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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
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

钱冠连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420)

2017 年 11 月 17 日，“第二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中西语言哲学

研究会前任会长钱冠连教授的专著《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
荣获“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二等奖( 本届一等奖空缺)。“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于许国璋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是面向全国外国语言研究和外语教育研究成果的学术研究奖。此奖

旨在纪念许国璋先生在我国外国语言研究和外语教育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鼓励本领域学者潜心探索，推

动我国外语界的学术大发展。荣获二等奖的作品还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等的《国外外语教育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谭慧敏的《对比语言学: 历史与哲学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丹青研究员的《语法调查研究手册》荣获提名奖。

钱冠连教授，男，生于 1939 年 7 月 15 日，湖北仙桃市沙湖镇人。1962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

系，1981—1982 年于武汉大学进修，1983—1984 年于复旦大学进修，1992—1993 年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

中心( 位于比利时安特卫大学) 任合作研究员。曾先后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外语》副主编。
《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明确肯定: 语言行为是人类的基

本生存状态。人对于语言须臾不离的依赖状态即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之一是: 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

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正是以这 3 种样式的基本生存状态，我们如其所愿地活着，我们如

其所愿地是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以言说方式使世界中的一物( 实体或虚体) 现身的同时，也使自己在世

上出场或现身。词语缺失处，无人出场。人在世上的出场比物的出场更具有意义。只有人的出场才使物

的出场成为可能。无论把语言主看作思想本身，还是把语言理解为存在的最后家园，这些都是对语言性质

的全新认识，与传统哲学以及传统思维方式对语言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如果仅从经验的层面观察，语言的

工具性质似乎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只要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观察到的语言活动不仅是在

表达或传递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们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一种经过社会化改造的本能的活动。
“钱冠连把思考的智慧种子播撒在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催生出累累果实。他在消化国外语言

哲学和语用学理论之后，路子走得更远，不忘建立自己的学说。他总是力图说出一些前人没有说过的

话，书中妙语连珠，要言不烦。书里采用的民间语篇例证，实实在在，分析在理，让人耳目一新，为我国的

学界带来一股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令人想到什么是放眼世界，立足国内。”
在西方哲学中，钱冠连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最深，这部著作就是从“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语开始。

不过，钱冠连并不自限于诠释海德格尔的思想，更不是照搬海德格尔的文句，而是有自己的心得和推进。
绪论中的一段话扼要体现出这一点:“在海德格尔心中，栖居在语言所筑的家中的看家人是思考者与诗

人。而本书命题却指出: 以语言为最后的家园者，是每一个普通人，是行为中的人，是语言行为中的人，

是程式性语言行为中的人”。
《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具体体现为: ( 1) 在

Xueshu． baidu． com 里被下载 273 次; ( 2) 爱问共享资料中，被下载 150 次，阅读量 580 人; ( 3) 搜狗百科、百
度文库、道客巴巴、当当网、中国图书网、新浪博客、亚马逊、京东商城、360 个人图书馆、E 书联盟、豆丁网、
中国收藏热线、手机知网、豆瓣读书、蔚蓝网上书店、百度知道、智购网、维普网、徐国胜书摊、孔夫子旧书网

等各类媒体网站，均有转述、引用、报导和评述。( 4) 中国文科图书索引文库( 南京大学) 收录包括此书在内

的钱冠连教授的 4 本专著。( 5) 2007 年 4 月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