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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 2006 年本刊开设《语言哲学》常设栏目以来，已经过去 7 年了。7 年来，我们破除学科壁垒，

清楚国别界限，刊发了来自国内哲学界、外语界以及德国学者的文章，基本上形成了“引进”与“研究”并

举的栏目格局。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所发文章大多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引进居多，研究太少; 第二，抽

象的理论反思居多，结合实际语料实施语言哲学式研究太少。本期刊发我国哲学界语言哲学权威江怡

先生的文章。他以“问题”、“进路”和“方法”为支点，初步勾勒出中国语言哲学的未来蓝图。

语言哲学在中国: 问题、进路和方法

江 怡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提 要: 西方语言哲学伴随着西方分析哲学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对语言哲学的认识开始于对早期分析哲学家工作

的了解和研究，随后逐渐形成对语言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共识，努力从不同的哲学传统中寻找对语言性质的普遍理

解。本文通过对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的传入演变的历史叙述，着重分析语言哲学研究对当代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研究

具有的特殊意义，并从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阐述建立“中国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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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Problems，Approaches and Methods
Jiang Yi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to China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y Chinese philosophers began with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
hing the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ers，and formalized som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a branch of phi-
losophy，trying to figure out some generalization of the nature of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cultures． This essay ex-
plores particular implic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Chines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culture by explaining the his-
tory of the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interpreting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 perspec-
tives of approaches and methods．

Key words: 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language; trans-cultural study; interpretation of philosophical classics; researching ap-
proach; researching method

语言哲学源于西方，对语言性质的不同理解

造就了语言哲学的不同形态。无论是英美的语言

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语言哲学，它们

都以对语言的哲学理解作为讨论的出发点，都是

把语言问题看成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或者重要问

题。对语言问题的全面关注成为 20 世纪哲学的

主要标志。

1 语言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语言哲学是伴随着西方分析哲学进入中

国的。中国学者对语言哲学的认识开始于对早期

分析哲学家工作的了解和研究。可以说，国内哲

学界最初对“语言哲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是基

于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因此通常把“语言哲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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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语言分析哲学”。从时间上看，国内学界对

“语言哲学”概念的理解和接受大体上经过了 3
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初期到 20 世

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就

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理解语言哲学; 第二个阶段

是 80 年代初到 20 世纪末，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胡

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推介、张申府对罗素和维也

纳学派思想的介绍、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贺
麟对罗素思想的研究等等，这些介绍和研究开启

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语言哲学的认识。但他们的

研究主要限于对个别哲学家思想的考察，还没有

形成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整体理解。
中国哲学界对西方语言哲学的真正全面了解

和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

国学术界重新开启了解世界的大门，首先涌入的

外国思潮就是实证主义思想。哲学家们对科学哲

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特别注意

到语言哲学思想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洪谦、江天

骥、涂纪亮、徐友渔等学者对西方分析哲学传统中

的语言哲学思想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出版了

许多论著; 倪梁康、陈嘉映、周国平、尚杰等学者也

从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找语言哲学研究的

不同形态。哲学家们逐渐形成对语言哲学作为一

门哲学学科的共识，努力从不同的哲学传统中寻

找对语言性质的普遍理解。不过，这些研究主要

基于对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了解，很少对中国语

言的特殊形态给予哲学上的关注。
进入 21 世纪后，经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深入

了解，中国的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汉语形态对哲

学表达的重要价值。“让哲学说汉语”不仅是老

一辈哲学家的梦想，而且也正在变为一种现实。
老一辈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许国璋、王宗炎、王
力等对汉语言文字的文化意蕴曾经有过精辟论

述，这些已经成为后人研究汉语言文字哲学的重

要思想资源。尚杰、韩林合、陈嘉映等学者致力于

对中国哲学经典文献的语言哲学解读和对当代中

国语言现象的哲学诠释，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2 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2． 1 研究的跨文化性质

不同语言系统的比较研究必然需要跨文化的

宏观视角。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不仅是要更好了解

汉语言文字的哲学意蕴，而且是把这种语言作为

一种异质于西方拼音文字的文化现象，揭示不同

语言文化显示的人类生活状态的普遍意义。由此

可以提出的问题可以是: 中国语言如何能够表达

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中国语言所表达的思

想如何能够被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所理解，人类是

否可以拥有和理解超越各种不同具体语言的共同

思想? 总之，这里涉及到语言表达形式与所表达

的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2． 2 对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式探讨

所谓的“中国式探讨”是指以中国哲学的提

问方式、使用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对语言哲学的

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由此形成中国哲学中特有的

语言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通常包括了

意义、真理、指称、信念、世界等概念之间的相互关

系问题，但没有涉及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如道、
理、气、心、性等等。如何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

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范畴以及如何从这种探讨中

得到对语言哲学的重要启示，这些都是中国语言

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2． 3 对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重新诠释

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重新考察

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文本意义，由此揭示经典文

本的“微言大义”，这应当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

重要任务。运用各种语言分析方法揭示经典文献

的内在逻辑结构，由此更好地解释中国哲学家们

的核心思想，这也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应尽责

任。在这种重新诠释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是，如何在文本语境中更好地确定哲学家的基本

思想，或者说，如何解释哲学家在不同语境中对相

同问题的不同解答? 更深层的问题则是，我们是

否可以通过文本意义的分析把握哲学家所要传达

的思想?

2． 4 对中国语言表达方式的哲学探索

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汉语言以及其他民族语

言，它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中都具有核心地

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充分体现在语言的继承和

发展之中。研究中国语言表达的独特方式也为不

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范

例。这种研究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将会是，在什么

意义上可以完整地展现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特性

质，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国语言的独特表达

方式中揭示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成分?

当然，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我 们 需 要 根 据 语 言 自 身 的 发 展 不 断 提 出 新 的

问题。

3 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
如上所述，中国的语言哲学研究是以西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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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哲学为来源和摹本的，但是这并不意谓着，中国

的语言哲学研究只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当我

们把一切对语言的哲学研究都看成属于语言哲学

的范围，当我们在语言哲学研究的性质和范围上

达成了共识，我们就完全可以就中国语言哲学研

究的具体方式获得不同的理解。
根据我的理解，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主要采取

两个不同的进路:

第一，由于中国语言象形文字具有特殊性质，

我们的研究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全面了解文本

的上下文脉络，通过对文本的逻辑关系的考察和

推敲才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义。“象思维”是中

国语言文化的一种表象，唯有揭示这种表象背后

的逻辑根据，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语言所展现的哲

学意蕴。
第二，语言研究与思想研究结合，才是中国语

言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语言研究的特殊性在于

完全从语言现象出发，并根据语言现象寻求语言

自身的规律。但这样的研究可能仅仅抓住了语言

的形式本身，无法透过语言形式了解语言表达的

思想内容。思想研究直逼语言表达背后的思想，

试图用思想解释代替语言解释。这样的研究完全

忽略了语言的自主性特征，至少没有考虑语言表

达对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此，只有结合语言

研究和思想研究，我们才能在语言哲学领域中得

到收获。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也为这种结合的

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4 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当代哲学中，研究方法往往被赋予了独特

的作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许可以决定不同的研

究对象。当代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由于其学科的特

殊性，因而采用了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我看

来，主要方法有 3 种:

第一，逻辑分析的方法: 即通过对文本脉络逻

辑关系的梳理，揭示隐藏于文本之中的逻辑结构。
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采用逻辑

分析的方法找出断定性或启发式文本中所蕴含的

逻辑关系，而无法简单地通过字面的理解把握文

本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把汉语的断句而不是单

个概念作为逻辑分析的对象。例如，我们不能简

单地分析“天”和“人”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要通

过“天人合一”、“以天制人”或“人定胜天”等判

断中的推理关系来理解这些概念的涵义。
第二，概念分析的方法: 即通过阐述哲学概念

在所出现的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文本的思

想内涵。概念分析与逻辑分析的不同在于，它不

完全是借助于逻辑的推导关系说明概念的逻辑内

涵，而是利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说明每个概

念的具体内涵。
第三，语境分析的方法: 即通过辨别文本或话

语出现的场景，说明该文本或话语在这个具体场

景中的意义。语境原则是用于分析汉语文本意义

的重要方法，也完全符合汉语章句结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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