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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活动实在性的语言符号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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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认识活动实在性论题是关乎认识论基本立场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 ;而承认认知关系的实在性是认识

论的逻辑起点。关于认知关系这一事实 ,显然只能依赖于关于语言 - 符号的解释。语言 - 符号也就权宜之计地成

为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普遍性实证性的研究对象 ;当代认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认识活动之实在性推演为语言 -

符号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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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白尼革命”之后 ,随着近现代科学的成长 ,思想界形

成了一个缄默的直觉 :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退一步讲 ,作为具

体的对象是可以感知、认知的。这一命题是被先天地预设

的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条公理。这一公理蕴含了三个基本命

题 ,一是对象/ 对象世界存在 ,二是人类认知能力存在 ,三是

人类与对象/ 对象世界之认知关系存在。①这三个命题是承认

人类智慧存在和认识人类智慧的本体论前提。前述三个命

题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引出了一系列始

终纠缠不清的关于认识活动实在性的本体论问题。而认识

活动的实在性论题是关乎认识论基本立场得以成立的根本

前提。认识论立场的确立必须首先解决关于认识活动的实

在性问题。

一 　关于认识活动实在性的基本问题

对经验的关切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偏好。尽管在具

体来源问题上纷争不断 ;在世界本源和经验来源等基本问题

上的二元对立始终未能化解。对此 ,现当代的哲学家大多采

取了规避的态度 ,去本体论化倾向大行其道。但是 ,大家都

默认一系列关于经验的基本命题。就是那些试图改造传统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家也不会反对这样一个基本命题 :哲

学和常识都有经验来源。

经验获得有两个基本途径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

经验作为一种经验关系过程② ,对于人类之个体来说 ,包括两

个方面或者说两个基本类型 :一是主体的“我”与对象的“我”

之间的经验关系过程 ,二是主体的“我”与对象的“物”(或“他

人”,或“他人及物”)的经验关系过程。在经验关系过程上存

在着主观的“精神经验过程”和客观的“实践经验过程”两个

方面 ;由此 ,在经验来源上存在着主观的“精神对象”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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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关系的实在性问题。因为认知关系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物 ,它存乎于经验关系过程之中 ,抑或寓于经验关系过程之中。

因而 ,承认经验关系过程的实在性是承认认知关系实在性的根本前提。“经验”意含知识来源上的客观性 ,“表象”意含知

识形态上的主观性 ;并且 ,“经验”和“表象”都直白地表明 ,“对象”和“表象”是关系之中的“对象”与“表象”。与“认知关系”

相比 ,“经验关系”较为宽泛一些 ,“认知关系”排斥了难以言说的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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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体验”和客观的“客体对象”与实践的“心理体验”两

个方面。

间接经验作为一种经验关系过程则包括 ,对他人经验的

直观行为模仿的“经验习得过程”,和对他人语言 - 文字形态

经验 (或语言 - 文字形态知识)的“经验学习过程”两个方面。

由此 ,在经验来源上存在着作为客体对象的“直观模仿对象”

及其行为过程与主体的模仿实践及其模仿行为“心理体验”,

和客体对象的“抽象符号对象”与主观认知的“精神体验”两

个方面。

经验来源问题指涉了主观“精神对象”和客观“客体对

象”之认知对象问题 ,指涉了心灵的“精神体验”和实践的“心

理体验”之认知表象问题 ,当然也指涉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

象之认知关系问题。而认知对象的实在性问题、认知表象的

实在性问题、认知关系的实在性问题 ,是关于认识活动存在

的三个根本性问题 ,或者说 ,是认识论的三个根本性的本体

论前提。承认认知对象和认知表象的实在性 ,是承认认知关

系存在的起点 ,而承认认知关系的实在性是认识论的逻辑起

点 ,也是认识论的思想理论起点。

二 　认识活动实在性的语言 - 符号表征

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 ,都预设了经验对象。对

于客观的实践经验来说 ,就特定客观对象 ,人们可以重复相

同或相近的经验过程 ;关于特定客观对象 ,虽然存在经验上

的个体差异 ,但是 ,一般来说 ,个体各自的经验可以籍以语言

- 符号达成经验对象上的同一性认知 ,和经验/ 知识上的同

一性认同。

对于主观的精神经验来说 ,它首先是属于私人的。任何

难以重复的、难以表征示人的、隐晦的心理体验对象/ 精神经

验对象及心理体验过程/ 精神经验过程都属于私人领域 ;内

在的心理/ 精神活动 ,在未用或未能用语言 - 符号表征之前 ,

对于可能的观察者来说 ,只是一些物理 - 化学现象而已 ,至

多具有心理学意义 ,而不具有认识论意义。但是 ,精神对象

和精神体验之存在方式/ 实存方式作为人类个体身上的个别

存在 ,并不就一定意味着仅仅是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 ,个体

的能够籍以语言 - 符号表征示人的精神对象和精神体验 ,都

有被他人认知/ 认同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普遍地存乎于完全

脱开客观对象的关于客观对象和与客观对象关系的经验知

识的纯粹心理体验 (思考) 、非客观经验知识的纯粹心理的封

闭体验、理性与情绪之间交互作用的纯粹精神上的心灵体验

(如 ,宗教崇拜、宗教信念) 。①

对于前人或他人经验/ 知识的承继 ,介乎于实践经验关

系过程和精神经验关系过程之间。承继关系中的经验对象

和经验关系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 ,特别是具有籍以

语言 - 符号达成与前人或他人在对象上的同一性认知和经

验/ 知识上的同一性认同的那些经验/ 知识。

认识论必须建构在认知关系这一基本事实之上。然而 ,

关于认知关系这一事实 ,并不像实验的自然科学那样容易达

成理论对象上的一致性或同一性。因而就引出了 ,主体与对

象之间存在认知关系吗 ? 或者说 ,主体与对象已经建立起认

知关系了吗 ?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 ,显然只能依赖于关于语言 -

符号的解释。因为 ,语言 - 符号 (从“自然”性符号起) 作为对

象实在、表象实在的表征 ,作为对象与主体连接 - 联系显性

表达的唯一共同方式 ,是“认知关系”实在的唯一集体表征。

“认知关系”的实在性 ,起码在理论思维上是语言的。

在认识论的思想理论疆域内 ,存在即是一种关于对象的

社会确认或认可。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聚焦于语

言 ,之所以与语言直接发生关系 ,首先在于语言的社会性、共

同性、一般性 ,从而标示了一种认识论理念或路向 :“消除感

觉的主观性 ,而代之以对所有知觉者都相同的一种知识”[1 ] 。

因为“我们的直接视觉材料 ,由于它们掺有主观性因素 ,差不

多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们见到的物体的真实情况”[2 ] ,所以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3 ] ,必须“去掉一切

个人的因素 ,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4 ] 。这种认识论理

念将纯粹个人的认知表象逐出了认识论、知识论的领域。

在认识论层面上 ,存在就是群体意识/ 社会意识。人类

个体个别的对于刺激的反应 ,以至动物对于刺激的反应都是

实在的 ,动物有限程度的智力在 20 世纪中期已被动物行为

学家所证实 ,但是 ,反应并不等于认知表象 ,或者说 ,反应并

不等于就形成了认知关系。因为认识论所考察的视点最终

要落在“经验/ 知识”的层面上 ,动物的反应至多是前认知关

系的 ;况且精神对象的实在性更依赖于以人的 (语言层面的)

方式来得到社会确认或认可。

认识论考察的是普遍性、一般性的对象 ②,并且要求所

观察对象的同一性 ,和认知表象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按照当

代科技文明范式 ,这些都要求有可靠的手段或方法来进行有

效性分析和有效性证明。诚然 ,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科学已经

具备实证的手段或方法。然而 ,在庞大繁杂的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 ,由于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难以统计区别的个别性

———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的 ,还有研究者个体反映上的个

体差别性、文化差别性、社会差别性 ;由于研究对象的隐匿性

和形态复杂性 ,往往不具备显性直观的研究对象 ,因此在考

察上很难形成类似于自然科学的 (直观) 显性表象和 (直观)

显性关系 ,很难找到在形态和方式上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

手段和方法。因而 ,对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以至于基础性

理论性的自然科学 ,并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可供分析的直

观对象和途径 ,并没有所谓有效性的实证手段。

经验关系过程抑或认知关系过程的实在性问题 ,根本上

是一个关于经验对象实在性、认知表象实在性、心理体验/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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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为认知对象和作为认识论对象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认知活动的对象 ,后者是认识论的研究对象 ,或者说理论对象。作为

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包含了与主体相对的认知对象、认知过程中主体的表象、认知关系、经验/ 知识等。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信念的精神对象约定与精神体验认同的哲学问题 ,在本文主题下不宜展开讨论。



神体验上的经验关系实在性的表征问题。近代以来自然科

学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鸿沟在于 :在认识论理念上的“客

观经验主义”、在方法论理念上的“实证主义”、在理论形态上

的“数学模型”。但是 ,任何一种科学或理论终究是一种语言

- 符号的话语陈述、意义认知/ 认同的问题。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虽然现在还难以实现或完全实现为外在经验 ,还难以严

格地重复实证 ,还难以建立数学模型 ,但二者在终极形态上

是一致的 ,在终极机制上是一致的 ,就是都要依托于语言 -

符号来陈述 ,并且达到能指 - 所指之形式 - 意义约定的一致

性。[5 ]

“语言的本质是它既利用了那些最容易为了意识活动而

被抽象化的经验要素 ,也利用了那些最容易在经验中被复制

的经验要素”[6 ] ,“语言传达了作为知识基础的同一性 ,而且

预设了对作为存在之本质的环境的指称”[7 ] 。虽然“我们习

以为常注意到许多我们不用语言来提的事”,但是 ,“如果我

们用语言来讲这些事件 ,那就分明证明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些

事件了”[8 ] 。语言 - 符号的社会普遍性共同性和文化历史性

承继性 ,以及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显性实存 ,在一定程度上应

合了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要求 ,其权宜之计地成为哲学人文

社会科学普遍性的实证性的研究对象 ,从而通过语言分析得

出使他人相信的规律性结论 ,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 　经验/ 知识实在性的语言 - 符号表征

宏观地看 ,经验/ 知识的存在具有二重性 :一是共时状态

下的 ,即社会性 ;二是历时状态下的 ,即历史性。但就总体上

看 ,特别是就人类经验/ 知识的承继性和发展性而言 ,经验/

知识的存在是历时性的/ 历史性的。任何具体的经验/ 知识 ,

既是经验关系过程的结果 ,也是新的经验关系过程的起点。

语言 - 符号自身蕴含了社会约定性、社会交往中的认知

/ 认同 ,以至经验知识的同一性。对于人类个体的智慧存在

而言 ,语言 - 符号是唯一有效的实证说明。对于心理体验或

精神经验 (或心灵体验)的知识 ,在他人看来必须付诸于语言

- 符号 ;实践行为经验亦然。尽管有些实践行为经验可以用

客观实体 (“实体符号”) 、客观过程 (“实体符号”生产过程) 来

加以“客观”说明 ,但是 ,看到一个人的行为 ,并不能就确认这

个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经验或知识 ,还有赖于以抽象的语言 -

符号来加以说明。从认识论的思想形态实质来看 ,关于经验

/ 知识实在性的陈述就是对于经验关系过程这种动态过程的

静态逻辑描写和确认。

主体之间经验/ 知识的差别在现象上表现为在言说上的

对立。科学家有个始终不变的目标 ,就是“消除感觉的主观

性 ,而代之以对所有知觉者都相同的一种知识”。“我们的直

接视觉材料 ,由于它们掺有主观性因素 ,差不多可以肯定地

说不是我们见到的物体的真实情况。”[9 ]“科学知识的目的在

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 ,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10 ]

作为主体与对象之间认知关系的中介系统 ———语言 -

符号系统 ,其认知功用在人类个体身上不是十分明了 ,至今

也难有一个直接的实证答案 ,但它在人类社会的经验/ 知识

传播和经验/ 知识传承上 ,其认知功用却是十分明确的。在

关于人类认识活动的考察上 ,它是人类个体作为主体与对象

之间认知关系实在的唯一可以实证的说明 ;并且 ,它本身更

是关于人类群体与对象 (对象世界) 认知关系的系统证明。

这是一种关于认知关系存在的语言实在论或语言 - 符号实

在论。

基于这样一种实在论 ,在认识论上的也就自然而然地将

认知对象与认知表象之实在性推演为了语言实在性或语言

- 符号实在性。思想最终就在语言 - 符号上落足 ,落足在了

这一人类文明最基本的表达式上 ,落足在了这一既具有客观

性又具有主观性的复合体之上。

语言 - 符号与人文性的对象世界同构。从认识论的角

度看 ,对于语言 - 符号的关注并不仅仅涉及语言 - 符号本

身 ,这种认识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相联系。语言 - 符号与

客观世界的联系主要体现为语言 - 符号存在与客观存在之

间的关系 ;语言 - 符号与主观世界的联系主要体现为语言 -

符号存在与主观存在之间的关系。语言 - 符号处在主观世

界与对象世界、客观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 ,是认识论对象的

公共地带 ;在语境中 ,对象世界被符号化而进入主观世界 ,主

观世界通过语言 - 符号而指向对象世界。

符号系统特别是语言 - 符号系统划出了理性思维的领

域 ,一切可知的事物和观念都在语言 - 符号系统中以概念、

命题、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 ,在考察人类智慧的时候 ,

将理性思维与语言 - 符号系统相对接、相对应 ,就自然而然

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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