

于 2004年第 4期 ,经过两年的准备 , 2006年开始

常设“语言哲学 ”专栏 (主持人钱冠连 ) ,至今已经

开设 2期 ,无主持人的语言哲学栏目出版 13期。

最可贵的是 ,他的指导思想正确 :系统引进外国语

言哲学方法、思想 ,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服务 ;

突破狭义理解语言哲学所造成的局限 ,对不同思

潮兼收并蓄 ;以外语界该领域有影响的知名学者

为领军人物 ,以一些有成就、有潜力的学者为中坚

力量 ,建立中国既懂语言学又懂哲学的语言哲学

研究队伍 ;虚心向哲学界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前

辈、权威学习 ,并且尽量将他们联合起来 ,一道建

设语言哲学 (江怡、陈嘉映、涂纪亮、朱志方等著

名哲学家的成果已经在《外语学刊 》发表 ) ;中国

语言哲学的建设应该纳入当今世界语言哲学研究

的宏大视域 ;利用语言哲学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

展。令人欣慰的是 ,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都渐渐

收到了效果 ,外国学者 (如旅德、旅澳学者以及澳

大利亚学者迈克尔 ·辛和韩京和 )开始关注这个

栏目 ,并向《外语学刊 》投稿。

隋然的研究展示了另一种特色。他为外语界

的如下现状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 :那么多

的非英语语种的教师与学者怎样进入西方语言哲

学的研究 ? 他的办法是利用他自己的语种 ,从俄

罗斯语言哲学史切入语言哲学。他在“俄罗斯早

期语言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俄语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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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 1期 )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

息 :俄罗斯语言形式主义是斯拉夫主义思想继续

发展的结果 ,它将语言视为文化现象 ,并使语言学

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 ,也证明哲学与语言学结合

的成效。语言哲学形式主义流派是俄罗斯语言哲

学史上重要和必然的阶段 ,同时表明语言的哲学

阐释在向科学的语言哲学转化。隋然的另一贡献

是 ,他主持与操办了中国第一届西语哲的研讨会

(2006年 )。

刘利民博士从心理语言学进入语言哲学领

域。他在攻博期间及后来发表的 5篇论文 ,开始

引人注目。其中 ,四川大学学报 2007年第 2期发

表的“惠施‘历物十事 ’语言哲学新探 ”的文章标

题已在《新华文摘 》列出 ( 2007年第 12期 )。这

标志着中国哲学界对外语界语言哲学研究的某种

程度的注意。《在语言中盘旋 》一书是他的博士

论文 ,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审稿人之

一张志林教授系中国哲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语言

哲学家 ,预言《在语言中盘旋 》会引起中国哲学界

的注目。果然 , 此书已列入《中国哲学年鉴

2007》。他的另一方面的贡献是他协助主持与具

体操办了中国首届西语哲暑期讲习班 (2005年 )。

成晓光老师是我国外语界第一本针对外国语

言学研究生的《西方语言哲学教程 》(辽宁师范大

学出版社 , 2006)的编辑者。

(2)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正式起步的第

二个标志是 ,外语学刊的支持对培养人才与形成

队伍具有重要作用。

《外语教学与研究 》、《现代外语 》、《外国

语 》、《外语学刊 》与《中国外语 》等外语刊物多年

来陆续少量地发表过一些西语哲研究成果 ,使外

语学人心中的哲学之光终未泯灭。北京外国语大

学《外语教学与研究 》(主编许国璋 )从 20世纪 70

年代末期起发表了许国璋 6篇西语哲论文 ,开启

西语哲智慧之光 ,功不可没。近年来 ,黑龙江大学

学报《外语学刊 》办起了西语哲专栏 ,不仅如此 ,

该刊近年来加大了发表西语哲论文的力度 ,这一

显著的努力使这个外语刊物充当了分析哲学与欧

陆语言哲学传播的重要基地 ,在外语界尚无专门

哲学刊物的情况下 ,《外语学刊 》这一努力尤其难

能可贵。《中国外语 》的主编张后尘以敏锐的眼

光、前瞻意识与少有的创新精神使这个刊物在创

刊之后不久就立即抓住了传播西语哲这个亮点。

外语刊物虽然没有亮出培养西语哲专家的旗帜 ,

却大大地提升了外语研究的水平 ,多方面地灌注

了语言研究的智慧。

(3)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正式起步的第

三个标志是 ,举办过西语哲讲习班三次 ,研讨会

两次。

首届西语哲暑期讲习班由四川大学主办 ,主

持人 :石坚 ,执行者刘利民 ,主要授课人为钱冠连

(师生 4位 )、江怡 , Maria Baghram ian,张志林、徐

开来 ,参加的重要学者有隋然、李洪儒等。首都师

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西语哲暑期讲习班暨首届西

语哲研讨会 ,主持人 :隋然 ,执行者隋然 ,主题发言

人及讲授者钱冠连、王寅、刘利民、李洪儒 ,参加讲

授的重要学者还有 Demont, Maria Baghram ian,

Pearson. 北京师范大学 2007年国际语言学及语

言哲学暑期讲习班 ,主持人 :林允清 ,操办人 :林允

清 , 主讲人 : Ernest Lepore, Herman Cappelen,

James H igginbothan, Peter Ludlow, 钱冠连以及林

允清等。现在 ,我们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第

二次 (国际 )西语哲研讨会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

会的成立大会。

(4)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正式起步的第

四个标志是 ,开设西方语言哲学课程的学校越来

越多。

除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多年来 ( 20世纪 80

年代之初 )开设之外 ,还有辽宁师范大学 (1999年

开始 ) ,四川大学 ( 2006年开始 )、云南师范大学

(2005年一年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07年开

始 )、黑龙江大学 ( 2005年开始 )等高校也开设了

这门课。此外 ,外语界招收西方语言哲学方向博

士生 ,除广外大 (指导教师 :钱冠连 )外 ,还有上海

外国语大学 (指导教师 :梅德明 )。

(5)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在 2008年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研讨会上宣告成立。

这标志着外语界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西语哲

研究阵营。可以预料 ,这对于形成研究队伍的凝

聚力 ,保持有效的发展方向 ,打开与国外交流的主

渠道 ,利于筹备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尤其是有

利于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 ,是有积极意义的。

小结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 ,由单个

学者发展为方面军 ,由单纯的传播到研究 ,由小规

模研究到众多的系列研究 ,经历了二十多年。我

们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可以直接借鉴中国哲学

界的经验 ,不必一切从头摸起。我们能马上做到

的事情是 :“打开对外交流的主渠道 ;直接与西方

哲学家展开对话与交流 ;开始在国内举办国际性

的学术研讨会 ;通过国际互联网了解西方哲学最

新动态 ”(江怡 2000: 58 - 59)。这 4条经验 ,我们

几乎可以照单全收 ,因为我们可以发挥外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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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处 ,即面对面交流的优势。

中国外语界对西方语言哲学的传播与研究还

只是处在起步阶段。下面的任务是 ,我们要创造

条件 ,争取繁荣阶段的到来。

2　下篇 :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我们认为 ,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的繁荣

阶段能否如期而至 ,取决于下面三个因素 : ( 1)在

质量上选择高水平成果引进 ,在时间上保证同步

引进 ; (2)走出我们自己的语言哲学之路来 (避免

炒作与纠缠西语哲老问题 ,须要节外生新枝 ) ,最

好有流派与学派出现 ; (3)以西语哲为营养培育

出重大的语言学成果。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外语

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的繁荣阶段的三个标志 ⑤ ,

可供参考。

如果同意 ,这三个标准就会事实上成为我们

发展的指南。为此 ,我们建议 ,我们要务的第一个

“虚 ”,要明确语言哲学的哲学价值 ;第二个“虚 ”,

要明确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 ,即从哲学中提取

(析出 )语言学新学科和新课题 ;第三个“虚 ”,从

语言涉入哲学 ,要摸清从语言涉入语言哲学的路

大致上有多少。

2. 1西语哲的哲学价值

陈波提出过“分析哲学的价值 ”。不言而喻 ,

这是在说分析哲学的哲学价值。他认为 ,“对于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来说 ,分析哲学中最有价

值的就是贯穿其全部工作中的理性精神 ,具体表

现为 :注重经验和实证 ,这表现为尊重科学和常

识 ,拒斥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的和绝对的真理 ,让所

有学说和理论始终接受经验证据与反例的证实与

证伪 ⑥ ;关注语言和运用现代逻辑 ,表现为注重对

关键性概念的澄清和梳理 ,注重对思想的分析和

论证 ,并认为论证的过程比论证的结论更重

要 ⋯⋯哲学理论的惟一判定标准就是逻辑标准 ,

就是看它的论证是否具有较强的逻辑力量 ,是否

对人的心灵或思想有某种震撼和启迪作用 ”(楷

体为引者所加 ,陈波 1997)。理解这段话 ,不仅对

认识分析哲学的价值有裨益 ,而且对回答世人常

常诘问的“哲学有什么用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为补充 ,我们作如下的陈述。在西语哲的

研究过程中 ,出现了许多谜团 (puzzles)、困惑 ( di2
lemmas)、问题 ( questions or p roblem s) ,这既大大

增加了哲学的难度 ,同时大大增加了哲学的兴趣

与乐趣。在解决与克服这些困难的摩擦过程中 ,

产生出许多智慧的火花。这些智慧反过来推动哲

学的前进 ,同时也向其他领域里的学者 (如语言

学家 )提供了直接的营养 ,滋生出其他领域里的

新成果 (如解决语言学新问题 )。这种“一种营养

养百家 ”的效果 ,正是哲学不应忽视的幅射价值

或者价值增生 ,它正是分析哲学的理性精神与逻

辑判定标准的渗透力、浸润力的显现。我们以为 ,

这就是第一个“虚 ”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

2. 2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 :向语言学提供新

学科与新课题

我们要务的第二个“虚 ”是 ,明确怎样从哲学

中析出语言学。

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 ,主要有两条。 ( 1 )作

为方法论 ,分析哲学的理性精神与逻辑判定标准 ,

其渗透力与浸润力也必然会在语言学中显现。

(2)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相继成为或者必将成

为语言研究的源头 ,这是语言学的幸运。对第一

条的解释是 ,所有的语言研究都需要理性精神的

指导 ,也需要逻辑判定标准。对第二条的解释是 ,

西方语言科学的很多领域或课题就起源于哲学的

探索之中 ,而且此后的西方语言科学思想及流派

大都具有其哲学思想的根基。因此 ,第二条语言

学价值已经不是猜想 ,已经或者将会继续得到证

明。无奈的只是 ,单个的、分门别类的语言学家绝

对没有精力去独自论证与梳理一个百科全书式

的 ,包括所有哲学问题都已变成语言学或者语言

研究的源头的学科。这个论证只能由单个的专门

家一个一个地作出来 ,最后看综合的成果。现在

我们愿意为这一声称提供一两个例证 ,对下面将

要提出的 7个命题中的头两个作一观察 ,以便找

到从哲学中析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新课题的基

本路径。

首先 ,必要的提醒是 ,哲学家研究语言的哲学

宗旨是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 ”(Bagh2
ram ian 1999: xxxviii)。至于怎样从西语哲中析出

什么样的语言学 ,是语言学家在后一阶段的事。

下面 ,举例说明。

第一 ,分析哲学在二值原则之内 (分析见后 )

奠定了语义学的基础。路径之一 :从哲学宗旨到

指称理论再到语义学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

世的 →词语如何与世界相关 + 一个词、名称、术

语、命题指称什么 →一种指称理论 →语义学的基

础 (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 ) ( Frege 1952, Russell

1956, Donnellan 1966, Kripke 1980, Putnam

1975b, Marcus 1993, Evans 1982)路径之二 :从哲

学宗旨到意义理论再到语义学 :世上的事物是如

何存在于世的 →词语如何既与其他词语相关又与

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图相关 →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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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照下 ) →语义学 (作

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 ) ( Frege 1952; Carnap 1956;

Quine 1953; Chom sky 1972; Tarski 1944; David2
son 1984; Heal 1997: 180, 179; Dummett 1993)。

请注意“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照下 ”, 稍后

解释。

第二 ,分析哲学在二值原则之外 (分析见后 )

直接化为语用学。只有一个路径 :世上的事物是

如何存在于世的 →词语如何既与其他词语相关又

与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图相关 →一种意

义理论 (仅在意义的使用论 +超二值原则 +意义

是交际的产物的观照之下 ) →语用学 (作为哲学

的一个副产品 )。 (W ittgenstein 1964, Austin

1979: 233 - 252, Austin 1962, Grice 1957)请注意

“超二值原则 ”,稍后解释。

请看第一个命题之内 ,路径之二产生了“一

种意义理论 ”之后 ,发展到语义学。而第二个命

题之内 ,同样产生了“一种意义理论 ”之后 ,却导

致了语用学的产生。这是为什么 ? 须知 ,在产生

一种意义理论之前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 →词语如何既与

其他词语相关又与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

图相关 →”。从两个不同的路径中很容易观察

到 ,导致语义学的意义理论是“仅在意义的真值

条件观照下 ”,而导致语用学的意义理论却是“仅

在意义的使用论 +哲学多元论 +意义是交际的产

物观照之下 ”。为什么“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

照下 ”会产生语义学 ? 所谓意义的真值观照 ,就

是西方哲学中统治相当长时期的二值原则 ( the

p rincip le of bivalence)。这种哲学立场主张 ,任何

一个给定的命题非真即假 ,只有具有真值的命题

才有意义的基础 ,而真值为假的命题便没有意义

的基础。可是 ,具有慧眼的 Austin (1962)和他的

学生 Searle认为 ,事实上存在着以言行事的话语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这种话语既不真也不

假。例如 ,我们对 Iwill be shown here这样的话语

(对将来的许诺 )的真值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

是难以断定的。那么 ,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吗 ?

他们认为 ,事实上这句话是有语义值或者意义的 ,

即以言辞做了一件事 :许诺。这样看来 ,许多话语

在意义二值原则的框架内没有意义 ,而摆脱这个

框架便有了意义 ! 这便是上面第二个命题路径中

的所说的“超二值原则 ”。此言一出 ,就开辟了认

识意义的另外一些天地 ,形成了意义多元论 :使用

即意义 ,意义即交际 ,等等。语用学家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语用学 ,那是后来的事 ,分析哲学家 W it2

tgenstein, Austin 的初衷只是为了探讨话语的意

义来认识“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 ”(这是

分析哲学 ,可不是语用学 ! )。以上两个命题的演

变 ,只是“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已经相继成为

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的源头 ”的两个例子。

以下的几个命题的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 ,由

于篇幅限制 ,不可能在此展开 :第三 ,分析哲学为

母语习得的规律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 ;第四 ,分析

哲学为外语教学的规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五 ,

分析哲学直接为句法学奠定了基础 ;第六 ,分析哲

学为翻译与解释提出了基本原理 ;第七 ,分析哲学

为修辞观 (与中国式的修辞手段不同 )提供了基

本理论。

最重要的是 ,语言学要从哲学中提取新课题 ,

因为新学科毕竟是少数。下面是一个重要的猜

想 :西语哲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都极有可能或者极

有潜力成为语言学与语言研究新课题的源头。这

些经典问题是 ⑦ : ( 1 ) 同一陈述 ( ldentity state2
ments) ; ( 2 ) 空名问题 ( emp ty names) ( Frege

1952) ; (3)存在论承诺或本体论承诺 (ontological

comm itment) ; (4)隐晦性或隐晦句 (opacity) ; ( 5)

摹状词理论 ( theory of descrip tions ) ( Russell

1956) ; ( 6 ) 语义悖论 ( the semantic paradoxes

( such as the paradox of the liar) ( Tarski 1944 ) ;

(7)逻辑实证论 (者 )与证实原则 ( logical positivist

and p rincip le of verification) ; ( 8 )抽象体的存在

[ the existence of abstract entities ( such as p roposi2
tion, p roperties, concep t, relation, numbers ) ]

(Carnap 1950 ) ; ( 9 ) 语言游戏理论 [ language

games ( p layed or enacted within a form of life ) ]

(W ittgenstein 1953) ; ( 10)哲学的“假问题 ”与真

问题之分 ( demarcating philosophical“p seudo2p rob2
lem s”from genuine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 ( 11)

言语行为理论 (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Austin

1962) ; (12)奠基在意义理论之上的意图 ( Grice’s

intention based on theory of meaning ) ( Grice

1957) ; (13)意义的自然理论 (物理主义 )与规范

性 [ naturalism ( physicalism ) vs. normativity in

meaning ]; (14)信念网络 [ the web of belief (which

has a center and a periphery) ] (Quine 1953 ) ;

(15)翻译的不确定性 [ the doctrine of indeterm ina2
cy of translation ( the linguistic behaviourism ) ]

(Quine) ; ( 16 )意义的整体论 (meaning holism )

(Quine 1953, Davidson ) ; ( 17)原初翻译或解释

[ radical interp retation ( a modification of Quine’s

method of ’radical translation’) ]; ( 18)宽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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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 rincip le of charity ( sharing a world2view) ]

(Davidson and Quine, followingW ilson) (Davidson

1984: 200) ; ( 19)限定摹状词的指称用法与归属

性用法 [ the referential and attributive uses of ( defi2
nite) descrip tion ]; ( 20 )模态逻辑 (modal logic )

( Saul Kripke 1959: 1 - 14) ; (21)可能世界 [ possi2
ble worlds (which are just the ways the world m ight

have been) ]; (22)指称的因果关系论 ( causal the2
ories of reference) ; ( 23)蒯因对分析 - 综合之区

分 (之否认 ) ( the analytic2synthetic distinction )

(Quine ) ; ( 24 ) 严格指示词 [ rigid designators

( Kripke) ]; (25)哲学的功能主义 ( functionism in

philosophy) ( Putnam 1975a) ; (26)意义与真值理

论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 realism vs. anti2realism

in theories of meaning and truth. ) ; ( 27)语义的外

在主义 (外在主义的意义理论 ) [ semantic external2
ism / externalist theory of meaning ( hence Putman’

s famous Twin Earth experiment) ]; ( 28)内在主义

的意义理论 [ interna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 Searle

on cluster theory) ]; (29)语言分工论 ( the division

of linguistic labor) ( Putnam 1975b) ; ( 30 )名字的

因果理论 [ the causal theory of names ( Evans

1985) ]; ( 31 )名字使用的实践 ( the name2using

p ractice) ( Evans 1982 ) ; ( 32 ) 量化模态逻辑

[ quantified modal logic (possibly and necessarily as

well as some and all) ] (Marcus 1946, 1947; 1993:

7) ; (33)以语言为中心的信念理论 ( language2cen2
tered theories of belief) (Marcus 1993) ; (34)语言

习得问题 (语言与生俱来理论 ) [ issues relating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Chom sky) , UG as a‘theory

of our biological endowment’/ some genetic compo2
nent]; ( 35 )思维语言 (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 Fodor ) ; (36)内容的外在主义与反个人论 ( con2
tent externalism and anti2individualism ) ( Burge

1989) ; ( 37 )彻底自然主义的意义理论 ( a com2
p lete naturalistic theory of meaning/an evolutionary

biological perspective to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human m ind and language) (M illikan 1984 ) ;

(38 ) 私人语言论证 ( the p rivate language argu2
ment) (W ittgenstein) ; ( 39 )话语的语境敏感性

( the context sensitivity of utterances) ; (40)以语言

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语义学家与兴趣集中在语言使

用人的语用学家之间的争论 ( debate between se2
manticists, those who consider language itself as the

object of their study and p ragmatists, those who fo2
cus their interest on the users of language) ; (41)隐

喻及其意义 (metaphors and their meanings) ( e. g.

Davidson) ]。

我们以为 ,上面西语哲中的至少 41个“问

题 ”的价值有二。 ( 1)可以从中提取出语言学的

新课题 ,如果情况更好的话 ,还可以析出语言学的

新学科来。我们将会在 3. 3节看到 ,这些经典

“问题 ”可以直接用做“节外生新枝 ”的母枝 ,帮助

我们从语言研究涉入语言哲学 ,走上语言哲学之

路。 (2)这些“问题 ”形成西语哲中的核心行话或

术语。进入这个行话圈 ,大致上说就进入了西语

哲领域。

小结 (1)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之所以相继

成为或者有潜力成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的源

头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契机 ,即发生了西方哲学的

“语言性转向 ”这一关键的变革。这一变革向哲

学注入了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这一手段 ,于是 ,哲

学与语言形式之间便有了天然的联系。天然联系

中隐藏着语言学的萌芽。 (2)语言学家能否从哲

学问题的讨论、争论、批评中观察并找到变为语言

研究的新路径 ,需要三个东西 :智慧、方法与专门

家的知识。首先说智慧与勇气 ,像上面 Austin那

样 ,向已成定规的真理 (如哲学中的二值原则 )发

出疑问并超越它。其次是方法 ,强调和运用逻辑

分析的方法 (这刚好是分析哲学家所用的方法 ) ,

这便是“我按着你走进迷宫的路径走出迷宫 ”。

这不是蹊跷 ,而是规律。所谓专门家的知识 ,就是

只有专门家才知道各人须要析出什么和怎样

析出。

2. 3从语言涉入哲学 :语言哲学之路有多少

我们要务的第三个“虚 ”是 ,明确怎样从语言

涉入哲学 ,摸清从语言涉入哲学的路大致上有

多少。

如何从语言涉入哲学 ,首先就要问一问 ,哲学

研究的基本对象与基本方法是什么。哲学研究的

基本对象大致上是 (1)世界一束 , (2)人的思想 ⑧。

这两条大致上概括了中、西哲学的研究对象 (phi2
losophy固然西方始 ,中国还是有哲学的 )。因为

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等

等 ,“天 ”与“自然 ”可以相当于西方哲学里的“世

界一束 ”,而“人 ”大致上可以相当于西方哲学里

的“人的思想 ”。而且 ,中西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大致上是思考、思辨、玄想或者形而上地玄想 ,但

分析哲学独特地利用了逻辑分析与逻辑判断。于

是 ,哲学的基本任务是 (1)对世界一束进行思考 ,

(2)对思想进行思考 [试比较冯友兰 (1996: 2)提

出的“思想我们的思想 ”]。如果我们立意要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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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研究涉入哲学那里去 ,就应该将语言研究达至

(1)世界一束 , (2)对思想进行思考。否则 ,我们

的研究就只能算是语言性的。

从语言涉入哲学 ,总的原则只有一条 :从语言

下手 ,达至世界一束 (而不是达至语言形式与运

用 )或者对思想进行思考。这样 ,我们就在研究

语言哲学。这既是从语言涉入哲学的路 ,也是语

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分水岭。

定下这样的原则 ,其根据和基础在哪里 ? 我

们的根据如下。第一 ,西语哲在谈到指称理论与

意义理论时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我们经常使

用语言来描述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或者表达与世

界相涉的人的信念、愿望与希望 ”(楷体为引者所

加 ) ⑨。更简单的说法是“指称理论告诉我们词语

如何与世界相涉 ,但意义的问题却超出了指称的

范围 ”(楷体为引者所加 ) ⑩。这两处引语里都反

复将词语与世界直接挂钩。 (但事实上做不到词

语与世界一一对应 ,这是世界与语言不对称的

情况。)

这个原则所依据的第二点 ,也是更重要的一

点 ,是西语哲的关键词“世界一束 ”本身可以启发

我们 ,语言分析就是为了要获得世界一束 (世界、

实在、对象、实体或虚体、事物、是、存在 )的道理。

所以 ,我们把从语言涉入哲学的总的原则那

样定 ,也把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分水岭那样定。

有“世界一束 ”在胸 ,一旦外语学者自己也要踏上

语言哲学之路的时候 ,就不会跑题与偏离哲学轨

道 ,就会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调整到对准世界一

束的方向或者对思想进行思考的方向。这就走上

了哲学之路。

可是 ,事实上有不同的语言哲学。不同的语

言哲学都出于“从语言下手 ”的种种不同。这种

种路径 ,举例如下。 (1)从语言的逻辑分析下手 ,

从一个个句子中找出隐藏着的逻辑结构 ,达至世

界一束或者人的思想 ,就是西方传统的分析哲学

( Frege, Russell, W ittgenstein)。 ( 2 )从追问语言

的性质、人怎样使用语言开始 ,达到世界一束或者

人的思想 ,大致上是欧陆的语言哲学 ,如海德格尔

的语言哲学 ( Heidegger 1982a, 1982b, 1982c,

1975a, 1975b)。钱冠连的《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

园 ———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 》

(2005)大致上也是这个路子。他从海德格尔“语

言是存在之居所 ”那里打通 ,横跨语言、社会与人

文社科 , 解释人的基本行为 (不是为了探讨词语

的形式与用法 ) ,提出了“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居

所 ,还是人的最后家园 ”,海德格尔说“语言使一

物成为一物 ”,钱提出“人以语言使自己出场 (不

仅仅是存在 )。人的出场比物的出场更有意义 ”,

这是进了一步。Lepore, E. 与 Pelletier, F. J (2007

年 4月 27日手稿 )所指出的“语言涉入哲学的三

层次 ”(同样也是从语言着手 ,达至世界 )中的第

一种 :“非正式地观察‘我们说些什么 ’或者‘如

果 ⋯⋯我们会说些什么 ’,然后从这些观察里得

出存在论或认识论的结论 ”(楷体为引者所加 )。

这个层次可以合并到欧陆式的如海德格尔的语言

哲学中。 (3)“研究从系统观察中得来的现象 ,诸

如回指、无变化的结构 ( infinitival constructions)、

省略、介词短语、限制语 ⋯⋯然后使用这些研究结

果来解释或论证哲学结论。”(楷体为引者所加 ,

Lepore & Pelletier 2007)他们自己的论文 M eaning

and O tology就是这种成果。从此文中 ,我们见识

到 ,为了得到一个哲学结论 ,用了 55个带有介词

短语限制语的句子 ! 我个人认为 ,这一种语言哲

学的模式适合中国外语学者“拿例子说事 ”的习

惯 ,因而是一种可以在中国推广的方法 ,可是请注

意 ,它同样需要对西方哲学透彻地了解 (如 ontolo2
gy, ep istemology, the linguistic turn这三个阶段的

来龙去脉 ) ,否则得到的结论将不是达至世界或

者对思想的思考 ,仍然算做语言学的研究。 ( 4)

“使用从实证语言学理论取来的理论术语 ,诸如

PRO或者 LF或者准省略 (p ro2drop )或者 ECP,然

后利用这类概念来得到哲学结论。”(楷体为引者

所加 , Lepore & Pelletier 2007) (5)从语言结构与

宇宙结构如何同构与如何全息下手 ,达到世界一

束 ———从语言里看世界 ,语言结构里压缩了世界

结构 ,和语言与世界的不对称同时存在 ,这是钱冠

连在 ( 2002 )《语言全息论 》中所采取的路径。

(6)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

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 ,从这儿着手 ,达

至世界。这就是所谓“节外生新枝 ”的方法。它

的思路是 :“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

中的营养与智慧 ,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 ,

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 ,而是去

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

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样的

研究如果做得好 ,坚持得久 ,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

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或可叫做‘后分析语言

哲学 ’,简称‘后语言哲学 ’”(钱冠连 2007: 1 )。

这可算是对西语哲的一种中国式的回声。沿着这

个路径的代表作之一是“惠施‘历物十事 ’语言哲

学新探 ”(刘利民 2007)。钱冠连其他学生的博士

论文大致上都采取这了“节外生新枝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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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学者适合这一模式 ,是因为我们梳

理出来的 (至少 41个 )经典“问题 ”可以直接用作

“新枝 ”的母枝。即使这 41个“母枝 ”用完了 ,还

可以寻此相同的路径与方法捕捉到西语哲的其他

问题作为母枝。这样一来 ,既可以使自己扎扎实

实地读原著 ,又能将原著直接作为“母枝 ”,开辟

出自己研究的“新枝 ”。这是一举两得之事。

我们必须重视以汉语为语料得出哲学结论的

研究路径。

现代语言哲学的路子是很宽的。以上 6条进

路绝对不是最后的终结。我们可以从以上 6种路

径中选择一条或者创出一种全新的路径。

小结 ( 1 )从语言下手 ,达至世界 ,谓语言哲

学 ;语言下手不同 ,达至世界不变 ,但得到不同风

格、不同路径的语言哲学。 ( 2 )在种种语言哲学

的进路中 ,一个显眼的特征是 ,分析哲学家反复将

词语与世界直接挂钩 ,这些路径 (如上面 6种 )的

最后结论都是达至世界或者对思想的思考。可是

这样做的同时 ,又会产生词语与世界不直接挂钩、

不一一对应的情况 (在词语的背后找不到世界对

象或实体 ) ,如在分析哲学的形成阶段 (19世纪的

末期到 20世纪的 70年代 ) ,曾经产生过空名、抽

象体、真值为假、本体论承诺、语义悖论等等层出

不穷的词语与世界并不挂钩的谜团、困惑、问题 ;

今后 ,我们同样会遇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谜团、困惑

与问题。可是 ,这些问题不但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

会阻挡住语言哲学的进步 ,反而一个个的疑难会

相继变成开启新智慧的契机。可以预计 ,“一种

营养养百家 ”的效果会反复出现。

3　全文结论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的概况是 ,由

单个学者努力发展为方面军的努力 ,由单纯的传

播到研究 ,由小规模研究到众多的系列研究 ,经历

了二十多年。现在已经正式起步。正式起步的标

志有 5点 :群体努力 ,外语学刊支持 ,研讨会与讲

习班兴起 ,越来越多学校开课 ,成立学会。

对西语哲在外语界的未来发展的建议是 ,应

该努力创造条件 ,走向繁荣。今后是否繁荣起来

的判断标准 ,可以参考 : (1)是否出现了选择高水

平成果的引进 (质量上 )以及大致上是同步的引

进 (时间上 )的局面 ; ( 2)是否走出我们自己的语

言哲学之路来 (最好有流派与学派出现 ,至少避

免炒作与纠缠西语哲老问题 ,节外生出新枝来 ) ;

(3)是否出现以西语哲的营养培育出来的重大的

语言学成果。如果同意 ,这三个标准就会成为我

们行动的指南。外语界在上述工作中可以发挥自

己的优势 ,但是 ,必须克服没有哲学修养的弱势。

关于向语言学提供新学科与新课题 ,历史上

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相继成为语言学或者语言

研究的源头。下面一个重要的猜想可供参考 :西

语哲中的许多经典问题 (本文列举 41个 ) ,都极

有潜力成为语言学与语言研究的新源头。能否找

到变为语言研究的新学科与新课题的萌芽 ,取决

于我们的智慧、方法与专门知识。鉴于语言哲学

能够营养语言学的事实 ,我们须要好生利用哲学

“一种营养养百家 ”的效果 ,这正是哲学不应该忽

视的辐射价值或者价值增生 ,它正是分析哲学的

理性精神与逻辑判定标准的渗透力、浸润力的

显现。

关于如何从语言涉入哲学 (本文列举 6条路

径 ) ,有以下规律 :从语言下手 ,达至世界 ,谓语言

哲学 ;语言下手不同 ,达至世界不变 ,但得到不同

风格、不同路径的语言哲学。在种种语言哲学的

进路中 ,我们同样会遇到新的谜团、困惑与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不会阻挡住语言哲学的进步 ,相反 ,

一个个的疑难会相继变成开启新智慧的契机。

注释

①我本人进入语言哲学 ,得益于一个契机和一个引导。

一个契机是 , 被当着语用学文献的 Austin, Searle, W it2
tgenstein与 Grice的著述使我发现 ,原来他们都是非常

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抓住这一契机不放 ,追踪下去 ,发

现了分析哲学即后来所谓的语言哲学这一块“新 ”地。

一个引导指的是《读书 》上对分析哲学的介绍。

②指钱冠连 ,语用学的哲学渊源 ———西方语言哲学研究

之三 [ J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1999 (6)

③梁家珍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汉特克的《卡斯帕

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 》, 1987 /3;黄晖 ,近时西方语言

哲学述评 (一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1989 /1;陈东东 ,弗

莱格的语言哲学及其对语言学的贡献 ,《现代外语 》,

1990 /1;陈思清 ,语言哲学及其对语言学的贡献 ,《现代

外语 》, 1991 /1;申小龙 ,哲学的语言视界 ,《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1991 /1;郭聿楷 ,词语的指

称关系 ,《中国俄语教学 》, 1995 /4;刘宓庆 ,翻译理论研

究展望 ,《中国翻译 》, 1996 /6;张智学 ,指称论辨析 ———

语言意义理论讨论之一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 1997 /4;陈建中 ,翻译即阐释 ──《名实论 》之名

与实 ,《外语与外语教学 》, 1997 /6;郭聿楷 ,句子与实

在 ,《中国俄语教学 》, 1997 /4;孙淑芳 ,从西方语言哲学

的发展看言语行为理论的起源 ,《外语学刊 》, 1998 /2;

徐海铭 ,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分析 ,《外语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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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徐海铭 ,胡塞尔、格赖斯和塞尔意向意义理论

比较 ,《外国语 》, 1998 /2;杨喜昌 ,论专名的意义和指

称 ,《中国俄语教学 》, 1998 /3;李茂增 ,“言意之辩 ”与

“维特根斯坦难题 ”———兼论“言意之辩 ”的美学意义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 1999 /2;姚红霞 ,维特根斯

坦后期语言哲学与日常语言学派之间的差异 ,《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学报 》, 1999 /S1;李红儒 ,认知链条上词的

意义与指称对象 ,《外语学刊 》, 1999 /1。

④此书于 2007年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

⑤以上三个标准中 ,无一是强调数量。相反 ,“选择高水

平 ”与“重大的 ”两个限定语以及“流派与学派 ”都是强

调出精品。在繁荣阶段 ,数量不可少 ,精品更关键。精

品意味着拥有长时期的、跨代的读者。老子、庄子与

Plato, A ristotle, Descartes, Kant拥有跨代的读者即可

证明。

⑥这句话似应作如下梳理 :“让所有学说和理论始终接受

经验证据的证实与反例的证伪 ”。

⑦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exp ress his gratitude to Maria

Baghram ian, Ph. D of Dep. of Philosophy, Trin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for her corroborating this section of 41

classic philosophical p roblem s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2
guage.

⑧我们现在暂不讨论心智哲学、人生哲学、科学哲学、体

验哲学等等现代哲学的发展情况。

⑨原话是 : W e often use language to describe how things

stand in the world or to exp ress our beliefs, desires and

hopes concerning the world. (Baghram ian 1999: xxxviii)

⑩原话是 : Theories of reference tell us how words relate to

the world, but questions of meaning extend beyond the is2
sue of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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