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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研究》

内容概要

语言问题从来就是哲学视野中的重要话题。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国外语言学家都经受过哲学的早期
训练。这样必然使他们的语言学研究原创性多（没有只引进不创新之类的奇怪病像），理论深刻，方
法论丰富，可是国内长期忽视了。王寅老师号召国内语言学界及早地具有自觉意识，全面地打通哲学
与语言学，做个语言学研究的明白人。他在这本书中1清晰梳理西方哲学和语言哲学简史、主要内容
和研究方法；2积极响应中国学者提出的前沿观点，努力发展钱冠连先生等提出的"中国后语哲"理论。
他提出，研究西土的东西不忘本土的资源。继承重要，不忘创造更重要。这方面的论述，贯穿全书至
始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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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寅，现为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认知科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和苏州大学英语语
言文学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
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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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序一王寅教授《语言哲学研究》的启示钱冠连1序二陈嘉映7
前言1
第一章语言哲学入门
第一节西方哲学简表
一、 序言
二、 西哲简表
第二节简论形而上学
一、 "形而上学"到底何意？
二、 从哲学上"形"说起
三、 翻译之误
四、 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Being为"毕因"
一、 研究Being的意义
二、 Being的翻译
三、 小结
第四节哲学的三次转向
一、 古希腊哲学：毕因论转向
二、 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
三、 现代哲学：语言论转向
四、 小结
第五节哲学的第四转向
第二章西方哲学家论语言：五段情结
第一节哲学与语言学互动的简史
第二节古希腊的毕因论转向
一、 赫拉克利特
二、 高尔吉亚
三、 苏、柏、亚
四、 小结
第三节亚里士多德：语言与哲学
一、 引言
二、 从语言分析到哲学与逻辑
第四节中世纪的神学毕因论时期
一、 上帝创造语言
二、 哲学中的唯名论与唯实论
三、 语言学中唯名论与唯实论
四、 思辨语法
五、 助范畴论
六、 小结
第五节近代史上认识论转向
一、 经验论者
二、 理性论者
三、 普遍论与相对论
四、 小结
第六节现当代语言哲学转向时期
一、 语言哲学三原则
二、 20世纪语哲对语言学的影响
三、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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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后现代转向下的认知语言学
第三章语言哲学之源：六项原因
第一节反思形而上，另辟新蹊径
第二节经验兼理性，相得又益彰
第三节新符换旧桃，人工语登场
一、 从主词到谓词
二、 从表层到深层
三、 从部分符号到全部符号
第四节顺应新趋势，倡导科学化
第五节现代语言学，功劳不可没
一、 语言具有先在性，语言使思想出场
二、 批判语言工具论
三、 关系vs命题/事实
四、 关门风刮及各科
五、 整体性同构关系
六、 为解构论提供靶源
七、 索氏对语哲的其他影响
八、 索氏与语哲三原则
第六节兴语言分析，批心理主义
一、 狄尔泰
二、 布伦塔诺
三、 冯特
四、 弗洛伊德
五、 小结
第四章语哲学习主线：七条途径（上）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谱系梳理
一、 英美分析哲学
二、 日常语言学派
三、 维氏前后期理论及比较
四、 欧陆人本哲学
第三节语言分析
一、 弗雷格
二、 罗素
三、 维氏
四、 维也纳小组
五、 塔尔斯基
六、 奎因
第四节意义的定义
第五章语哲学习主线：七条路径（下）
第五节分析与综合之分
一、 分析与综合之分
二、 反思分析与综合之分
三、 "分析"的多种含义
四、 "分析"与"思辨"之分
第六节40要点
第七节专名的内涵与外延之争
一、 指称论：意义研究之始源
二、 专名的内涵与外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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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传承与超越
第六章意义的定义（上）：指称与涵义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指称论
第三节观念论
一、 古希腊
二、 近代
三、 现当代
四、 我国学者
第四节涵义论
一、 L与S直接连接
二、 S与R直接连接
三、 L与R间接连接
第五节命题论
第六节摹状论
一、 摹状论与认识论
二、 摹状语与代词
三、 "存在"不做谓词
第七章意义的定义（中）：外延方法
第七节证实论
第八节真值论
第九节功用论
第十节行为论
第十一节语境论/情境论
第八章意义的定义（下）：内在论与人本观
第十二节意向论
第十三节关系论
一、 "切二留一"和"内指关系论"
二、 理论基础和深远影响
第十四节成分论
第十五节替代论
第十六节现象学意义观
一、 现象
二、 现象学
三、 现象学还原
四、 意向性
五、 现象学意义观
六、 人本观
第十七节存在主义意义观
一、 两点超越
二、 思与诗
三、 存在主义意义观
四、 现代解释学
第十八节解释学意义观
一、 理解的特征
二、 解释学后继者
第十九节解构主义意义观
一、 消解结构，否定系统
二、 解构论意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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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认知意义观
第二十一节多元互动观
第九章指称论之争：四种主要观点
第一节意义多元论
第二节指称论与摹状论
一、 指称论难题
二、 弗雷格的解决方案
三、 罗素的解决方案
四、 摹状论的问题
五、 维氏和塞尔的修补方案
六、 其他学者的修补方案
第三节摹状论与因果论
一、 因果论出场
二、 摹状论与因果论之别
第四节两论具有互补性
一、 摹状论之不足
二、 因果论之缺陷
三、 两论互补
第五节命名转喻论
一、 概述
二、 转喻论新析
三、 小结
（下）第十章乔姆斯基：TG学派语义观
第一节TG理论简述
一、 第一阶段（1957）：SS
二、 第二阶段（1965）：ST
三、 第三阶段（1972）：EST
四、 第四阶段(1975/1976)：REST
五、 第五阶段(1981)：GB
六、 第六阶段（1993）：MP
第二节TG的五种意义观
一、 解释派语义学
二、 生成派语义学
三、 菲尔墨格语法
四、 齐夫语义理论
五、 分解语义学
第三节外在论与内在论
一、 外在论
二、 内在论
三、 对比乌尔曼和萨义德的意义理论分类
第四节结语
第十一章意义理论大观园：批判与发展
第一节指称论
第二节观念论
第三节涵义论
第四节命题论
第五节摹状论
第六节证实论
第七节真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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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功用论
第九节行为论
第十节 语境论
第十一节意向论
第十二节关系论
第十三节成分论
第十四节 替代论
第十五节TG语义观
一、 先句法，后语义，方向失误
二、 心智内在论语义观,较为片面
三、 形式语义观，局限太大
四、 几种TG语义观，各有不足
第十六节人本哲学语义观
第十七节认知语义观
第十二章现代形式逻辑：语言哲学的基础（上）
第一节形式逻辑简史
一、 经典形式逻辑
二、 近现代形式逻辑简史
三、 概念与函数
四、 "对象词-概念词"vs"S-P"
五、 哲学意义
第二节谓词演算
一、 个体常项
二、 个体变项与量词
三、 逻辑联结词
四、 经典逻辑现代化
五、 小结
第三节 命题演算
一、 逻辑原子论与逻辑真值表
二、 命题演算
三、 公式变换
第十三章现代形式逻辑：语言哲学基础（下）
第四节内涵逻辑
一、 从外延逻辑到内涵逻辑
二、 内涵逻辑的具体内容
三、 内涵逻辑的分类
第五节语义公设
一、 引言
二、 语义公设与涵义关系
第六节谓词的涵义特征
一、 引言
二、 谓词的元
三、 二元谓词的特征
第七节蒙塔古语义学
一、 概述
二、 主要观点
第八节现代形式逻辑的利与弊
一、 优点
二、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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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第十四章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主义（上）
第一节新时代的宠儿
一、 引言
二、 文学艺术的后现代主义
三、 社会文化的后现代主义
四、 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时期
五、 语言学的后现代主义
第二节后现代哲学思潮的超越
一、 过渡时期
二、 人本性和批判性
三、 破坏性和解构性
四、 建设性和体验性
第三节后现代哲学的特征
一、 哲学王与非哲学
二 基础论与超基础
三、 中心论与去中心
四、 理性论与非理性
五、 人本观与后人道
六、 二元论与多元论
七、 破坏性和建设性
第十五章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主义（下）
第四节认知语言学：哲学第四转向的产物
一、 体验人本观
二、 原型范畴论
三、 互动建构论
四、 识解多元化
五、 语义模糊性
六、 语言差异性
七、 隐喻认知论
八、 新创性结构
第五节对语言的新认识
一、 语言是社会生产力
二、 语言是民族凝聚剂
三、 语言是知识储备库
四、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第十六章中国后语言哲学：出场与成长
第一节概述
一、 什么是哲学？
二、 什么是语言哲学？
第二节中国后语言哲学
一、 出场
二、 四项原则
三、 四原则呈递进关系
四、 小结
第三节中国后语哲的方法论思考
一、 引言
二、 引进西方理论可取，尤以进路和方法为先
三、 不必仅盯住西方，当兼顾国人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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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必终老一派之说，必要时当另起炉灶
五、 反思激进人本观，倡导体验人本观
六、 理论结合实践，体认象似性直接指导教学
第四节结语
第十七章超越与回归：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新增长点
第一节从哲学的超越和回归说起
一、 超越
二、 回归
三、 超越与回归互含
第二节体验哲学溯源
一、 体验哲学概述
二、 心智的体验性
三、 认知的无意识性
四、 思维的隐喻性
第三节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超越
一、 体验哲学的超越
二、 认知语言学的超越
第四节笔者心得与中国后语哲
一、 确立核心原则
二、 溯源体验哲学
三、 建构SOS理解模型
四、 细化认知分析
五、 提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
六、 拟构认知语言学权宜性定义
七、 提出语言新性质"体验性"
八、 强调中西结合
第五节结语
第十八章后语哲视野下的SOS理解模型
第一节认识和理解：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第二节传统理解模式
一、 单向运思模式
二、 主客互动模式
三、 主主互动模式
第三节SOS理解模型
一、 单向观之误
二、 双向观之误
三、 SOS理解模型的解释力
第四节语料论证SOS理解模型
一、 辖域和背景
二、 视角
三、 突显
四、 详略度
第五节结语
一、 主客主式的体验性
二、 多重互动
三、 拟构观替代同构观
第十九章基于SOS理解模型的意义体认观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从二元走向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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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义二元观
二、 语义三元观
第三节从三角到线性的超越
一、 语义三元观之缺陷
二、 从三角到线性
三、 体认观与心智哲学
第四节体认观对一物多名的新解
一、 妻子
二、 向日葵
三、 月亮
四、 地瓜
五、 汉语108个"我"
第五节体认象似性
一、 概述
二、 形义象似观
三、 象似观的应用性
第六节结语
第二十章中国后语哲视野下的语言学研究
第一节概论
第二节不同哲学流派视野下的人本观
一、 古希腊人本观
二、 中世纪神本观
三、 近代人本观
四、 现代人本观
五、 后现代人本观
第三节 基于后现代哲学的体验人本观
第四节中国后语哲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
一、 概论
二、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三、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派
四、 认知语言学派
第五节后语哲视野下的隐转喻研究
一、 隐转喻在后语哲视野下复活
二、 隐喻方式是抽象思维的必由之路
三、 隐转喻具有普遍性
第六节结语
附录一重点推荐书目和工具书
附录二术语索引和汉译对照表
附录三人名索引和汉译对照表
主要参考书目

Page 11



《语言哲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