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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特色栏目 特约主持人: 李洪儒 教授)

主持人简介: 李洪儒，1965 年 9 月生，四川省南江人，俄语语言学博士，语言哲学博士后，教授，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外语学刊》编辑委员会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社会兼职

有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外语博士论坛常务理事和中

国外语界面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俄语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

主持人话语: 金鸡啼鸣，天下吉祥。这个古老的传说却在辞旧迎新的庄严时刻遭到证伪: 我国外语界、期
刊界的前辈张后尘先生与世长辞。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处处缅怀张先生为中国外语类期

刊、为中国外语学人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中国后语言哲学的鼻祖钱冠连说: 人应该“活在死后”。谁

说张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谁说张先生没有活在我们中间?!

本期，刊发钱冠连的“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和陈杰的“语言的先验想象之力”。两篇文

章貌似毫无联系，但是无论就文章蕴含的学理和后语言哲学而言还是就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而言，无不

极具价值，而且互为依存，都在为了语言哲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
2007 年，钱先生在“西语哲在中国: 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一文中提出“后语哲”。漫漫 9 年，钱先

生没有歇息，依然在不停地思考、探索和建构，他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不谋而合，陈杰的“语言的先验想象之力”以“康德”、“感性直观语言”、“先验想象力”、“创制想象

力”、“复制想象力”、“想象力图式”为阿基米德点，构拟出另一条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现象—解

释”方法 +“形而上学”理念。语言哲学需要具体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但不能局限于逻辑分析和概念分

析，它的发展需要形而上学这个老而弥坚的元素。
中国语言哲学应该如何发展，世界语言哲学应该如何发展，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
* ?

钱冠连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州 510420)

提 要: ( 1) 我们适时地赶上了第二次哲学启蒙。下列( 本文没有回答的) 3 个新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第二次

哲学启蒙: 其一，什么是笛卡尔和康德式的基础主义和二元论? 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基础主义和二元论的一统天

下，人们仍然认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在思想模式上没有跳出第一次哲学启蒙的窠臼，这是为何? 其二，什么是过程思想

与有机思维? 第二次启蒙为何要欣赏与倡导它们? 其三，建设性后现代思维是什么? 它为何呼唤第二次哲学启蒙? ( 2)

对语言哲学( ＜ the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进行概念分析，为引出后语言哲学进行必要的铺垫。( 3) 指出“后语言哲学”
( the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的基本思路，阐明它可以参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潜质。( 4) 简要揭示后语言哲学

参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行动业已开始; 第二次哲学启蒙不能再让西方文明唱独角戏，需要唤醒华夏文明参与其中

的意识。( 5) 语言哲学家在第二次哲学启蒙的时点上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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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 2015 年 10 月 17 日中西语言哲学高层论坛( 上海) 闭幕式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