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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得有位语言学的前辈将他的回忆文集命名为“语言中的一生”，贯穿在我的这些文章里的也都是对
语言问题的执著探究：语言的构造、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语言学科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语言在社
会历史环境中的演变、语言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外语教学以及与语言有关系的各种社会思想文化历
史问题等。

褚孝泉编著的《言为心声——语言思想文化论集》是攻玉文丛之一。
本书内容包括略谈语言的图像性、认知科学中的语言学理论、中西语言学理论差异的思想根源、试论
语言科学的经验性基础、谈谈语言科学中理论和经验材料的关系、论语言学在古希腊时代的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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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褚孝泉，教授，毕业于法国马赛第一大学，获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在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外
文学院）任教至今，现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语言学思想史、句法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
至今在中国和法国出版专著多部，包括《语言哲学》，《语言科学探源》，《法语语言学导论》
，Guide de la correspondence et du message ecrit en chinois,Les verbs modaux du francais等，并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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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语言时想要解决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语言是怎样表达真理
的？
或者说，怎样才能确定语言所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
这个问题当然是与整个希腊哲学关心的中心问题紧密相连的。
这且是他们在与智者学派的论争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与智者学派相反，柏拉图认为存在着客观的可以切实衡量的真实，而语言可以成为表达真实的手段。
为了证明这一点，柏拉图试图在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真实之间建立联系。
他首先想确定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中我们可以提出真和假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语段都与真实或虚假的问题有关，只有具有一定结构的语段才涉及到真实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狮子、鹿、马”，或者说，“走、奔、睡”，这都构不成句子，也都谈不上其内容的
真假问题。
只有当我们将表示行动的词与表示作行动者的词连续起来时，我们这才能提出真假的问题。
例如，“提埃坦特坐着”可被认可为一句真话，而“提埃坦特偷东西”可被认可为一句假话。
这也就是说，只有将名词和动词连接起来时，我们才能去作出真假的判断。
这是因为只有具有这样结构的语段才涉及特定时空中的一个具体的人物的具体情景，人们才有可能将
话语与这个情景相验证以确定其真实性或虚假性。
从柏拉图的这整段对话的论证过程来看，柏拉图的目的很显然不是对古希腊语词语的形态结构作一个
技术性的分析。
他在试图为语言中的真理问题寻找一个形式化分析的基础。
涉及真理问题的话语必须具有两个必要成分：名词和动词。
名词表示所要陈述的对象，而动词表示的是陈述的内容。
有了这两个成分的组合，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真理的问题。
对于柏拉图来说，名词和动词这两个概念的主要作用与其说是构成了词法分析的一个框架，不如说是
提供了进行真理问题研究的一个基础。
　　通过对语言的形式分析来寻求对真理的把握，这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柏拉图的《智者篇》及《克拉底鲁篇》等对话可说是其滥觞，其后循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起来的形式逻
辑则更进一步而成了通过语言形式达到真理的可靠手段。
柏拉图认为思想、判断和表述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三者都统一在名词和动词组成的句子上。
句子是能够表达真理的基本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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