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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所收的论文中，胡壮麟的“谈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倾向”和张后尘的“语言学研究与现代科学
发展”，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所收论文中也不乏跨学科探讨，如孙炬的“维索尔伦顺应论的语言哲学观”，从共时的角度展现了语
用学的跨学科性质，“说明当今的语言学研究在向其他人文学科输出思想的同时，也从其他学科(特别
是哲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邓志勇的“英汉修辞学的差异：从定义谈起”指出英汉修辞学的差异，表现在跨学科研究上：汉语修
辞学相对比较封闭，英语修辞学显得比较开放，体现了跨学科性。
王雪明在“文学翻译的中西接受美学比较”中提出中西接受美学的互补和融合对文学翻译的研究有着
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以上研究可见跨学科研究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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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样一些基本认识包含必须注意到的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在这里点一下：　　（1）思想转化
为文本仍然是思想，这是一个由思想到思想的生成过程。
　　人文学科的一种基本的认识方式是读书。
读书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由思想到思想（毛泽东所谓的“本本主义”）。
由思想到思想的过程，尽管是生成性的（generativity），但是，仍然有一个根本的来源问题无法回答
，即思想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这在人文学科中往往被篡改为人和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世界的本相通过人的认识——即接触他人的
认识，特别是名人的思想——才能接触到实质。
于是，权威崇拜也特别厉害。
　　（2）移情式的感受作为理解的机制，建立在人类共性和可理解性的基础上。
　　人的认识方式，在相互关系的意义上，就是移情。
但移情式的感悟作为理解，仍然是推己及人的逻辑运演。
在这一方面，人与人的差别不再显得重要，而人与人的主体间的沟通性（communicativity）则加以强
调。
也就是说，在假定人类本性和领晤能力及传达能力是共通的时候，忽略了人与人的差距，或者说共性
大于差异性，由此最终可能导致相互的不理解，或在理论上消解了差异性的认识论前提。
　　（3）语言在人文学科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自然科学方法所无可比拟的。
　　语言诚然是人类最重要的认识、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但是语言的问题在于：在认识和表述习惯上
，语言必须将一切问题简约化和抽象化，而在语言是一个大众的、公共的工具的意义上，语言倾向于
将一切认识差别敉平（leveling up）。
这样，语言就可能意味着思维的平庸与平均水平上的重复。
诗人的作用，大约在于要革新出一种新的语言，来恢复人对于世界的敏感，和对于自己思想的准确领
悟与传达于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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