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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是人类与自然的纽带，江河日月、悲欢离合、美丽与丑陋、文明与野蛮、怜悯与冷漠无不杂
居在这片神奇的精神土地上。
语言重塑了世界，语言也混淆了世界，更重要的是，语言丰富了世界。
人类借助语言构建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的不可知性才日趋清晰可知；客观世界通过语言折射人类的心
理认知世界，语言规则是现实对象的规律在语言中的投影。
语言不单复制客观对象世界，更帮助我们认识现实世界。
语言与人类的认知密不可分，人类只有更好地理解语言，才能更好地认识人类自己。
因此，语言是人类认知能方的体现。
　　洪堡特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
语言是民族的最根本特征，民族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差异上。
语言与思维具有发生学的同源性，没有语言，人类的理性思维就丧失了思想的表达工具，失去了生存
的土壤。
同时，人类的精神活动也不断地影响语言。
在语言与精神之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的精神。
　　哲学是文化的根、语言学的摇篮，所以谓“文以载道”。
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是万物之学、智慧之学。
古希腊思想家以哲学之名、智慧之实来统称人类的一切知识；我国儒家经典《尔雅》释“哲”字目：
“哲，智也。
”自语言文字诞生的那天起，中外学者呕心沥血，穷究其功能奥妙，代代阐释，终而汇成了人类语言
研究的智慧源头——名实哲学。
　　人类对语言性质的思考恰似浩瀚江水东流，在西方，可以追本溯源至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那时
的智者已将探索触角延伸至能指和所指的动因关系——它们是自然临摹还是成俗约定，并由此形成了
分别以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对立阵营，拉开了影响长达两干多年的名实
论争之序幕；在我国，可追溯至先秦诸子百家时期的名实之辩。
东西方关于符号性质的名实论争对以后的语言哲学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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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大部分内容是作者最近十多年的研究心得，时间跨度比较大，其中多半内容先后以论文的形式在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语言与翻译》、《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发表过。
在此次写作的过程中，我将它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与整合。
个别术语可能前后不一致，比如目前所通行的术语“象似性”，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一直被
我用作“临摹”。
这次我做了一些修正，但并不彻底，主要是求其延续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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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第四节　范畴化与空间共性现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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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通常认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的“逻各斯”（10gos
）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
黄玉顺（2006）认为，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逻辑理性思维（10gic）和言
说（dialogue）。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
、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
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
苏联学者康德拉绍夫（1979）、荷兰学者Pieter Seuren（1998）指出，西方名实论争源于爱非斯的赫拉
克利特和阿布德拉的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
　　赫拉克利特的鼎盛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4一前501年。
他的著名观点是一切皆流，万物皆变，无物常住，即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和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东
西。
他的经典名言是“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水常流，再入水时，已非之前的水。
踏进同一条河的人，会不断遇到新的水流。
这种观点可视为西方关于时间悖论（time paradox）解释的滥觞，尽管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芝诺悖论
（Zenon paradox）并没有包括他的著名论点。
在语言符号性质问题上，他认为，每个名称都与它所表示的事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名称揭示了
事物的本质，如同树影映照在湖水中、个人形象映照在铜镜中。
该观点是我们目前从现有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最早论述。
　　赫拉克利特提出语词是大自然创造的。
在语言中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最恒定的东西存在于人类智慧的表达。
人类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结构（齐振海、王义娜，2005）。
赫拉克利特是迄今为止西方最早阐述符号性质问题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位主张语词包含了事物本质的
哲学家（Ogden、Richards，1956）。
　　从他的哲学思想来看，他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从他的语言哲学观来看，他是一位语言先验论
者，也是语言理性主义的倡导者。
他强调自然的巨大作用，忽略后天的经验作用。
其实，经验论与先验论、理性与感性、唯名与唯实，这些理念两干多年来始终贯穿于西方哲学和语言
哲学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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