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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 2013 年后期资助项目，其主要目的有二: ( 1) 梳理清楚西方哲学和语言哲学

的发展简史、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便于“语言哲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及其相关研究; ( 2) 中国学者当自

强，经这么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和沉思之后应有我国自己的理论，不必总是“跟着说、照着说”，也不要总

为老外忙乎! 应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观点，尝试“想着说、领着说”，积极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尽快响

应中国学者提出的前沿观点，努力发展钱冠连先生等提出的“中国后语哲”理论。
作者围绕“四、五、六、七”编排了上述内容。在西哲 3 个转向( 毕因论、认识论、语言论) 的基础上提

出第四转向( 即后现代)。作者在回顾 20 世纪前半叶西哲时常感到存在如下悖论: 客体性与主体性颠

倒，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错位，形式主义与认知功能主义对立。在此怪圈中前者受到不该有的张扬，后

者受到不该有的压抑，人的主体地位被冷落，个性和自由受到威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严重分裂，语言

学与哲学的关系不协调，使社会科学陷入前者设下的形式主义怪圈。后现代哲学家高举继承与批判大

旗，大唱反思与颠覆的高调，提出一系列惊人的观点，其特征为: 反传统、超基础、去中心、非理性、后人

道、多元化等。第四转向是对语言哲学的一次升华，大致经历了“人本性和批判性、破坏性和解构性、建
设性和体验性”等 3 个时期。
“五”指在西哲简史中语言学与哲学按历史时期可划分出 5 段情结( 参见本书第二章)。“六”指语

哲的 6 项成因( 参见第三章)。“七”指学习西方语哲的 7 条主要途径或 7 项内容( 参见第四、五及其他

章节)。
作者本着“既有传承，更有发展，重在创新，兼有应用”的精神，在各个章节中尽量阐明自己的研究

成果。特别是在下卷中重点论述中国后语哲的建构和成果: ( 1) 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论述语言哲学的

发展; ( 2)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哲之延续; ( 3) 中国后语言哲学的方法论; ( 4) 中国后语哲与笔者

的心得; ( 5) 后语哲视野下的 SOS 理解模型; ( 6) 基于该理解模型的意义体认观; ( 7) 中国后语哲视野下

的语言学研究等，这是我国学者对西方语言哲学这门学科的一点贡献。
语言哲学研究无国界之别，它虽源自西方，但也不应当仅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中国人同样可做出自

己的贡献。我们可将钱先生等提出的“中国后语哲”置于全球人文研究的后现代思潮中，以便进一步明

确我们的研究方向: 以语言为对象，倡导“节外生新枝”的创新精神。作者基于此也进一步批判了客观

主义哲学理论，极力光大以人为本的原则，建构“SOS 理解模型”“体验人本观”“意义体认观”“命名转

喻观”“体认语言学”等，为促动和开展中国后语哲的新局面做了些许尝试。
对西方语哲和中国后语哲作出“研究性沉思”，对当前的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研究有何启发? 作者认

为，当可进一步理清西语哲之要旨，尽快进入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中国后语哲，确立继承与创新的理念，灵

活运用“分析”原则，不断开发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科研创新之路，以期能为我国人文科研提供一种新的

运思方案。另外，本书为能将有关观点陈述清楚，便于教学，以饗读者，作者在行文中注重落实以下 3 大

方法: ( 1) 图表梳理、论述系统; ( 2) 学会方法、传承发展; ( 3) 表达清晰、语句流畅。
美国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美国社科院院士 John Cobb 教授在听了有关介绍之后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The hope for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es in China”( 后语言哲学的希望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