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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于语言地位的变化与上升，语言哲学已经成为当代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一员。然而，包括我国

在内的世界语言哲学界大多数人将该学科局限在分析哲学框架中的语言分析( 分析性语言哲学) 和日

常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不是一回事。其实，凡属于同语言哲学学科目

的一致的语言研究和反思都应该纳入语言哲学。赵凯引进的梅洛 － 庞蒂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语言哲学

来说，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将文化因素纳入语言哲学的研究中。

文化世界: 知觉世界之“说”*

———梅洛 － 庞蒂言语行为理论的独特维度

赵 凯
(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梅洛 － 庞蒂将言语行为奠基于经其现象学还原后的原初知觉世界。知觉世界不仅是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前

提，而且是一切意义的诞生地。身体 － 主体通过其知觉活动使知觉世界充满沉默的、前语言的原初意义。梅洛 － 庞蒂认

为，只有言语行为能够将这种前语言的原初意义“说”出来，也只有言语行为才能使知觉世界“说”出自身并且实现生存

性转变，升华为语言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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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World: The Speaking of the Perceptual World
— The Special Dimension of Merleau-Ponty’s Act of Speech

Zhao Kai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Merleau-Ponty’s act of speech is founded on the perceptual world which is the original world after the phenomenological re-
duction． The perceptual world is the background from which all acts stand out，and is presupposed by them． Moreover，it is the
cradle of any meaning． The body-subject invests the perceptual world with silent，original and prelinguistic meanings through its
perceptual experience． Merleau-Ponty claims that it is the act of speech that can speak out the original and prelinguistic mea-
nings，and it is also the act of speech that can make the perceptual world manifest itself，and further realize its existential subli-
mation into the cultural world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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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语言转向。无

论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把语言置

于其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总的来看，分析哲学

家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和清晰性，而欧陆哲学家则

钟情于语言与人及其生存的关系。在欧陆哲学

中，“如果我们不把后来的哲学解释学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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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范围内对于语言问题的最系统的哲学思考

当归于梅洛 － 庞蒂”( 杨大春 2005: 265) 。作为法

国著名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家，梅洛 － 庞蒂对语言

问题的思考贯穿其哲学始终。从前期的生存论到

后期的存在论，梅洛 － 庞蒂始终强调语言的实践

性，将语言视为一种“说”的行为或活动，将“说”
( 言语行为) 视为人的生存方式，形成风格独特的

言语行为理论。与其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不同，梅

洛 － 庞蒂的言语行为理论不仅有扎实的生存论根

基，而且还可以实现经现象学还原后的知觉世界

向语言文化世界的过渡，并为解决意义问题、他人

问题、历史问题等提供新的理论路径。在梅洛 －
庞蒂哲学中，知觉和身体是一切行为( 包括言语

行为) 展开的基础和前提，知觉世界孕育着有待

“说”出的原初意义。本文以知觉和身体为出发

点，在理清梅洛 － 庞蒂对言语行为和原初意义的

现象学描述基础上，探讨言语行为在知觉世界向

文化世界过渡中的关键作用，凸显其言语行为理

论的独特维度。

1 言语行为的基础和前提: 生存论现象学视

角下的知觉与身体 － 主体
梅洛 － 庞蒂哲学以“含混”著称。其哲学的

含混性“要求我们超出自为和自在的选择来设想

人的生存本身”( 梅洛 － 庞蒂 2005: 1) ，克服科学

客观性和先验主观性而回归物性与灵性交织的生

活世界。梅洛 － 庞蒂欲从生存论出发走出传统哲

学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困境，解决理智主义和经验

主义的纷争。由于“现象学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

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概念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

和极端的客观主义 结 合 在 一 起”( Merleau-Pon-
ty1962: xix) ，所以梅洛 － 庞蒂在坚持生存论的同

时选择了现象学。他认为，现象学的世界不是先

验自我的构造物，也并非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世

界，而应该是存在的基础，是构成一切知觉活动的

场，是“认识始终在谈论的在认识之前的这个世

界”( Merleau-Ponty 1962: ix) 。于是，通过其独特

的现象学还原，梅洛 － 庞蒂将世界还原为一个原

初的知觉世界，并将知觉视为一切行为( 包括言

语行为) 的基础和前提。
知觉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常见的却非首要的

概念，以往的哲学家在涉及知觉问题时常常将其

纳入感觉范畴，认为探讨知觉也就是探讨感觉、可
感性、感觉材料等问题。但在梅洛 － 庞蒂哲学中，

知觉却与上述问题无关。梅洛 － 庞蒂将知觉视为

“哲学家的绝对知识”，并开创性地将知觉置于其

哲学研究的首要地位，认为知觉是构成一切知识

的基本层次，“对知觉的研究必须先于其他层次

的研究，如文化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研究”
( 施皮格伯格 1995: 767 ) 。那么梅洛 － 庞蒂的知

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梅洛 － 庞蒂在《知觉现象

学》前言中写道，“知觉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甚

至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知觉是

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 Mer-
leau-Ponty 1962: x) 。也就是说，知觉不是经验主

义感觉材料对人体的机械刺激，也不是理智主义

知觉意识的知性活动，而是先于一切科学反思的

一种前客观的领域。确切地说，知觉是一种前反

思的、前科学的、主客未分的原初生存体验。正是

这种知觉体验成为梅洛 － 庞蒂现象学描述的终极

对象。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总结道，

“梅洛 － 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主要是试图考察我们

对先于任何科学说明而被给予的世界的体验中的

基本层次。知觉就是我们所特有的进入这个层次

的通路。因此，主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具体地观

察并描述这个世界是如何将自己呈现给知觉的，

不忽略它的意义和意义的缺乏，它的明晰性和它

的暧昧性”( 施皮格伯格 1995: 768) 。
既然知觉是生存体验的原初层次，那么也就

意味着在知觉体验中人与世界建立起最基础的关

系。梅洛 － 庞蒂认为，人与世界并非传统哲学中

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关系———在世界中

存在( being-in-the-world) 。人并非作为先验意识

或客观物体，而是作为身体存在于世界中，“因为

身体始 终 和 我 们 在 一 起，因 为 我 们 就 是 身 体”
( Merleau-Ponty 1962: 206 ) 。梅 洛 － 庞 蒂 的“身

体”不是与心灵相对的二元论的身体，而是现象

学意义上的现象身体，融合了心灵和肉体的灵化

身体。在梅洛 － 庞蒂看来，身体不仅是人在世界

中的定位和在世界中存在的媒介物，而且还是

“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 Merleau-Ponty
1962: 146) 。身体通过生存运动与世界进行着原

初的互动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前反思的生

存意义赋予世界。这样，身体“进入到主体的序

列中，并因此挤走了纯粹意识”( 杨 大 春 2005:

198) 而成为知觉的主体、身体 － 主体。梅洛 － 庞

蒂所谓的身体 － 主体是暧昧的、不透明的、前意识

的，是一种“无性、数、格的主体性”，“它只能把

握本身和把握世界，它不构成世界，它把周围的世

界设想为不是它产生的一个场”( Merleau-Ponty
1962: 404) 。也就是说，身体 － 主体在反思意识形

成之前已经在世界中存在，并前意识地与世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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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形成互属关系: 身体 － 主体以世界为其生

存界域，世界以身体 － 主体为其意义核心。身体

－ 主体及其知觉活动不仅构成了一切行为的基础

和前提，而且还是一切意义的发源地。

2 原初意义的诞生及表达: 知觉世界与身势

动作
身体 － 主体超越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将

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通过原初生存活动向世界开放。在梅洛 － 庞蒂看

来，“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中: 身

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

生命和 供 给 它 养 料，与 之 一 起 形 成 一 个 系 统”
( Merleau-Ponty 1962: 203 ) 。这个系统被梅 洛 －
庞蒂称为知觉世界。

知觉世界又叫做现象世界，是经过梅洛 － 庞

蒂现象学还原后的原初领域。在知觉世界中，身

体 － 主体以世界为其生存环境并通过原初知觉体

验进入到世界的深处，世界也通过身体 － 主体的

原初知觉体验获得自身的存在。身体 － 主体与世

界相互侵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不仅构成“一

切理性、一切价值和一切实存预设的基础”( Mer-
leau-Ponty 1964: 13) ，而且还在活生生的知觉体验

中形成一个原初意义系统，其对应关系及意义无

需经意识反思就能被使用。换言之，身体 － 主体

通过知觉体验构成人的实存基础的同时，也使知

觉世界充盈着非主题化的原初意义。
然而，身体 － 主体的前意识性决定它无法像

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一样超然地赋予知觉世界以意

义。那么原初意义何以能诞生于知觉体验中呢?

在梅洛 － 庞蒂看来，由于原初知觉体验具有自发

性、前客观性和前意识性，所以知觉世界中既没有

具有构成能力的意识，也没有客观化的思维，存在

其中的只是“一种不同于认识的与物体建立联系

的方式”( Merleau-Ponty 1962: 387) ，一种纯粹的、
无声的体验。之所以说它是无声的，是因为它先

于语言，先于任何主题化。梅洛 － 庞蒂认为，“在

知觉中，我们不思考物体，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有思

维能力的人，我们属于物体，我们与身体融合在一

起”( Merleau-Ponty 1962: 238) 。尽管身体 － 主体

前反思、前意识地陷入知觉世界之中，但知觉世界

却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有待于“引向其本意

的纯粹表达”( Merleau-Ponty 1962: 219) 。其意义

核心正是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活生生的意

义的扭结”( Merleau-Ponty 1962: 151) 。身体 － 主

体在意向之线的牵引下，在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中，

通过知觉活动“把一种意义置入到不具有意义的

东西中”( Merleau-Ponty 1973: 78 ) 。身体 － 主体

在知觉活动中产生的意义是一种前意识的、前语

言的身势动作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知觉活动不

可分离，因为“意义在动作本身中展开，正如在知

觉体验中，壁炉的意义不在感性景象之外，不在我

的目光和我的运动在世界中发现的壁炉本身之

外”( Merleau-Ponty 1962: 186) 。
“任何知觉，任何以知觉为前提的行动，简而

言之我们的身体的任何使用已经是原初表达。”
( Merleau-Ponty 1973: 78) 梅洛 － 庞蒂进而认为身

势动作意义在知觉活动中的产生过程就是其获得

自我表达的过程。身体具有一种自然表达的能

力，身体 － 主体通过其生存活动使原初的动作意

义获得表达，原初的动作意义通过身体行为使身

体获得理解。于是，身体在知觉经验中既充当能

指又兼作所指，在能指、所指未分的含混状态中实

现了原初意义的表达。
作为一位始终关注生存的哲学家，梅洛 － 庞

蒂在探讨原初意义及其表达问题时要克服唯我

论:“我( je) 这个词如何能用于复数?”( Merleau-
Ponty 1962: 348) 。复数的身体 － 主体如何表达自

身并获得相互理解? 也就是说，在知觉世界中他

人的行为如何获得表达并得到我的理解，反之我

的行为又怎样表达并能被他人理解呢?

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或将人看成自在的存

在，也就是展现在空间里的物体的存在; 或将人视

为自为的存在，也就是意识的存在，却都不约而同

地陷入客观思维的窠臼，无法为他人及诸意识留

有位置。梅洛 － 庞蒂认为，不能将意识“设想为

一个有构成能力的意识和一个纯粹的自为的存

在，而应该把它设想为一个知觉的意识、行为的主

体，在世界上存在或生存，因为只有这样，他人才

能出现 在 其 现 象 身 体 的 顶 点，接 受 一 种‘地 点

性’”( Merleau-Ponty 1962: 351 ) 。他人的出现使

知觉世界不再仅仅是唯我的世界，它既向我呈现，

也向他人呈现，呈现给开始显现在他人身上的另

一种行为。于是，身体及其知觉体验具有了主体

间的意义，“是我的身体在感知他人的身体，在他

人的身体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

种看待 世 界 的 熟 悉 方 式”( Merleau-Ponty 1962:

354) 。在知觉世界中，身势动作意义不是作为物

体呈现出来，而是被他人的行为重新把握和理解

的。“我在动作中看出愤怒，动作并没有使我想

到愤 怒，动 作 就 是 愤 怒 本 身”( Merleau-Ponty
1962: 184) 。梅洛 － 庞蒂通过对身势动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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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描述实现了我与世界及他人原初的沟通和理

解，使原初意义及其表达走出意识哲学的困境回

到人的实存当中。
然而，知觉世界的原初性和前反思性决定了

知觉经验及其表达只能是“沉默无声”或者说是

前语言的。在世界中存在( being-in-the-world) 的

身体 － 主体虽然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一个意义系

统，但这个系统中的意义只能被使用却不能被阐

明。也就是说，身势意义( 身体 － 主体的动作意

义) 虽然存在但不能被主题化，无法通过自我意

识( 反省) 得到确定。它属于“沉默的我思”，有待

于“被言语重新获得、确定和阐明”( Merleau-Ponty
1962: 404) 。作为在世界中的存在，身体 － 主体不

能像意识主体一样寓于自身，寓于笛卡尔式的我

思。身体 － 主体要说话，要成为说话主体，因为

“我只有通过语言的中介才能理解我的思想和我

的存在”( Merleau-Ponty 1962: 400) ，因为“语言具

有的使被表达的东西存在，为思维开辟道路、新的

维度、新 的 景 象 的 能 力”( Merleau-Ponty 1962:

401) 。况且梅洛 － 庞蒂认为笛卡尔的我思也是

“一种使用语言和发出词语的声音的自我意识，

一种凭语言的我思”( Merleau-Ponty 1962: 401 ) 。
言说是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 － 主体如何能

够实现生存性的转变成为说话主体，知觉世界如

何过渡到语言文化世界就成为梅洛 － 庞蒂亟待解

决的问题。
其实，梅洛 － 庞蒂对知觉世界的描述已经为

其进入文化世界做好了奠基工作。他解释说，

“我没有声称文化就在于知觉。构成知觉经验之

上的第二层经验，是整个文化世界。而知觉经验

就像是必不可少的根基”( 梅洛 － 庞蒂 2002: 52) ，

而且“我们的身体是构成文化世界所有表达和所

有获 得 的 可 能 性 条 件”( Merleau-Ponty 1962:

388) 。可见，文化世界奠基于知觉世界，身体是

言语表达的前提。梅洛 － 庞蒂于是将言语实践活

动( 言语行为) 视为特殊身势动作，从而实现从知

觉世界向文化世界的生存性转变。

3 文化世界的生成: 知觉世界之“说”
在知觉世界中，“世界不是我所思的东西，我

向世界开放，我不容置疑地与世界建立联系，但我

不拥有世界”( Merleau-Ponty 1962: xvii) ，世界与

我完美地交织在一起。这里的一切还尚未主题

化: 主客体未分，不存在思维、观念和语言，我前反

思地通过知觉体验与世界原初地关联着。知觉体

验使知觉世界充盈着意义，但却不具有将其明确

表达出来的形式和手段。“正如叶脉总是从里面

支撑着叶子一样，观念是经验的织纹，是它的风

格，它首先是沉默的，接着被大声说出来”( Mer-
leau-Ponty 1968: 119 ) 。梅 洛 － 庞 蒂 认 为，只 有

“说”( 言语行为) 才能将知觉体验以及沉默的意

义确定并表达出来，也只有通过“说”知觉世界才

能升华为文化世界，“说”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言语是一种真正的动作，它含有自己的意

义，就像动作含有自己的意义。”( Merleau-Ponty
1962: 183 ) 遵循着身体和知觉的奠基性原则，梅

洛 － 庞蒂将言语实践活动( 言语行为) 视为特殊

的身体动作，特殊之处在于其通过词语寻求自身

的表达，因为“言语的最初意义在言语力图表达

的这种体验原本中”( Merleau-Ponty 1962: 337 ) 。
由于词语的出现，身体行为超越自身升华为言语

行为并使“精神的或文化的生活从自然的生活中

获得其结构”( Merleau-Ponty 1962: 193) 。
身体对于梅洛 － 庞蒂来说不是客观的，而是

现象的。现象身体向世界开放并具有一种综合能

力，能够将外物结构化，可以在其习惯从事的活动

中融合活动的工具，使其如同身体器官一样参与

身体本身的最初结构中。比如，“盲人的手杖对

盲人来说不再是一件物体，手杖不再为手杖本身

而被感知，手杖的尖端已转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区

域，增加了触觉活动的广度和范围，它成了视觉的

同功器官”。于是，“手杖成为了身体的一个附

件，身体综合的一种延伸”( Merleau-Ponty 1962:

143) 。就言语行为而言，身体通过其发音器官把

某种运动本质转变为声音，身体向一种新的行为

开放并获得了一个新的习惯动作。“我不须要回

想外部空间和我自己的身体，就能使我的身体在

外部空间里运动……同样，我也不须要回想词语，

就能够 认 出 它 和 读 出 它”( Merleau-Ponty 1962:

180) 。这样，通过一种新的结构化，语言被纳入

身体中，成为身体的延伸。“我回想词语，就像我

的手伸向被触摸的我的身体的部位，词语在我的

语言世 界 的 某 处，词 语 是 我 的 配 备 的 一 部 分”
( Merleau-Ponty 1962: 180 ) 。所以梅洛 － 庞蒂认

为，“关于言语，我们既不能说它是用智力活动，

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运动现象: 言语就是运动机

能”( Merleau-Ponty 1962: 194) 。
既然言语行为是身势动作的延伸和升华，那

么言语行为的意义( 语言性意义) 是否也源于身

体的动作性意义呢? 在梅洛 － 庞蒂看来，身体通

过身势动作将某种原初意义赋予世界，而“词语

的概念意义最终应该通过对内在于言语的一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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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 义 的 提 取 而 形 成”( Merleau-Ponty 1962:

179) 。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身势、表情、语言都

属于身体动作，是生存本质的体现和表达，只不过

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应该在情绪动作中寻找语

言的最初形态，人就是通过情绪动作把符合人的

世界重迭在给出的世界上”( Merleau-Ponty 1962:

188) 。言语行为的意义与身体动作的意义同源，

只不过言语行为使“运用我们的身体的某种方式

突然有了某种转义，并把它传递到外面”( Mer-
leau-Ponty 1962: 194) ，“就像我们的身体突然顺

从在获得的习惯中的一个新动作，思想和表达就

同时形成”( Merleau-Ponty 1962: 183) 。
如同身势行为与原初的生存意义相互蕴含一

样，语言的意义和言语行为也不可分离。语言意

义在言语行为自身中实现，“语言动作和所有其

他动作一样，自己勾画出自己的意义”( Merleau-
Ponty 1962: 186) ，词语的意义最终来源于词语本

身。这里所说的词语意义并非指词语的概念意义

或词典意义，而是词语的存在意义、情景意义，它

“不仅由言语表达，而且也寓于言语中，与言语不

可分离”( Merleau-Ponty 1962: 182) 。梅洛 － 庞蒂

十分重视对词语的情景意义和概念意义进行区

分，即区分“能说的语言”和“被说的语言”，“能

表达的言语”和“被表达的言语”。他认为前者的

表达活动是原初的，能分泌出新的含义，而后者则

是言语行为经过沉淀后形成的客观化的语言符号

系统。言语的表达活动“构成了一个语言的世界

和文化的世界，使趋于远方的东西重新回到存在，

由此形成了就像拥有获得的财富那样拥有可支配

意义 的 被 表 达 的 言 语”( Merleau-Ponty 1962:

197) 。只有回归语言现象，身体 － 主体才能成为

说话主体，也正是在言语实践本身中我们才学会

理解。
言语行为不仅使语言性意义成为可能，它同

时也使思维和思想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的原初体

验和思想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确定下来，才具有

可反思性。梅洛 － 庞蒂认为语言和思想相互实

现，不存在脱离语言的纯粹思想，纯粹思想只能是

意识的某种空虚，一种瞬间的愿望。换言之，在言

语行为之前存在的不是有待表达的思想，存在的

只是一种模糊的，前反思的“意指意向”。“说话

人的言语不表达即成的思想，而是实现这种思

想。”( Merleau-Ponty 1962: 178 ) 通过言语的实践

活动，一种激活语言事件的意指意向得到实现，思

维经过语言表达之后成为我们的思想，同时沉默

的知觉世界也通过言语行为升华为语言和文化的

世界。梅洛 － 庞蒂在《间接语言》中写道: “当我

们从事件的维度过渡到表达的维度时，我们改变

了秩序但没有改变世界: 我们接受的那些同样的

材料变成了有含义的系统”( Merleau-Ponty 1973:

75) 。
在知觉世界中，我通过身体感知他人。而在

文化世界中，“说话的‘我’被安置在身体和语言

之中……如同被安置在一部把‘我’神奇地传输

到他人视野里的机器之中”( Merleau-Ponty 1973:

19) 。借助于语言和身体，说话主体与他人相适

应，说话和理解成为自我 － 他人系统中的沟通方

式。“一旦人使用语言来建立和他本人、和他的

同类的一种活生生关系，语言就不再是一种工具，

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内在的存在以及把我们和

世界、我们的同类连接在一起的精神联系的一种

表现，一种体现。”( Merleau-Ponty 1962: 196 ) 通过

言语行为、语言活的使用，说话主体在将其自身投

射给他人的同时又将他人引向自我，语言成为自

我与他人的关系的纽带。在梅洛 － 庞蒂看来，文

化世界可以提供自然无法呈现的东西，因为“在

所有的表达活动中，只有言语能沉淀下来和构成

一种主 体 间 获 得 的 知 识”( Merleau-Ponty 1962:

190) ，“可支配的意义，即以前的表达行为，在会

说话的主体中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而当前

的和新出现的言语就和这个共同世界有关联，就

像动作和感性世界有关联”( Merleau-Ponty 1962:

186) 。语言是我和他人的公共领域，我的思想和

他人的思想在这里交汇，“在一种完全的相互关

系中，我们互为合作者，我们互通彼此的看法，我

们通过 同 一 个 世 界 共 存”( Merleau-Ponty 1962:

354) 。
身体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原初手段，知觉体

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一般方式，而语言则是

将身体的体验结构延伸至符号性的文化世界中的

媒介。“语音动作实现了某种体验的结构，某种

生存的变化”，“人们最终承认言语的动作或存在

意义”( Merleau-Ponty 1962: 193) 。梅洛 － 庞蒂得

到的终极事实: “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
( Merleau-Ponty 1962: 197) 。“正如其他动作的理

解必须以所有的人共有的被感知世界为前提”
( Merleau-Ponty 1962: 194) ，言语行为也同样奠基

于这个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已经在言语实践活

动中升华为文化世界。

4 结束语
梅洛 － 庞蒂的言语行为理论始终关注人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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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实践，强调语言的含混性和超越性，具有较强的

独创性和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言语看成行为或实践的观点并不是

没有人提出过，其中比较成熟且影响较大的是分

析哲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奥斯汀和塞尔以及后期维

特根斯坦。虽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考虑到语言使

用者，重视语言的实际使用和情景语境，但是都或

多或少受到逻辑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和思想视为

自足的系统，将人视为系统中的常量和语言的承

载者，强调语言的明晰性和实用性，没有看到语言

的含混性及其生存论基础。而梅洛 － 庞蒂将言语

视为“我们的生存超过自然存在的部分”( Mer-
leau-Ponty 1962: 197) ，超越表象论和指称论确立

言语与意义、思想的辩证关系，并开创性地通过

“能表达的言语”( 言语行为) 解决知觉世界向文

化世界的过渡问题。他将生存论与现象学相结

合，在使语言回归语言现象的同时强调生存的语

言性和语言的生存性。
其次，梅洛 － 庞蒂对“能说的言语”和“被说

的言语”的区分和语言现象学相关思想受到索绪

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不过，梅洛 － 庞蒂在

吸收了结构主义的合理因素后超越了结构主义。
他不仅将语言视为系统，强调语言的结构性，而且

还将研究重心从结构主义重视的语言( langue) 转

向言语( parole) 。这样就凸显出说话主体在语言

结构中的作用，通过言语行为打通了能指和所指

的界限，使能指和所指具有可逆性，将“能指为所

指所超出看成表达的根本事实”( 梅 洛 － 庞 蒂

2003: 52) 。
最后，在后期思想中，梅洛 － 庞蒂将语言提升

至存在论的层面，但始终没有放弃言语行为的实

践性及其生存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

后期虽然也持存在论语言观，但与梅洛 － 庞蒂后

期的存在论语言观具有一些差别: 海德格尔后期

几乎将语言等同于存在，认为人听从存在的呼唤

而说，强调语言在逻辑上先于存在者存在，而且海

德格尔所说语言已是存在之言而非人的日常语

言; 而梅洛 － 庞蒂恰恰意识到并把握住语言的感

性基础，使语言牢牢扎根于知觉世界。认为存在

只有在人的语言中才能显现，言语实践是沟通不

可见与可见的桥梁，言语与存在交织在一起，强调

言说与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和可逆性。
综上所述，梅洛 － 庞蒂对语言的重视贯穿其

哲学始终，其独特的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可以克服

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语言观的缺陷，而且还可以

为解决他人问题、历史问题以及存在等问题提供

新的理论维度和视角。所以，对梅洛 － 庞蒂语言

思想及其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

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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