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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是对先秦名家唯一的经典作品《公孙龙子》的重新翻译和阐释。全书由 3 部分构成:《公

孙龙子》全书的古译今与汉译英翻译; 关于翻译的理论说明; 关于先秦名家思想的新阐释。
第一部分以语言哲学为基本视点，重新考察并翻译《公孙龙子》。基于作者近几年的专题研究以及

先期发表的研究成果，本书针对其中关键的语词概念进行全新翻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 1) 重新解

释《名实论》中“名”“实”“位”等关键概念，并区分出文中极易导致误解的“此”“彼”等语词的不同语义

层面; ( 2) 首次将《坚白论》中“藏”“自藏”理解为“独立存在性”并将同文中的关键概念“离”译为“分

析”，更完好地解释公孙龙等名家思想家的哲学立场与视角; ( 3) 以语言概念反思的视角全新翻译《通变

论》，尤其是以“使用”和“提及”的分析技术重新标示文章的引号，使整篇文章具有很好的思想融贯性;

( 4) 对最困难的《指物论》的核心概念“指”进行语言哲学的理解，区分出“指称”与“实指”的层面，以此

为线索对《指物论》的核心思想进行新解读，凸显出公孙龙子思想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实质。
第二部分是对于为何如此翻译《公孙龙子》的理论解释。这一部分就具体翻译中涉及的概念、理论

性质及其相关的技术处理进行详细说明和解释。同时，这一部分对于翻译中涉及的关于先秦时代汉语

及名家思想的争议问题做出回应或分析。例如，关于“自藏”为何具有柏拉图式理念的性质之类的问

题，提出融贯性较强的理论说明。由此这一部分事实上构成翻译部分的深入解释与支撑。
第三部分则是从理论的角度以语言哲学、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为框架，给出重新阐释公孙龙及先秦名

家思想的理由。这一部分概括历史上及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先秦名家思想的种种误解，并进行评论，

尤其着重讨论当代语言哲学解释框架的理论优势。同时，本书从西方语言与哲学、汉语的特征与哲学、
语言哲学的分析技术等角度对哲学是否能在汉语语言条件下产生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汉语语言并

非中国传统思想中产生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障碍; 恰恰相反，汉语提供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以独特的通向

形而上学思辨的途径。西哲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传统中存在，根本原因并非汉语的模糊性和句法

的松散性，也并非中西文化的决定性。以本体论、认识论为核心的哲学是普遍的，而非文化特有的。
最后，本书作者以资料线索的分析说明先秦名家思想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实质，并对他们思想的意

义和价值做出具有融贯性的评价。本书以《公孙龙子》一书展示的思辨对象、方法为依据，提出一种新

的学术观点: 中国古代哲学在孔、老、墨之外，还存在一种理性思辨性思想，即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先

秦名家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其核心论题与 20 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高度一致，即: 指称与意

义。因此，即便是相对狭义地理解“语言哲学”，即在“指称”与“意义”问题上的哲学思考，《公孙龙子》
也能作为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思想代表。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以语言哲学和汉外比较语言学两个视角对《公孙龙子》做出新的解读和翻译。
理论阐释和译文在思想内容方面比现有的理论和译文更具有融贯性。另一创新之处是独特的理论视

角，基于已有的前期研究成果而着力论证汉语语言并非抽象哲学思维的障碍，从而回应国内外“中国无

哲学”的认识，以更明确的理论阐述中国哲学在汉语背景下通向理性主义逻辑思辨的独特路径。
本书的语言表达和结构安排也颇具特色，将学术语言和日常语言相结合，使其英汉双语的遣词造句

深入浅出，既严谨认真又生动活泼，适合不同层次的研究者和学生阅读与理解。从结构上看，本书在译

文部分依次呈现古文、今译和英译，而将注释、解释等单独作为一章，而后再另以一章给出理论阐释，使

全书各章在可以独立成文的同时，也前后连贯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