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专题研究

编者按: 语言哲学的热点和前沿在西方，因此引进与诠释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主流。然而，如何在引进

与诠释基础上实施创新，进而产生具有我国学者自主知识产权的语言哲学研究成果，这一问题已经凸显

出来。本栏目的 3 篇文章正是在这一理解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尝试。范波语言游戏在于对话，张俊杰解

释也是对话，余斌对话是主要交际形式以及对话交际形式的形式化，都可以视为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

的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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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无论对语用学还是语言哲学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首先考察语言游戏的概念，然

后提炼出语言游戏的主要特点———家族相似性、生活形式、语言形式的多样性、用法和规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语言游戏

即语言对话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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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genstein's Game Theory is a theory of great value to both pragma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game in the first place，and then refines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game as“family re-
semblance，life form，diversity of language forms，usages and rules”． On these bases，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opinion that
language game is equivalent to languag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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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已经得到了大

量研究，而且成果喜人，但是它依然具有研究空间

和价值。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3 部分: 第一，语言

游戏和语言游戏说的概念; 第二，语言游戏的基本

特点; 第三，揭示语言游戏的本质———对话性。

2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2． 1 语言游戏的概念

语言游戏( Sprachspi) 并不是一个传统概念，

最早出现在《蓝皮书》里，是由“语言”( Sprache)

和“游戏”( Spiel) 两个要素组合而成，所以它并不

是简单的具体概念。对此，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如

下:“语言游戏是比我们使用我们的高度复杂的

日常语言的符号的方式简单得多的使用符号的方

式。它们是这样的语言形式: 一个小孩就是经由

它们而开始使用语词的。对语言游戏的研究就是

对语言的原始形式或者原始语言的研究”( 韩林

合 1996: 56) 。由此不难看出，上述定义具有以下

特点: 第一，语言游戏的基础是人们孩提时代使用

语词的方法和用语言进行表达的最初形态; 第二，

同日常交际中的语言比较，语言游戏具有简单性

特点。

维特根斯坦曾经将语言看成以图画描绘世

界、表现世界的手段。他的图像论将语言与世界

视为一种逻辑建构一致的平行关系。而语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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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则是将语言视为与行为相统一的活动。这取决

于语言与现实生活之间密切相联、无法分割的关

系。“当我们学习和运用语言时，必须懂得各种

语言游戏的玩法。”( 涂纪亮 2007: 20) 维特根斯坦

用儿童学习语言时的游戏来说明何为语言游戏:

当大人用手指着钢笔、花瓶等物体并喊出语词的

时候，孩子就学会钢笔、花瓶这两个词。在这个过

程中，语词和行为被孩子作为一个整体吸收、学

习。儿童在做游戏的时候念着童谣编花篮、丢手

绢，每一个指令词语都对应一个顺序、一个动作。
然而，无论何种游戏都遵循它的游戏规则，无论是

棋牌游戏、球类游戏还是其他各式各样的游戏，都

必须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完成。语言游戏也是如

此。他认为语言游戏也有属于自己的规则，比如

词语的组合、排列、运用等。由于语言游戏的规则

是人创造的，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具有随意性

和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只有遵守

这种游戏在特定时刻的规则，才能正确地使用这

种语言，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研究语言。
那么，人们是如进行表达的呢? 由于最初的

语言是在人类活动中产生的，人们在各种情境中

运用语言表达和阐释这些活动，但我们并非先进

行一个行为然后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而是人们

的言、行往往同时发生。此时，实现言、行之间的

同一性，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于是，维特根斯坦

认为这更像一种游戏过程。“语言游戏说”的提

出形象地体现了人们运用语言的过程正是人们日

常的活动形式，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只有当我们把它放置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它才

能够被理解和使用。相反，想要了解和运用“语

言游戏”说，也只能将其置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它更像是一种形式，一种生活游戏的形式。

在将语言与游戏看成一个整体时，游戏就包

含语言的运用、规则、形式和与之对应的活动。就

像“棋类游戏”一样，词语本身已经涵盖这种棋类

在何种规则下怎样玩。陈嘉映对语言游戏做出了

最简短 的 概 括: 没 有 目 的 的 自 由 活 动 ( 陈 嘉 映

2003) 。
2． 2 语言游戏的基本特点

2． 21 家族相似性

人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必须遵循游戏规则，才

可以参与游戏、掌握游戏。但语言游戏并非一种

单一的游戏模式，而是由人们制定和变换规则的

自由游戏。正因为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人们在语

言游戏中无法总结出一个能够通行的规则，以便

遵守。为了了解和掌握这种游戏，仍旧需要考察

不同语言游戏之间存在的关联。维特根斯坦通过

对各类语言游戏的研究发现，各类语言虽然表达

方式迥异，但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他将各种游

戏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家族相似”( family re-
semblance) 。可以这样解释: 在语言游戏这个大

家族中，各种语言游戏都可以看成这个家族的一

份子，如果我们挑出其中的某些成员进行比对，就

会发现它们之间虽然并不相同，但却存在许多相

似之处。正如人类社会中某一个家族不同成员之

间那些基于血脉相连而呈现出的某些相似点，维

特根斯坦认为，“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

来表达这些相似之处的特征; 因为家族成员之间

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
步态、性情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
( 涂纪亮 2007: 20) 。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
解决“语言游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之处的问题。

虽然所有的语言游戏之间都具有相似的特

征，但这种相似性在任意的家族成员中并不是同

一的。虽然它必然存在，但并不能够代表所有家

族成员的本质特征。维特根斯坦否认本质说，他

认为人们在观察语言游戏时，并不能看到这些活

动如出一辙，但会发现它们彼此间有一些共同的

类似于血缘关系的特点，让你能够看出它们的相

似。他认为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相同的本质，因此

我们无法用某一概念或者某一理论去定义，对事

物的考察应当脱离纯理性思维，而在现实生活中

去观察去看。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语言游戏

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存在家族性的相

似。就像一张张编织繁琐的大网，网与网之间有

着各种大致精巧的相似。
家族相似性是语言游戏的一种重要属性。相

似性不仅存在于语言游戏中，而且可以存在于任

何事物、现象、事件之间。但是，就语言游戏而言，

家族相似性是其标志性特征。具体来说，在一个

家族内部，儿子像父亲，父亲像爷爷，爷爷像爷爷

的父亲; 但是，一旦将这一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链条

的中间环节去掉，那么链条的两极之间就未必具

有明显的相似特点。这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家族

相似性”的关键。据此，相邻种类的语言游戏之

间同样存在相似性特点; 距离越远，相似性越弱。
2． 22 生活形式

由于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源于

生活千姿百态的形式，因此“语言游戏”必然与

“生活形式”密切交错。之所以这样解释“语言游

戏”，是因为表达活动与语言同步存在。于是，

“语言游戏”就相当于“生活形式”，是一种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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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统一的活动，属于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这些活

动或者 实 践 使 语 言 符 号 具 有 意 义 或“生 命”
( Hilmy 1987: 180 ) 。在研究语言游戏的过程中，

了解“生活形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生活

形式就是对语言游戏的反映。维特根斯坦认为，

语言并非是由单纯描画或描述事实的命题组成的

单一构造物，而是由丰富多彩、功能多样的语言游

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 同样，世界也并非是由单纯

的事实组成的单一构造物，而是由丰富多彩、作用

各异 的 生 活 形 式 组 成 的 异 质 类 聚 物 ( 韩 林 合

1996: 107) 。不置可否的是，人的一切语言和行为

都源自于现实生活，不同的生活形式赋予实践活

动不同的意义，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表述手

段，不但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而且贯穿于

人类日常生活形式的始终。作为构成世界活动的

基本成分，生活形式由人类各种实践活动构成，在

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以特定的方式继

承在各种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人们的思维形式和表

达形式中。“一个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

意义。”( Wittgenstein 1964: 17 ) 人们如何使用语

言，表达何种意义，均取决于他们当时的生活形

式。“一个语词的意义真的只是它的用法吗，难

道它不是这个用法嵌入生活的方式吗，难道它的

用法不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吗?”( McGuinness
1984: 116 － 117) 一连串的反问告诉我们: 对语言

的研究不能脱离生活，因为它扎根于生活，从而获

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不难看出，自维特根斯坦

提出该概念以来，“生活形式”虽然从来就没有一

个固定的界定，但它被学者们被赋予了更加丰富

的内涵和宽泛的外延，对于这个词义的理解恰恰

契合人类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方式。语言作为一

种社会现象，它正是在这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中

为人们理解和掌握。人们依靠何种生活形式生

活，决定人们使用何种语言。因此，“生活形式”
生动地诠释了我们将语言称为“语言游戏”的理

据和价值。
2． 23 语言形式的多样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致力于论证

一种统一的理想语言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主张语

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描述事态。然而，他在《哲学

研究》中则采取了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态度: 不

是去建立一种新的语言，而是观察和描述已经存

在的语言。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在一定意义上

是对他的前期哲学的批判甚至否定。他发现，现

实生活中的语言各式各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体

系，而是相互交叉的，与自己的生活形式和目的联

系在一起。它们彼此联系，但并不统一; 它们的功

能也是多种多样的，同一表达式在不同的语境中

会有不同的含义。而且语言处于开放的状态，因

此有的语言游戏产生了，有的语言游戏却消亡了;

有些语言用法过时了，而另一些语言用法却成为

新的时尚。因此，人们一生都处在语言游戏的发

展、变化中。他写道:

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
描述一个对象的外观，或者给出它的测

量———
通过一种描述 ( 一幅图像 ) 来构造一个对

象———
报告一个事件———
推测一个事件———
形成并检验一个假说———
用图表来说明某个实验的结果———
编一个故事，然后讲这个故事———
演戏———
唱一段歌曲———
猜谜———
编笑话，讲笑话———
解决应用算数中的问题———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提问、感谢、诅咒、问候、祈祷。
———把语言中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使用方式

的多样性，把词和句子种类的多样性，与逻辑学家
们( 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 关于语言结构所
说的话加以比较，这是很有趣的。( 维特根斯坦

2009: 20)

用电脑中的工具项对上述 word 文档进行统

计，引文部分共计 225 个汉字。就在这 200 多个

汉字中，就包含着“下达命令”、“服从命令”、“描

述对象外观”等 24 个语言游戏。几乎句句都是

语言游戏! 可见，语言游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2． 24 用法和规则

前期维特根斯坦所持的语言图像理论认为，

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所代表或指称的对象，一个

句子的含义在于它所描述的事态。后期维特根斯

坦发现，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

们试想一下玩扑克牌: 同一张扑克牌在不同的扑

克牌游戏中，它的作用是不同的，你要玩牌，就不

仅应认识各种牌，而且还要懂得各种玩牌的规则，

每张扑克牌的作用是由玩牌的规则决定的。在不

同的规则中，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你要正

确地交流，你就不仅应认识各种词语，而且还必须

懂得使用这些语词的规则，否则就会产生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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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提到棋类游戏、扑克牌类游戏。下棋是有规

则的，玩扑克牌是有规则的，语言游戏也同样是有

规则的。没有一定的规则，一个词的用法就没有

遵循的东西，也就失去了意义，语言游戏也就无法

进行。规则使一种语言游戏成为人们共同的一种

活动所必需的，语言的用法是否正确，在于是否遵

守规则。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且规则本

身也是植根于生活形式中。( 赵敦华 2003: 166 )

游戏规则并不是处处对游戏作出限制，就如同没

有任何规则限制人们应该把排球打多高或打多

重，并且规则也是易变的。规则的确定具有约定

性、随意性，而一经确定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

等于说规则是一成不变的。而我们不是有时也一

边玩，一边制定规则? 而且甚至还有我们一边玩、
一边修改规则的情况( 维特根斯坦 2009: 59) 。如

果我们改变了规则，一个词就会有另外的意义。
改变规则实际上就是改变了这个词的用法。所

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固守已有的规则，也没有必要

排斥新的规则，“我们称之为＇符号＇、＇词＇、＇语句＇的东

西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而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什

么固定的，一成不变地给定了的东西; 可以说新的

语言用法产生了，旧的语言用法暂且不用了。此

外，维特根斯坦强调规则不能私自遵守。维特根

斯坦不仅反对私人语言，而且也反对私自遵守规

则。游戏规则具有社会性，我们的语言本身是约

定的，人们必须按照同样的方式使用语言，我们的

语言游戏才能发挥作用。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

戏的遵守规则性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

一，遵守规则的过程是“盲目的”。“当我遵守规

则时，我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 维特根

斯坦 2009: 126) 他所说的“盲目地遵守规则”是指

无需引导、自然而然的行为。第二，遵守规则是一

种习惯。“遵守规则，作报告，打球，下棋都是习

惯( 习俗，制度) 。”( 维特根斯坦 2009: 119 ) 这里

所说的“习惯”指的是某种不断重复、有规则的行

为。总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并不一定反映实

在，它与实在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语词和语句

的意义是内在于语言游戏规则的。它们不固定，

即随着语言游戏规则的变化而变化。
概括起来讲，根据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

言游戏具有规则性特点，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在

于按照规则在游戏中的使用。至于用法和规则，

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语言游戏具有规

则; 第二，规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等一成不变;

第三，规则一旦发生变化，意义就会随之发生变

化; 第四，语言游戏规则具有社会性; 第五，语言表

达式与意义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往往具有一对多、
多对一的关系。

3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反思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核心思想是: 第一，

语言是一种活动; 第二，语言活动具有规则性; 第

三，语言活动多种多样，各种游戏之间具有家族相

似性; 第四，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密切联系，甚至

二者之间具有同一关系。
其实，我们的研究表明，语言游戏在本质上是

一种对话，一种由不同参与者进行的对话; 无论是

独白、两人参与的对话还是多人参与的对话，都蕴

含着游戏内核。须要指出，之所以认为独白也是

一种对话，是因为一旦出现这种交际方式，说话人

就会发生裂变，结果变成本我和他我两个人，前者

依然行使说话人功能，后者则行使受话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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