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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语 言 学 的 哲 学 境 界

李 文 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语言学与哲学的渊源已久，两者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语言学为哲学服务，另一方面，哲学

思想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泛语

言哲学的研究态势。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不同的含义，但还是应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

学”两大类。哲学需要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

的发展。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在使语言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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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乃百科之祖，其思维一直渗透于各个学

科，并进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广义上说，所有

学问都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又与社会、人

和思维处于同一个本体论范畴。因此，语言学在

寻找对象时不可能绕开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

和存在、精 神 和 物 质、主 观 和 客 观 之 间 的 关 系

问题［１］。

　　一、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思辩

　　哲学来自希腊语，意义是“爱智慧”。当今世

界，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学问五花八门，对哲学的

经典定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因此

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自然属于哲学。
然而，有些专门研究语言，对语言进行语义分析，
指出语言的所指、能指和意义的学问，人们称之为

“语言哲学”，但仍然没有超出哲学的范畴。哲学，
就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

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
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

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

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

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２］。
哲学和语言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 是 古

希腊的思想家在欧洲开创了我们可以在最广泛的

意义上称为语言学的学科［３］。在西 方，古 代 的 哲

学和语文学（传统语言学）相继产生于文字文明相

对成熟的阶段。在哲学的故乡希腊，语文学却是

作为某种与这里最早形成的对思维的反射即对词

语认识的东西出现并加以研究的［４］。尽管哲学意

志的抽象性与语文学的具体性之间后来发生了冲

突，但是哲学与语文学最初的合二为一却不是偶

然的，而且语文学的高潮通常总是继认识论思想

的伟大时代之后而到来的，例如，希腊是在亚里士

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之 后，欧 洲１７世 纪 是 在 笛 卡 尔

（Ｒ．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之 后，德 国１９世 纪 是 在 康 德（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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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ｎｔ）之后。好言（语文学）和好智（哲学）是西方

人文传统互为作用、互为前提的两极。从好言到

好智之间的跨度涵盖了西方人文传统的核心甚至

全部，而从好言到好智的运动曾产生了这个传统

的最强有力、最引人入胜、最深厚 的 内 容 之 一［５］。
理清哲学和语言问题的渊源，就可以看到哲学和

语言的关系源远流长的发展沿革，以及语言与哲

学在１９世 纪 末 与２０世 纪 初 互 备 互 证 的 必 然 趋

势。哲学是抽象的思维活动，是在人类思维发展

到一定高级阶段才产生的，它离不开概念、判断、
推理，而概念的产生又离不开思维，离不开语言。
反过 来，哲 学 思 想 的 发 展，又 往 往 推 动 语 言 的 发

展，使它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细微。正如俄罗斯语

言 学 家 列 福 尔 马 茨 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所

说：“语言科学需要以哲学和方法论为前提来理解

现实中语言的本质和作用。”［６］

从本体论、认识论、分析哲学 一 直 到２０世 纪

末的体验哲学，语言科学同样经历着不同的发展

演变过程：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
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它们的研究方法或多

或少都带有哲学色彩，例如原子主义、实证主义、
结构主义、功 能 主 义、新 经 验 主 义。由 此 可 以 看

到，语言和精神力量一道成长起来，同时，语言构

成了激励精神力量的生动原则。语言和精神力量

并非先后发生，相互隔绝，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

的同一不可分割的活动。

　　二、对语言哲学的反思

　　尽管有人把语言哲学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时

期，但是真正将语言作为哲学研究对象是在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公认

从弗雷格（Ｆ．Ｌ．Ｇ．Ｆｒｅｇｅ）开 始，但 同 时 也 把 皮 尔

士（Ｃ．Ｓ．Ｓ．Ｐｅｉｒｃｅ）作为现代意义理论的创始人之

一［７］。哲学家对语言感兴趣主要基 于 四 点 原 因：
第一，既然语言看来是人类所特有的，因此了解语

言也就是了解关于人的某种知识。第二，既然某

些哲学问题看来是起因于关于语言结构的错误信

念，所以理解语言结构可以帮助解决这些哲学问

题或完全避免它们。第三，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言

是对实在的反映，因而倘若人们能够理解语言的

结构，那么人们便能够理解实在的结构。第四，语
言本身当然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可以为了语言

本身的缘故而对语言进行有益的研究［８］。
在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中，语言 哲 学 采

取了不同的表现形态［９］。整个２０世纪，在英国和

美国分析哲学一统天下，在欧洲大陆现象学唯我

独尊。虽 然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法 国 出 现“结 构 主

义”，德国 流 行“解 释 学”，但“结 构 主 义”和“解 释

学”不仅都没有脱离语言哲学的藩篱，而且更强化

了欧洲哲学的语言学倾向。简言之，２０世纪的西

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语言哲学。语言

哲学家认为，无论是研究存在还是研究意识，都必

须首先明确阐述这些概念的语言的意义。对某些

哲学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表达这些概念的语

言的分析。哲学的重大任务就是分析语言，阐明

词语和语句的意义。他们相信，一旦澄清了语言，
哲学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众所周知，语言哲学

是２０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是分析哲学的继续

和发展。它的产生与发展虽然只有短短的百年历

史，但是硕果累累。弗雷格的语境概念和有关意

义与 指 称 理 论、罗 素 的 摹 状 词 理 论、维 特 根 斯 坦

（Ｌ．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和奥斯汀（Ｓ．Ａｕｓｔｉｎ）的日常语

言哲学等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

接促成了语言学的三大分支———语构学、语义学、
语用学的产生。

语言哲学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 的 关 注，
不仅是哲学界，而且语言学界对此也表现出特别

浓厚的兴趣。在今天，语言哲学的意思是非常宽

泛的，既有与分析哲学同等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也
有相当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还有一般的

语言 意 义 上 的 语 言 哲 学［１０］［１１］。陈 嘉 映 写 道：“从

前不分哲学、科学或思想，对语言的系统的思考全

可归入‘语言哲学’名下。不过，这个名称有其特

指，宽泛的用法指２０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

学研究，狭窄的用法则指分析哲学系统中的语言

哲学。”［１２］这里提出了“语言哲学”的三种含义：一

是２０世纪以前对语言的系统思考；二是２０世纪

以来以语言为课题的哲学研究；三是２０世纪以来

分析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内容。潘文国把语言哲学

更是细分如下图。

　　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相当不同的

意义，但还是应主要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

言学”两大类。前者是哲学家的研究领域，后者才

是语言 学 家 的 研 究 范 围。当 然 两 者 之 间 有 共 同

点、有交叉，彼此之间能相互影响。两者的研究对

象不仅同是语言，而且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为

语言学家所用，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

哲学家的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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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

语言学哲学

语言学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语言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语言概念哲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为哲学的语言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哲学中的语言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烅

烄

烆 ）

哲学语言学
哲学家的语言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哲学性的语言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３｛

烅

烄

烆 ］

　　三、对哲学语言学的思考

　　尽管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是它和哲学仍然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哲学需要

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

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的发展。
英国语言学家 克 里 斯 托 尔（Ｄ．Ｃｒｙｓｔａｌ）在 其

名著《剑桥 语 言 百 科 全 书》里 把 哲 学 语 言 学 看 作

１５个跨学科的语言分支之一，并对之进行了明确

的界定：“哲学语言学研究语言在解释哲学概念中

的作用，以及哲学在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

言观察 中 的 地 位。”［１４］实 际 上，哲 学 语 言 学 是 指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学的

问题”［１５］。哲学 语 言 学 不 管 作 为 一 门 课 程，还 是

作为一种学问，它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知识的传授，
而在于思考本身。哲学语言学要求对语言和语言

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提出问题，自身思考，也启人思

考。它更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论，因为提出问

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

问题，便是这一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不进

行思考，那就不是哲学语言学。当然，哲学语言学

在思考过程中可能也必然会得出一些结论，包括

自身通过观察、比较得出的一些前人没有提到过

的新看法，但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哲学

的眼光看，任何结论的真理性都只是相对的，都只

能代表人类在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类自身进

行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随着语言学家

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日益

成为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分支［１６］，旨在使语言学达

到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世界（存在）·人（思维）·语言”三者关系的

变换一直影响着语言理论研究的发展。实际上，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普通语言学观点演变的基

础，这里面有着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关怀。
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

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１７］。语言学要

有突破性的发展或者理论创新，就必须进行哲学

思考，用哲学的高度去全面考察语言学的研究对

象和研究方法，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不断地激发人

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使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不断达到新的更高的境界。哲学要达到的

境界，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目标［１８］。语言学同样也

需要哲学的境界，需要不断反思，走出索绪尔的阴

影是语言研究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众所周知，
语言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东西方形成了各

自不同的传统。但总的来说，在２０世纪 以 前，语

言学家对理论 的 关 注 不 多，从 索 绪 尔 开 始，２０世

纪以来的语言学家对理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浓

厚兴趣，语言学派层出不穷，可是语言及语言学尚

未解决和待解决的问题却不见减少，反而呈增多

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诉诸“理想”的学

科，它提供了一个“理想”、“可能”，而不是“事实”的
思想空间［１９］。研究一门学问，如果是在现有的前

提假定下做文章，算是规范性或实证性的研究。而

研究工作深入到这门学问的前提假定上，就进入到

哲学境界了。随着科学的不断分化，虽然由于一个

又一个的研究领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而使哲学显

得“孤独”，但却越发显出哲学特有的境界［２０］。

结　语

　　第一，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渊源至深。哲学

原是统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在论

及语言学科的发展问题时，自然无法避开哲学思

想对其的影响乃至引导作用。在哲学的映照下，
语言科学同样经历着范式的演变。“世界·人·
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普通语言学观

点演变的基础，而所有语言学说类型化的基础就

在于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决定性因素。第二，虽然

语言哲学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哲

学学科，虽然现象学、解释学、科学哲学、心之哲学

等学科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虽然像企业伦

理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研究也非常火

热，但是语言哲学仍然是哲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

·０６·



要的领域。今天，一方面，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越

来越深入，另一方面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

宽，涵盖的内容也越来越广。第三，语言学家关心

语言哲学，与其说是关心哲学，不如说是更关心语

言及语言学自身的发展。语言学家不能完全指望

哲学家来帮助他们解决一系列语言问题，还要依

靠有哲学兴趣的语言学家拿起哲学武器，来对这

些问题进行认真思索。第四，哲学语言学与语言

哲学不同，它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哲学语言学与

普通语言学同处于语言学科的理论层面，但两者

还有层次的不同，因为哲学语言学更强调的是思

索的过程，而普通语言学重视的是思索的结果（理
论体系）。理想的语言学家还应该是哲学家，从而

使语言学研究达到更高的境界。第五，语言学研

究需要创新，就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因为哲学是人

类特有的一项精神活动。哲学是世界观，也就意

味着哲学境界是时代精华的体现。哲学的境界就

是“形而上的追求”［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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