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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既是人的生存方式也是教育方式的根本变革。主体性的教育已陷入了困境 ,其弊端

已经暴露无遗。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视角考察语言本质和外语教学活动本质的主体间性 ,认为我国的外语教

学应该走向主体间性。坚持主体间性的语言观和外语教学观有助于还原外语教学的本真特点。主体间性所提供的新的

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将对外语教学的目的、过程和师生关系等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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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ubjectivity to intersubjectivity imp lies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mode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existence. The educa2
tional theory and p ractice of subjectivity get involved in dilemma and suffer drawbacks. Essence of language and p 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re app roached in this paperwith a purpose to recover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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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

西方哲学从 20世纪上半叶到 80年代 ,基本上完成了由主

体性研究到主体间性研究的转向。20世纪 90年代末期 ,

主体间性思想在我国逐渐受到关注并被引入教育领域 ,

有关主体间性的研究也成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前沿、

热点以及主体性教育研究的新视角 (郭英 2005: 8)。综观

我国高校外语教学 ,其理论研究与实践虽然有朝主体间

性迈进的趋向 ,但本质上仍是主体性的。以外语教学法

为例 ,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教学法有语法翻译法、听说法、

认知法、交际法、直接法、任务法、沉默法、情景法、自然法

等。虽然它们对语言教学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上述教学

法可以分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法和以学习内容为中心的教学法三类。不管是以教师

为中心 ,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 ,还是以学生为中心 ,突出

学生的主体地位 ,或者以学习内容为中心 ,淡化师生的主

体地位 ,都没有摆脱师生彼此对立的窠臼。尽管当代外

语教育理论开始接受并强调“双主体 ”,但仍局限于“主体

―客体 ”关系 ,无法合理解释教育过程中的“双主体 ”现

象。由于主体性自身存在的缺陷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教

育的问题 ,因此 ,超越主体性 ,向主体间性拓展 ,就成为理

论研究与实践的必然。

2　主体性的意义和困境
主体性是近代理性启蒙的产物 ,是欧洲近代哲学的

研究中心。主体性的危机是主体性自身发展的必然结局 ,

因为主体和主体性是在“主体 -客体 ”的关系中获得的规

定。正是这种主客关系 ,导致主体性及其教育理论陷入

了困境 (冯建军 2006: 1)。包括外语教学在内的主体性教

育理论的弊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 ,建立在对象化

活动基础上的主体性 ,不仅缩小了实践活动的范围 ,而且

也是对主体性不完整的诠释。其二 ,由于在对象化活动

中建构人的主体性 ,主体将自身之外的一切都视为客体 ,

对它们进行支配、占有和改造 ,为自己利用 ,发展了主体

的一种占有性人格。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 ,一方为主体 ,

另一方为客体 ,容易形成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占

有性的主体人格 ,把自身之外的一切都占为己有 ,为自己

所用。其三 ,建立在主客体的认识关系基础上的主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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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符合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理论研究的特性。主体 客

体框架中的主体性是一种认识论的主体性 ,主体获得的

是关于客体的知识 ,建立在主客体关系中的教育只能是

一种心灵隔离的训练。教育究其本质 ,是对人的灵魂的

唤醒。教育是通过心灵体验而达到的人与人的心灵相

通 ,达到相互理解。教育是一种存在性的交流 ,是一种双

方的对话。

3　外语教学的主体间性
3. 1主体间性的内涵

主体间性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性与统一性 ,是

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主体间性强调不同主体

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它是对主体性合理发挥的规约 ;主体

间性是本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

主体间性超载置换主体性 ,主要表现在认识论、本体

论和实践论等领域 (杨春时 2006: 2, 冯建军 2006: 1)。在

传统认识论那里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只能算是一种说明 ,

不是真正的把握 ,因为客体仍然作为外在于主体的对象

存在着。在哲学解释学中 ,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认识是理

解。“理解 ”的双方不是一种主客关系 ,不是理解者对对

方的“客观 ”认识 ,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是一种意义的

沟通。理解的双方是同样的主体 ,各自都把对方看作另

一个“我 ”,他们之间是一种“我 ”与“你 ”的平等交往关

系。把“理解 ”作为认识方法 ,主体间性在认识论上超越

了传统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 ”对立。

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意指存在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海德

格尔认为 ,主体间性的依据在于人的生存本身 ,“此在 ”的

世界是共同世界 (海德格尔 1987: 136 - 140)。此在自己

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马丁 ·布伯认

为 ,作为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我 - 你 ”关系 ,而不是

“我 -他 ”关系 ;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

人与神的关系 ;“我 -他 ”关系是主客关系 ,是非本真的关

系 ;而“我 -你 ”关系是本源性的关系 ,是超越因果必然性

的自由领域 (布伯 1986: 44)。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

是主体间的共在 ,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 ,而是主体间的

交往、理解关系。

实践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指以客体为中介的内在的

关联性 ,它关涉人的社会统一性问题。马克思把人的存

在规定为“类的存在 ”和“社会存在 ”;认为人的本质是社

会关系的总和 ;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往实践活动。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

往行为 ,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 ,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

行为。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达到充分的沟通 ,

彼此理解 ,最终把对象认识变成自我认识 ,把自我认识变

成对象认识 ,从而把握世界的意义。

任何外语教学都不可回避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是 :

语言是什么 ,人们如何教学语言 ? 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

对语言教学过程的认识 ,对于外语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视角考察上述两个

问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对语言教学过

程的认识。

3. 2语言本质的主体间性

语言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是主体间性的。语言是交

谈的产物 ,而交谈是主体间性的活动。语言不是主体独

白的产物 ,独白不需要语言 ,交谈才需要语言。语言也不

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产物 ,即不是人给世界命名。如果

没有另一个主体 ,是不需要语言的。正是由于人类在社

会生活的交往中 ,主体与主体之间有了交谈的需要 ,才产

生了语言。语言本身就是谈话 ,谈话是语言的本体 ,而言

谈是主体间性的行为。传统语言观往往把语言看作由语

词、语法组成的实体 ,看作一种思想的工具 ,而实际上 ,这

并不是语言的真正存在。语言的真正存在是语言的运

用 ,是谈话 ,谈话的总和构成语言。海德格尔认为 ,语言

是言谈 ,而言谈是“共在 ”(主体间性 )的所在 ,“把言谈道

说出来即成为语言 ⋯⋯言谈就是存在论上的语言 ”(海德

格尔 1987: 197)。伽达默尔也认为 ,“语言按其本质乃是

谈话的语言 ,它只有通过相互理解的过程才能构成自己

的现实性 ”(伽达默尔 1999: 570)。哈贝马斯指出 ,通过语

言进行的社会交往之可能性基于语言的主体间性 (哈贝

马斯 1989: 101 - 102)。伽达默尔、巴赫金都认为语言或

文本不是客体 ,而是主体。在语言的运用中 ,并不是人在

使用语言 ,而是语言自己在运动 ,人被语言所支配。表面

上看 ,是人在说语言 ,而实际上是人按照语言的规则和意

义体系在讲话 ,谈话者投入到谈话本身中去 ,无形之中就

被谈话所支配 ,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同时 ,谈话也不是

对世界的命名 ,因为世界不在语言之外 ,而在语言之内。

世界与主体都被吸附于谈话中 ,世界也就失去了其独立

性。这就是说 ,语言即谈话本身成为主体 ;不是人在说语

言 ,而是语言在说人。这种非主体性的语言游戏活动本

质上是主体间性的活动 ,是人与世界和谐共在的存在

形态。

对于外语教学 ,主体间性语言观的意义在于 ,它告诉

我们 :语言 (包括母语和外语 )不仅是工具或表意符号系

统 ,而且是存在的家园 ,是我们认识和体验世界的方式。

语言 ,包括外语 ,是“存在的家园 ”。外语学习 ,既是个人

逐步掌握外语知识和技能 ,提高外语实际运用能力的过

程 ,又是他们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促进思维发展、锻

炼意志、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和提高综合人文素养的过

程。学习外语 ,能帮助个人掌握一种交流工具 ,也有利于

个人参与社会活动 ,认识世界 ,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3. 3外语教育教学活动本质的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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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从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上来说是主体间性

的。人赋予教育以意义 ,教育活动是生命创造的活动 ,教

育的世界也因此构成人的世界 ,是人文的世界。在教育

活动中 ,教育者是人 ,受教育者也是人 ,虽然他们在身心

发展、知识、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但这并不能取消他

们作为人的资格与特性。所以 ,教育的关系是人与人的

关系 ,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 ,无论是教育者或是受教育

者 ,都不会以物的方式存在。教育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改

造和形塑 ,而是主体间的自由交往、和谐共存。教育从本

质上讲 ,是一种完美理解生命意义的精神活动 ,是通过心

灵体验而达到人的心灵的相通、精神的相遇。在精神的

相遇中 ,双方都把对方当作知己 ,充分理解对方 ,也理解

自我。教育通过对他人与自我地真正理解 ,达到对生存

意义的领悟。外语教学活动是一种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

目的的实践活动。但学生不是教师改造的被动的客体 ,

而是一个能动的主体 ,他的发展只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

实现。所以 ,在外语教学活动中 ,教师和学生是活动的主

体 ,以课程、教材为载体的教育内容构成他们共同作用的

客体。其实践结构的模式是 :教师 - 教育内容 - 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作为发展的主体 ,发生两种关系。一

是与教育内容之间的“主体 - 客体 ”的对象性关系 ,这是

学生的学习活动。在活动中 ,通过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

体化的双向环节 ,学生在认识和改造教育内容的同时 ,也

建构自身。换言之 ,受教育者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文本 ,也不是受教育者对文本固有意义的认知或构造 ,而

是他把文本由客体变成主体 ,并与之对话。通过与文本

的对话 ,实现自我视界与文本视界的融合 ,从而扩大自己

的视界 ,形成一种新的视界。二是教师和学生以共同的

教育内容为中介而建立的“主体 - 主体 ”的交往关系。这

是教育主体间双向建构和双向整合的过程。学生对教育

内容的认识、改造受到教师对教育内容的调节和影响。

当他们对教育客体共同发生作用时 ,就产生了主体间的

交往关系。学生与教师之间构成的则是一种平等的交往

关系 ,反映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尊重、理解、融合的

关系。学生作为教育交往的主体 ,其主体间性表现为交

互性、平等性、宽容性、合作性等。主体间性教育目的是

内生的 ,是在个人主体性得到发挥的基础上实现学生个

性的张扬 ,它使主体的情感、认知、意识都得到全面发展 ,

并达成人与人、社会、自然关系的协调的生态式发展 ;教

育中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理解性的关系 ,教师与学生在

相互尊重 ,实现主体间交流与理解的同时 ,还在对教育内

容的共同解释中实现理解 ,实现成长与沟通的统一。

虽然近年来我国外语教学改革成绩斐然 ,但外语教

学从本质上说是单子式主客取向的主体性教育。当主体

间性在教育理论界已成为当代教育的价值追求时 ,主体

间性在外语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从教学实践的

整体上看 ,我国外语教学仍以教育对象的可塑性为基础 ,

把教育的对象当作物 ,把教育看作主体对客体的认识 ,对

客体的占有和掠取 ,把教学过程视作特殊的认识过程 ,教

学的目的就是占有以教材为载体的知识 ;或者以现代实

践观为指导 ,把教育看作主体对客体的改造 ,实现主体力

量的对象化。还原外语教学的本真特点或对外语教学本

真特点的追溯 ,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 ( 1)外

语教学的目的决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形塑 ,与其他

教育一样 ,它是通过对他人与自我的真正理解 ,达到对生

存意义的领悟 ,实现人本真的生存方式 ; ( 2)外语教学过

程是教师和学生双方围绕教育内容的一个交往和对话的

过程 ,这个过程不是有知者带动无知者 ,更不是有知者对

无知者改造的对象化过程 ,知识的传递通过对话在教师

与学生的共同理解下实现 ; (3)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一

种主客关系 ,他们之间是一种“我 ”与“你 ”的平等交往关

系 ,是主体间的共在 ; (4)语言的真正存在是谈话 ,语言或

文本不是客体而是主体 ,语言使人与世界充分交谈 ,使存

在的意义显现。

4　结束语
主体间性为当代外语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提供了新

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扬弃主体性 ,使之从单一的

主体性转换到交互的主体性 (主体间性 ) ,要求变革外语

教育的目的、师生关系、教学方法和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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