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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培根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但是对他语言观的研究却一直被人们忽视。

详读《新工具 》,我们发现语言本体论的思想在培根的语言观中初现端倪。此外 ,他的语言观对洪堡特、弗雷格、维特根

斯坦等哲学家的思想都有影响。因此 ,本文从培根的语言观入手 ,分析他的语言非工具论思想 ,探讨他对语词模糊问题

的划分 ,进而揭示他语言观中的本体论倾向。同时 ,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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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on’s V iew of Language and Its Influence
W u Xian2lu

(Hunan Adm inistration College, Changsha 410006, China)

A s one of the rep resentations of English emp iricism and the forefather of modern experimental science, FrancisBacon’s view

of language always is neglected. By reading N ovum O rganum extensively, we found that his thought showed a tendency of ontolo2
gy of language. A ll the mentioned ideas reflected in Humboldt, Frege, W ittgenstein and other analytical philosophers’works.

Firstly, we analyze Bacon’s view of language; and then study his op inion on the instrumentalist view of language and the division

of linguistic vagueness; finally we endeavor to show his ideas for ontology of language in order to p rovide some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ontology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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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弗兰西斯 ·培根 (Bacon, F. 1561—1626)是英国经

验主义哲学的先驱 ,也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他的很

多思想中都带有显著的近代色彩 (Russell 1945: 542)。一

方面是由于他对于方法论的贡献过于突出 ,另一方面是

因为他的语言观与当时盛行的语言工具论不符 ,所以他

对语言问题的探讨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被淹没在工具

论的大潮中。随着当代语言哲学的兴盛以及对语言本体

论思想的不断挖掘 ,培根因为较早意识到语言在人与世

界之间的角色问题而受到关注。他从研究科学问题出

发 ,进而发现语言问题 ,希望能通过指出语言中的不足来

推动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这些思想比弗雷格 ( Frege,

G. )、罗素 (Russell, B. )和前期维特根斯坦 (W ittgenstein,

L. )等几位语言哲学重量级人物的研究早近三个世纪。

更重要的是 ,在《学问的进步 》( The A dvancem ent of L earn2
ing)一书中 ,他坚定反对语言工具论 ,并且表现出较为明

显的本体论语言哲学倾向。

2　语言非工具论
培根坚定地反对语言工具论。“他清楚地看到语言

与认识有密切关系 ,并明确将语言的滥用看做错误认识

和无谓争论的一个根源 ,而这一观点几乎成为后来经验

主义者共同接受的原则。”(叶秀山 2004: 243) 他在《新工

具 》( The N ew O rganon)中提出困扰人们心灵的 4种假象 :

种族假象 ( idols of the tribe)、洞穴假象 ( idols of the cave)、

市场假象 ( idols of the marketp lace)和剧场假象 ( idols of

the theatre) (Bacon 2000: 40)。克罗壬认为 ,正是因为培

根对假象的分析使他成为语言批判 ( critique of language)

的先驱之一 ,也是语言分析 ( linguistic analysis)的开拓者

(Cloeren 1988: 56)。所谓市场假象是指关于语言控制思

想、思维活动难以摆脱它影响的幻象 (Bacon 2000: 42)。

这种假象是由于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对语词的不当

使用而产生的。培根认为人们的交往就尤如市场上的交

际一样 ,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对名称或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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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不当 ,就会导致名实不符 ,造成错误的观念 ,形成假

象。由此可见 ,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 ,语言不能准确无误

地反射客观现实 ,而只能是部分地曲解外在世界。它不

再单纯地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 ,而是本身就自成一

个世界 ———语言世界。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 ,我们就要

先认识语言本身。

培根认为市场假象是 4种假象中最复杂的一个 ,它

们是通过语词和名称的结合来深入人们的理解之中。人

们相信是自己的理性在管制着语词 ,但事实上语词也反

作用于理解 ;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就使得哲学和科学变

得诡辩和无用 (Bacon 2000: 48)。语词的使用通常是以我

们的理解为基础 ,因此通常的划分是以常人普遍接受的

意义为依据。当新的发现改变了普遍的区分时 ,语言就

成为一种障碍。所以 ,学者们的讨论往往是以对语词和

名称的争辩而告终。数学家认为应该从概念入手 ,可是

概念本身也是由语词构成的。无论概念如何变化 ,总是

逃不开语词的困扰 ,万变不离其宗。他认为语言不仅仅

是为认知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具有很强的自治力 ( au2
tonomous power)。长久以来 ,人们通常将语言当作表达思

想的工具。这使得我们对语言的本质产生很多误解。这

种误解的根源就在于思维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语言

的影响。培根尝试性地带领人们走出错误的迷宫 ,指出

错误的原因。他声称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种逻辑 ”。为

了纠正这一错误 ,培根指出哲学语法应该将“语词的本质

与能力视为理性的印记 ”(Bacon 1826: 145)来研究。

3　日常语言的模糊性
培根认为语言本质特性是人类面临困境的基本原

因 ,但他也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中最重要

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心灵不是世界的完美反射。因为心灵

的各种假象 ,尤其是市场假象是由语言造成的 ,所以心灵

批判就需要语言批判。于是 ,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 ,他指

出一系列意义模糊或没有意义的词语和概念。

培根认为语词引起的理解假象有两种。一种是有名

称而没有指称对象 ,或是存在某一事物却没有名称。正

如荒诞的假想会产生一些有名无实的名称一样 ,观察不

足就会把一些事物置而不名。另一种虽然是存在着的事

物的名称 ,但却含义模糊 ,不能恰当地抽象和概括事物的

特点。培根认为属于第一种的有“幸运 ”、“原初推动者 ”、

“火的元素 ”以及其他由于虚假的学说而产生的词语 (Ba2
con 2000: 49)。这种指称上的假象是比较容易驱除的 ,只

须坚定地拒绝那些学说。但是 ,指称问题是一个涉及称

名、对象和意义等因素的复杂问题 ,并不象培根所认为的

那样简单。由于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因此不作进一步的

展开。培根对于名称与指称对象之间关系的探讨还不够

深入。他更多地从实验科学发展的角度切入 ,所以他的

视域相对较窄 ,显然是受到当时科学发展的制约。

培根详细探讨第二种含义模糊的情况。他认为这种

由错误和拙劣的抽象而引发的情况错综复杂 ,十分混乱。

他以“潮湿的 ”一个词为例 ,列举 8种含义用来解释它所

指称的对象的混乱。“它可以指称一种容易把自己散布

于任何其他物体周围的东西 ⋯⋯火焰可以说是潮湿的 ;

空气可以说不是潮湿的 ;微尘可以说是潮湿的 ;玻璃亦可

说是潮湿的。”(培根 1984: 32) 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原来这

个概念只是从水和一般普通液体抽象而得 ,本身就模糊

不清。进而说明“潮湿的 ”一词只是一个符号 ,被人们散

乱地使用着。它的指称对象不具有恒常性。培根认为 ,

日常语词的概念不清限制并制约了科学的进步。它模糊

了人们的视线 ,使得一些科学思想难以得到发展推广。

但是 ,他认为语词的模糊与歪曲是分若干程度的。虽然

培根没有详尽地阐发如何确定词语意义的设想 ,但是他

已经猜测到语词的使用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 ,适用不同

的范围 ,即存在日常语言和形式语言之分。

尽管培根的这些思想中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是在中

世纪名实之争的基础上 ,他较早地意识到日常语言的模

糊性对科学发展的限制。这些都为之后的哲学家 ,如洛

克 (Locke, J. )对语言缺陷的论述以及弗雷格概念文字

(Begriffsschrift)的提出等打下伏笔。

4　语言 ———一种先验的存在
语言对人类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培根写道 ,

“言语或论证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发明 ,不是去恢复或是重

新唤起我们已知的东西 ,而是去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

(Bacon 1826: 134)。在此基础上 ,培根体现出一种具有现

代意义的观点 ———语言对于人类是一种先验的存在 (Clo2
eren 1988: 58)。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语言也是

一种知识。它是人运用时代赋予他的全部知识去解释自

己和自己的世界 (人的世界、生活世界 )的符号化的结果

(李洪儒 2008: 121)。

培根指出 ,“我们认为统治着自己的语词 ,甚至较好

地限制了它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语词就像鞑靼人的

弓箭一样反作用于我们的理解 ,甚至也许使我们困惑或

是走入误区 ”(Bacon 1826: 141)。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语

言统治着思想 (Bacon 2000: 42)。在培根看来 ,语言并不

仅仅是沟通人与世界的媒介 ,它还包含着属于语言自身

的成分。相对于社会中的人而言 ,语言先于人而存在 ,先

于思想而存在。为了认识我们的世界 ,我们必须首先认

识语言。语言也就自然地成为一种本体 ———在者 /是者

(Beings)。

语言本体论是把语言视为介于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

中间世界 (特殊实在 ) ,它是人运用时代赋予他的全部知

识去解释自己和自己的世界 (李洪儒 2008: 123)。培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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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语言的这种“本体性 ”作用 ,可惜他没有作进一步分

析。但是在语言工具论的大潮中 ,这星星之火也足以体

现出他思想的前瞻性与深刻性。培根的语言观是处于工

具论向本体论的过渡期。他已经意识到语言或许可以独

立于思想 ,并展现出一些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东西。语言

已经不再是世界的镜子 ,对语言的分析可以赋予思想新

的成分。在这个意义 ,我们认为培根很早就开始了语言

本体论的探索。

5　培根语言观的影响
培根对方法论的改进加快了科学发展的脚步 ,同样 ,

他的语言观也在很多后人的思想中得到继承。洪堡特认

为 ,“⋯⋯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人用

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 ,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

界 ⋯⋯人从自身中选出语言 ,而通过同一种行为 ,他也把

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 ⋯⋯”(洪堡特 1999: 72)。在洪堡特

看来 ,语言处在世界和人之间 ,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或

中介。不同的语言既反映出人对世界的不同认识 ,又体

现着语言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 ,他认为语言是一

种“自治的存在 ”( autonomous being) ( Humboldt 1988:

XL II) ,即语言是一种具有自治力的“本体 ”。这显然是一

种语言本体论的观点。前文曾指出 ,培根在论述市场假

象是曾明确表示语言具有自治力。这种自治力突出地表

现为语言相对于人而言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显然 ,双方

对于语言自治力的认识十分相似。更为重要的是 ,培根

的这一思想领先洪堡特 200余年 ,可以看作是洪堡特语言

世界观 ( sp rachlichtW eltansicht)的先声。

培根认识到日常语言的不足 ,猜测根据用途的不同

应该有两种语言 :日常语言和形式语言。但他并不否认

日常语言 ,或是认为形式化的语言可以代替日常语言。

在这个问题上 ,他与弗雷格有很多相似。弗雷格也以为

日常语言和形式语言的用途不同 ,不可以相互替代 ,就尤

如眼睛和显微镜的关系。不同的语言是为了满足不同的

需要 ,达到不同的目的。弗雷格更是在培根猜想的基础

上前进 ,开始构建形式语言。

培根的语言观处于从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本体论的过

渡期。在这一点上他与前期维特根斯坦有很多相似。维

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 》中写道 ,“日常语言是人的机体

的一部分 ,而且也像机体那样复杂。语言掩饰着思想 ”

(维特根斯坦 1996: 41)。前期维特根斯坦虽然追求逻辑

上完美语言 ,但是他也肯定日常语言作为日常交际工具

的功能。既然语言与思想不能完全一致 ,就说明语言不

仅仅是思想的载体。除思想外 ,语言还承载着属于自身

的东西。但是培根和维特根斯坦都没有详细的论述这

“属于自身的东西 ”是什么。这也就为之后语言本体论的

研究留下很大的空间。

当然 ,培根的语言观对语言哲学发展的影响远不止

于此。本文只是择其一二 ,略加论述。

6　结束语
在工具论的洪流中 ,培根的语言本体论思想已初现

端倪 ,这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 ,除了语词的模糊性

外 ,培根并没有对其他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除本文

探讨的三个方面外 ,培根还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对亚里

士多德的三段论进行了批判 ,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新工

具 ”思想。对于这一问题 ,我们将另辟专文展开论述。对

培根语言哲学思想的挖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哲

学的发展历程 ,完善语言哲学的体系建构 ,为语言本体论

思想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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