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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作为意识哲学的语言
哲学如何可能？

———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语言分析

陈　鑫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８１）

摘　要：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语言主要体现于表象行为和判断行为之中，属于非直观行为，以感知

和想象等直观行为为基础，为 情 感、意 愿 等 非 客 体 化 行 为 奠 基。胡 塞 尔 从 现 象 学 角 度，对 表 达 与 含 义、指

称、判断等语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核心观点包括：（１）有含义的符号是表达，无含义的符号是指号，

前者具有意指功能，后者只有指示功能；（２）表 达 是 主 观 体 验 的 统 一，含 义 是 客 观 观 念 的 统 一，含 义 内 在 于

表达之中，对象则是外在于表达的东西；（３）通名可以直接指称对象，因为范畴和形式也可以在直观中被充

实；（４）判断的明见性源于对象的明见性，对象的明见性源于前谓词经验，前谓词经验源于生活世界，因此，

生活世界是判断的明见性的最终来源。总之，胡塞尔的现象学讨论了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从中可

以看出，它的语言分析从属于意向分析，它初 步 建 构 了 一 门 作 为 意 识 哲 学 的 语 言 哲 学，为 当 代 意 识 哲 学 与

语言哲学之间的会通提供了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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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一个表达意义的符号系 统，对 语 言 问 题 的 思 考 贯 穿 于 哲 学 史 的 始

终。分析哲学为我们探究语言问题（比如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意义、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等）提供了

清晰的思路和实用的方法。但语言哲学并非只有分析哲学一途，现象学也蕴含了丰富的语言哲

学思想。

现象学是一种方法，也是一场运动，但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现象学家们对于语言的看

法各不相同。例如，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列维纳斯从伦理学角度提出

语言的本质是一种对于他者的呼唤。本文对现象学语言问题的讨论只限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

的语言分析思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国内哲学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胡塞尔的语言哲学，并注意到胡塞尔语

言哲学与分析哲 学 有 相 通 之 处①。最 近 十 几 年 来 的 讨 论，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围 绕 德 国 哲 学 家 恩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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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注这一问题的早期代表性论文有靳希平：《胡塞尔语言哲学简述》，《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第６３－６６页；周 国

平：《胡塞尔与弗莱格的语言哲学思想比较》，《哲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４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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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图根特哈特（Ｅｒｎｓｔ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的观点展开的。图根特哈特认为，现象学与语言分析的关系

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相互排斥的。例如，“意义”（Ｓｉｎｎ）与“意指”（Ｍｅｉｎｅｎ）是语言哲学的核心概

念，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意指”对象的行为是意识的组成部分，“意义”处于意向性关

系中；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中，“意指”则是理解句子意义的一个因素，意识的组成部分就是对

于句子意义的理解［１］。国内学者对此已有回应。例如，倪梁康先生基于意识哲学立场，指出图根

特哈特对意识哲学的批判，无非是用“听的模式”取代了“看的模式”，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意识进

行内直观［２］６８４。郑辟瑞先生则回顾了图根特哈特对胡塞尔的批判，重新审视了意识哲学是否可

能，以及如何可能，指出语言分析并非通达自身意识的唯一途径［３］。笔者认为，图根特哈特对现

象学的批判以及国内学者的回应最终指向的问题就是：一门作为意识哲学的语言哲学如何可能？

具体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说，笔者认为，应该从胡塞尔的文本出发，在胡塞尔现象学（主要是意识

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共同问题域中阐明这一问题。首先，要阐明语言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位置，

这是语言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其次，要阐明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含义和对象之间的意向性关

联，这是意向分析与语言分析的关系问题；再次，要阐明如何通过判断的明见性之回溯，通达生活

世界，这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而，我们可以将分析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比较，思考

胡塞尔现象学语言分析的特征，以及它对当代意识哲学与语言哲学之会通的启示。

一、语言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位置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及其意义构成［４］３２７。纯粹意识的本

质结构需要用语言来描述，纯粹意识的意义构成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语言不同于言语，语言是一

个共时性的“系统”，语言系统是符号系统的一个子集；而言语是一种历时性的“行为”，言语行为

是符号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符号行为是意识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语言凭借言语表现自身，而

言语的表现要遵循语言的规则。

胡塞尔将意识行为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两大类型，“客体化行为”指逻辑与认知

行为，包括表象和判断，这些行为可以构造出客体；“非客体化行 为”指 价 值 与 实 践 行 为，包 括 情

感、评价、意愿等，它们自身不能构造客体，只能以客体化行为构造出的客体为客体，故非客体化

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言语行为作为一种符号行为，首先属于客体化行为中的非直观行

为，它奠基于直观行为（感知和想象）之上，并与图像行为和直观行为共同构成了表象行为；其次，

由于每个判断行为都要以表象行为为基础，所以，语言也存在于判断行为之中。

现实生活中，语言不仅被用来表达判断（谓词判断：Ｓ是Ｐ），而且也被用来表达感知、想象、

情感和意愿，故语言通过表达而贯穿于一切意识行为，或者说一切意识行为原则上都可以被语言

表达出来。对于科学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判断（陈述）无疑是最基本的语言表达

形式，判断是联结意识与语言、理论与世界的纽带。

总之，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言语行为以判断为主要形式，判断与其他意识行为共同构造对

象和事态的意义。从结构上看，言语行为是意识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从

属于意识系统；从发生学角度看，意识比语言更为本源，意向内容的存在先于意向内容的表达；从

奠基关系上看，意识是语言之“体”，语言是意识之“用”①，即意识为语言奠基，这也是胡塞尔现象

学的语言哲学不同于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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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体”“用”只是一个权变的说法，从现象学观点看，对意识本身也不可作实体化理解。意识和语言都是行为，但各种

行为是有层级差序的，意识行为，特别是直观行为与语言行为相比，处于奠基性层级中。



二、胡塞尔对语言问题的分析

（一）符号：表达与指号

如上所述，从胡塞尔现象学角度探究语言问题，首先要注意语言问题是从属于意识问题的子

问题，语言学根植于纯粹现象学。其次，我们要注意胡塞尔主张现象学是研究纯粹现象和纯粹意

识体验的“本质”之学，因而现象学视域中的语言是普遍的，作为“种类”的语言，现象学对语言的

阐释是本质性的阐释。

胡塞尔将语言看作意指对象或表达体验的符号系统。符号可以却不必然拥有含义或意义：

“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非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一个借助于

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Ｓｉｎｎ）。”［４］３３１拥有含义或意义的符号与表达同义，或者说它可以把

意义表达出来，进而意指对象或事态，即：

　　有含义的符号：表达 →
意指

对象或事态

无含义的符号则只不过是“指号”而已。胡 塞 尔 认 为，指 号 就 是 有 且 仅 有 指 示 功 能 的 符 号：

“在本真的意义上，一个东西只有当它确实作为对某物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它

才能被称作指 号。”［４］３３３但 是，“指 号（Ａｎｚｅｉｃｈｅｎ）［或 记 号（Ｋｅｎｎｚｅｉｃｈｅｎ）、标 号（Ｍｅｒｋｚｅｉｃｈｅｎ）等

等］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达任何东西；除非它在完成指示（Ａｎｚｅｉｇｅｎ）作用的同时还完成了一个意指

（Ｂｅｄｅｕｔｅｎ）作用”［４］３３１。即：

　　无含义的符号：指号 →
指示

对象或事态

总之，有含义的符号就是表达，无含义的符号就是指号，前者具有意指功能，后者只有指示功

能。一物总是以某种方式指示着另一物，那么，没有意义的“指号”是如何发挥“指示”功能的呢？

胡塞尔认为指号的指示作用起源于联想，联想创造出现象学的统一 性，这 种 统 一 性 是 意 向 的 统

一，它的根据不在被体验的内容中，也不在基于这些内容的抽象种属中，而在所显现对象，即现象

的种属关系中。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之所以把指号和被指示物（对象或事态）都看作现象，是因为它们既可以是实存之物，

也可以不是实存之物，正如胡塞尔所说：“指号的本质在于指出一个事实、一个此在，而被指称的

对象根本不需要被看作是实存着的对象”［４］３６７。

其二，虽然指号的本质就在于指示某物，但一个指号和一个被指示物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

的。指号必有所指，但又不定其指，因为让指号的指示功能得以可能的“联想”是“动机”的规律，

而不是“逻辑”的规律，“逻辑”的规律具有必然性，而“动机”的规律只有或然性。

胡塞尔对符号与指号的区分是描述性的，一个符号是否具有含义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具

体的语境和视域来讨论。意义的同一性是在诸符号、诸行为、诸对象或事态间的交织运作之中呈

现的。如果认为对象或事态只能被“意指”，不能被“指示”，那就有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

（二）表达、含义与对象

表达、含义与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是《逻辑研究》中“第一研究”的主题，也是贯穿于全部六

个研究的线索，“唯有彻底地澄清表达、含义、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之间的现象学的本质关系，我

们才能获得一个可靠的中间位置，语法分析和含义分析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必要的澄清”［４］３１９。

胡塞尔将表达分为两个方面：“表达”（即“表达式”，简称“表达”）和“表达行为”。“表达”根据

其物理方面构造起自身，比如我们说出或写出“苹果”这个语词，它就以语音或文字的形式成为物

理性的能指。“表达行为”给予表达以含义，构造起表达与被表达之物的对象性关联。例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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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某人，指着一个苹果说：“这是一个苹果”，我们就以言说行为赋予了那个所指对象以确定的

含义，并建构了表达与被表达对象的联系。正是凭借表达行为，表达与对象或事态之间拥有了可

能的意指关系，表达获得了比语音或文字更多的东西。

表达之所以能够“意指”对象，是因为表达本身先天地具有含义，含义“作为意向的同一之物

对表达本身来说 是 本 质 性 的”［４］３６０。即 使 在 日 常 表 达 中，语 句 中 的 含 义 难 免 有 偏 差（与 直 观 不

符），但含义本身始终是同一的，不因判断行为的不同而有差异。而含义之所以能保持自身同一

性，其根据在于“所有认识问题中最后的权威”［４］４０９———明见性（Ｅｖｉｄｅｎｚ）。也就是说，含义能被

“明见到”，并在诸对象、诸事态、诸行为、诸体验、诸命题中保持自身同一性，因为含义本质上不属

于个体观念，而是属于种类观念，即“含义的观念 性（Ｉｄｅａｌｉｔｔ）是 种 类 一 般 观 念 性 的 一 个 特 殊 情

况”［４］４１１，而且真正的同一性就是种类、观念的同一性，诸杂多的个别性被统摄于其中。

要理解表达、含义和对象三者间的关系不能离开“体验”（Ｅｒｌｉｂｎｉｓ）。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体

验是比表达和含义更高的属。从体验的本质性层面看，现象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合乎本质地描述

意识的意向体验，即在相应的直观中描述表象行为和判断行为的特征，澄清表象和判断的概念，

建立表象和判断的理论。从体验的描述性层面看，“表达的存在是一个在符号和符号所标志之物

间的体验统一中的描 述 性 因 素”［４］３４８。含 义 和 对 象 的 意 向 统 一 构 成 了 体 验 的 意 向 内 涵。如 图

所示：

　　体验的内涵

体验的本质内涵
表象行为———表象的概念———表象理论

判断行为———判断的概念———判断理论
烅
烄

烆

体验的意向内涵
含义的意向统一：含义意向的充实

对象的意向统一：体验的对象意向的观念意义 ［４］３１９－３２０烅
烄

烆

烅
烄

烆

综上所述，表达、含义与对象的关联是：

（１）表达意指对象；

（２）含义在诸对象中保持自身同一；

（３）表达、含义与对象在体验中意向地统一。

当然，三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简言之，即表达是主观体验的统一，含义是客观观念的统

一；含义内在于表达之中，对象则是外在于表达的东西。

（三）指称问题

与符号和表达相似而又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指称问题。“指称”（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就是某种指代性的

标志（如名称、心理状态和图像）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其中，对名称（ｎａｍｅ）和其他指称词项（ｒｅ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ｒｍｓ）性质的探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占据语言哲学中心的问题①。胡塞尔现象学也关注

指称问题，因为指称指向语言之外的基本个体，比如物和人，“超出语言而通向语言的非语言性条

件性的运动，也同样是现象学包含的运动”［５］３９８。

胡塞尔指出：“名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指称着它的对象，也就是说，只要它意指着这个对象，它

也就在指称这个对象。”［４］３４６具体说来，他把指称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名称所传诉之物，即心

理体验，另一类是名称所意指之物，包括所意指的意义、内容和所指对象。如图所示：

　　名称
传诉之物：心理体验

意指之物
意指———意义、表象内容

指称———对象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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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条目，ｈｔｔｐｓ：／／ｐｌａ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ｅ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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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名称和指称问题的讨论是对符号以及表达、含义和对象问题之探究的延伸，“表达借

助于它的含义来标示（指称）它的对象”［４］３５７。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含义和对象进行了区分，

列举了名称与意义、对象的四种关联类型［４］３５５－３５６：

（１）不 同 的 名 称 具 有 相 同 的 含 义，指 称 同 一 对 象，比 如“伦 敦”“Ｌｏｎｄ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以 及

“二”“２”“Ｚｗｅｉ”“ｔｗｏ”，具 有 同 样 的 含 义，指 称 相 同 的 对 象。胡 塞 尔 将 这 种 情 况 称 为“同 义 词

重复”。

（２）不同的名称具有不同的含义，指称同一个对象，比如“耶拿的胜 利 者”和“滑 铁 卢 的 失 败

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却都指称“拿破仑”这同一个对象；又如“等边三角形”和“等角三角形”含义

（内涵）不同，但外延相同。

（３）相同的名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指称不同的对象，比如“一匹马”无论在何种语境中出现都

具有同一含义。但是，如果我某一次说“布塞法鲁斯是一匹马”，而另一次说“这匹拉车的马是一

匹马”，则“一匹马”的含义未变，而其指称对象却不是同一匹马。

（４）相同的名称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指称不同对象，如“苏格拉底”是一个多义词，它可以指

称古希腊那位著名哲学家，也可以指称葡萄牙前总理（Ｊｏｓｅ　Ｓｏｃｒａｔｅｓ）；又如“这个二”“这个红”，

其含义和所指称的对象也要视语境而定。

上述四种情 形 涵 盖 了 一 般 讨 论 指 称 问 题 所 关 涉 的 语 言 现 象：通 名、摹 状 词、专 名 和 索 引

词［６］５２。就胡塞尔上文所举例子（除了葡萄牙前总理的例子为笔者所加）而言，“一匹马”中的“一”

和“马”即通名，“耶拿的胜利者”和“滑铁卢的失败者”即摹状词，“苏格拉底”即专名，“这个二”和

“这个红”中的“这个”即索引词。

（四）判断及其明见性的起源：前谓词经验

名称所指称的是对象，判断或命题所断定的是事态。对象是一个命题中主词的对应物，事态

是真值形成者，命题是真值载体，事态的存立使得（被判断的）命题为真［７］１３４。从现象学观点看，

对象和事态都是意向相关项，它们从属于一个更高的属———存在（Ｓｅｉｎ）。由于名称是判断的组

成部分，对象是事态的组成部分，所以归根到底，“一个存在只能在判断中被把握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４］１０２１。

胡塞尔现象学的判断理论兼及判断所断定的事态的有效性，以及构成判断的语词含义的充

实性。一方面，一个判断以陈述句（直言命题）的形式将一个事态的客观有效性表达出来，但事态

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我们的判断行为，事态本身是其所是。另一方面，一个判断就是对一个感知

或想象的表达，表达就是“充实的行为显现为一种通过完整的表达而得到的表达行为”［４］３４７，充实

就是表达中的含义意向与直观相合。因此，使一个判断“为真”的过程就是语词的概念本质，即含

义被充实、被认识的过程，“判断活动（所有在确切意义上的现时认识活动）的所有明见性都以在

直观上充实了的含义为前提”［４］３８０。

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重点探讨了两类判断：“最狭义的判断”和“最广义的判断”。“最

狭义的判断”即传统的谓词判断，“即那些在陈述（Ａｐｏｐｈａｎｓｉｓ）中、在陈述句中获得自己语言积淀

物的判断”；“最广义的判断”则把一切谓词和前谓词的模态都包含在了自身之中，“于是这种意义

上的判断就成了客观化的
獉獉獉獉

（对象化的）自我行为的总体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名称”［８］７９。谓词判断是基于前谓词作

用（比如知觉、联想等）建构出来的，即基于自我主动性的一个低级阶段建构出来的，谓词判断是

一种已经实现出意义的作用。“最广义的判断”中 的 前谓 词 判断 相 当于 自 我 主 动 性 的 接 受 性 阶

段，而作为“最狭义的判断”的谓词判断则相对于自我主动性的自发性阶段。与判断的结构、运作

这些纯粹形式逻辑问题相比，胡塞尔更关心的是判断的现象学构造问题。

胡塞尔认为谓词判断的本质解释只能是现象学的解释，即对于谓词判断的起源从现象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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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澄清。每个判断在形成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对象———与陈述相关的东西———预先被给予我

们，而当这类对象“它 们 自 身 被 给 出 之 际，它 们 自 身 必 须 是 明 证 的”［８］３４。因 此，判 断 的 明 见 性

（Ｅｖｉｄｅｎｚ，又译“明证性”）必须回溯到对象的明见性，即对象自身的原初被给予性。

因此，对象的明见性是谓词判断的明见性的前提，“一个对象作为可能判断的基底可以明见

地被给予，而不必在一个谓词判断中加以判定。但是，如果它自己不是明见地被给予的话，那么

对它作一个明见的谓词判断是不可能的”［８］３５。例如，我们必须首先明见地看到一棵树，然后才能

明见地判断这棵树是什么颜色，属于什么种类等。因此，明见性的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给

定对象本身的明见性；二是谓词判断的明见性。形式逻辑只探究判断的明见性条件（真值条件），

但并不探究对象明见性的被给予性条件，因此尚未进入第一个层次。现象学则追溯到最原始的

明见性———对象的明见性———的起源（第一层次），从而使奠基于对象之明见性的判断的明见性

得以可能（第二层次）。

那么，对象之明见性又来自哪里？胡塞尔认为，它来自“前谓词经验”。个体对象的明见性在

最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了“经验”的概念，关于个体之物的判断就是经验判断。此外，经验还包括模

态，如“猜测性”“或然性”“好像”等。我们可以比较以下两个命题：

　　Ａ１：我看到一棵树。

Ａ２：我好像
獉獉

看到了一棵树。

事态Ａ２ 比事态Ａ１ 增加了模态“好像”，则在Ａ１ 中，一棵树作为一个对象在当下
獉獉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的感知
獉獉

中被给予了我；而在Ａ２ 中，一棵树作为一个对象在当下化
獉獉獉

（Ｖｅｒｇｅｂｅｎｗｒｔｉｇｕｎｇ）的想象
獉獉

中

被给予了我。模态使个体对象被给予方式的自由变更得以可能。

这些在谓词判断和知识形成之前，就总是已经预先被给予的个体对象及其模态，就是“前谓

词经验”。“前谓词经验”是一个可能性领域，因为任何一个个体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

处于一个开放的“视域”之中。“这种视域就是那些已知的、以及并不只是现实地被意识到而且也

包括那些未知的、可能被经验且在将来被知悉的实在东西的视域。”［８］５０我们对个体之物进行统觉

和立义（Ａｕｆｆａｓｓｕｎｇ），使个体之物的意义存储（ｂｅｓｔａｎｄ）和积淀下来。这些已知之物的意义超越

了个体之物本身，随着统觉的连续性延伸到新的未知之物。统觉和被统觉之物及其意义构成了

一个综合统一的连续统。意义的超越性形成预期，使尚未被具体规定的未知之物作为已知之物

的视域不断地超越着个体之物，并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得到确证和充实。因此，一个处于某种视域

之中的个体对象就是一个可能的经验统一体，任何一个经验都有自身的“经验视域”，而“经验视

域”使经验指向可能性，使单个经验扩展为无限开放的、综合的经验统一体。此外，先于所有单个

对象的经验被给予的普遍信念基础就是“世界存在”：“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是一切判断活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一切加进来的理论兴趣的普遍的被动的预先被给予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８］４６因此，从判断的明见性向前谓词经验

的回溯就是向原始的生活世界或纯粹经验世界的回溯，生活世界的明见性是判断的明见性的终

极来源。这个回溯一旦完成，传统的形式逻辑就转变成了“世界逻辑”。

以上论述可归纳为以下图示：

　　判断（形式逻辑）→判断的明见性→对象的明见性→前谓词经验（从个体对象经验到经

验视域）→生活世界（明见性之源泉）

三、胡塞尔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以《逻辑研究》和《经验与判断》等文本为依据，从符号与含义开始，到前谓词

判断与生活世界为止，简要地重述了胡塞尔的语言分析思想，这一重述将我们引向一个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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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问题———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对语言本身的分析属于狭义的语言分析，那么对语

言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则属于广义的语言分析。以下我们将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个问

题域，对比分析哲学的相关论述，阐明胡塞尔现象学语言分析的特征。

（一）名称是否意指对象？①

名称属于语言，对象属于世界，因而“名称与对象的关系”问题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

一个子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首先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的是维特根斯

坦，对于语言哲学中的“名称”（或“指称”）理论首先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是弗雷格。维特根斯坦

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世界是事实（ｆａｃｔｓ）的总和，而不是物（ｔｈｉｎｇｓ）的总和。”［９］３０ 事实都是可

说的，应该说清楚；除了事实和描述事实的自然科学命题，其 他 都 是 不 可 说 的，我 们 应 该 保 持 沉

默。我们之所以能够言说世界，是由于语言与世界遵循同一种语法，那就是“逻辑”。不仅我们所

在的现实世界遵循逻辑规则，而且一切可能世界也都遵循逻辑规则。世界系统诸层次与语言系

统诸层次具有如下对应关系：

　　对象———名称

原子事实———原子命题

事实———命题

世界———语言

这就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论”。其中，语言中最基本的元素是“名称”，世界最基本

的元素是“对象”，二者的关系是：“名称意指（ｂｅｄｅｕｔｅｔ）对象。对象是名称所意指之物”［９］４６，“在

命题中，名称代表对象”［９］４８。名称可分为“专名”和“通名”两类。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曾专门

讨论过通名和专名的差别。他认为，专名和通名一样，都可以把我们的兴趣引向被表象、被意指

的对象本身，对象可以在陈述句中显现为被陈述的对象。专名可以直接意指对象，而通名则通过

定语间接地意指对象［４］３６７－３６８。

专名直接意指对象，胡塞尔这一观点，与维特根斯坦的并无差别，与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

格的也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通名（弗雷格称为“概念词”）及其所指，胡塞尔与弗雷格的看法则不

尽相同。１８９１年，弗雷格在写给胡塞尔的一封信中以一个图示表明了他与胡塞尔的分歧：

　　１．弗雷格的通名模式：

　概念词

　　↓

　概念词的含义

　　↓

　概念词的意义（概念）→处于这个概念下的对象②

１６

①

②

这一节是对本文第二部分第三节“指称问题”的进一步反思，亦即 “名称意指对象”这一似乎是“自明”（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的前

提，在此处则成为一个需要被批判的命题。

弗雷格完整的句子图示如下：

句子　　　　　　　　专名　　　　　　　　概念词

　↓ 　↓ 　↓
句子的含义（思想） 专名的含义 概念词的含义

　↓ 　↓ 　↓
句子的意义（真值） 专名的意义（对象） 概念词的意义（概念）→处于概念下的对象

参见王路：《句子图示——— 一种弗雷格式的解释方式》，《求是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３４页，引文略有改动。



２．胡塞尔的通名模式：

　概念词

　　↓

　概念词的含义（概念）

　　↓

　处于这个概念下的对象［６］５４

弗雷格解释道：“我从概念到对象横着画了最后一步，是为了表明：概念（与对象）占据了同一

层的位置，对象和概念有同样的客观性。”［１０］５９当然，弗雷格对“处于同一层位置”的“概念”和“对

象”也是做了区分的：“概念———如同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起谓词作用。相反，一个对象的名

称，一个专名决不能用作语法谓词。”［１１］７７比如在“晨星是一颗行星”这个句子中，“晨星”是专名，

“行星”概念词。在“晨星是金星”这个句子中，有两个专名———“晨 星”和“金 星”，“金 星”不 是 谓

词，“是金星”才是谓词，在这个句子中，“‘是’显然不是纯粹的连词，从内涵上说它是谓词的一个

本质部分”［１１］７８。所以，作为“是金星”这个谓词一部分的“金星”是个专名，它的意义（意谓、所指）

在“晨星是金星”这个句子中不能作为概念而出现，只能作为对象而出现。简言之，弗雷格认为专
獉

名意指对象
獉獉獉獉獉

，通名意指概念
獉獉獉獉獉獉

；而胡塞尔则认为专名和通名都意指对象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只不过专名
獉獉

意指一个个体
獉獉獉獉

对象
獉獉

，通名
獉獉

则普遍地意指一定对象范围中的每一个个体对象
獉獉獉獉獉獉獉

，“即是说，它可以不以专有名称的方

式通过专有名称来指称，而是以共有名称的方式通过分类来指称”［４］９０９－９１０。比如“人”就是一个通

名，当我们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时，“人”作为一个通名就普遍地包含了一类对象范围，在这个

范围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一个可能的专名，比如苏格拉底，同时也被“人”这个通名在“类”的层

次上被指称，即被称为“一个
獉獉

人”。

在胡塞尔那里，通名（类概念）之所以可以直接意指对 象，是 因 为 他 把 直 观 的 领 域 进 行 了 扩

展，不仅感性的个体之物可以在直观中被充实，而且范畴和形式也可以在直观（即“范畴直观”）中

被充实。比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中的“是”“有”，“一个人”中的“一”，都是可以被直观、被充实、

被意指、被指称的形式，即“范畴形式”，它们是在普遍直观中被给予的普遍对象。任何范畴形式

都是构成对象和事态的组成部分，都可以在范畴直观或本质直观中被把握。从个别对象开始，我

们就可以直观到普遍性、总体性的本质。所谓“普遍对象”的总体性
獉獉獉

特征，就源于个体性
獉獉獉

的观念化

抽象，因此普遍对象奠基于个别对象，范畴直观奠基于感性直观，通名奠基于专名。

当然，无论是专名还是通名，其意义都必须结合语境来理解。弗雷格提出的“语境原则”也适

用于现象学的语言哲学。所谓“语境原则”就是：必须结合语词所在的句子来研究语词的意义，而

不可孤立地研究一个语词的意义。简言之，即：“一个词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１２］８４推而广之，

一个句子就是一个词的语境，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句子的语境。从现象学角度看，对象和事态属于

视域，语词和句子属于语境，现象学在诸视域（ｈｏｒｉｚｏｎｓ）和诸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ｓ）交织的场域中来讨论

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二）从经验世界到可能世界

如上所述，生活世界是判断的明见性的最终来源，是先于一切对象被给予的总体视域，不限

于经验世界，更多的时候是指“可能世界”。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就对作为感知和判断

之意向相关项的世界做了这样的多重区分：“个别自我的世界、经验社会共同体的世界，以及在可

能的情况下还有知识者（Ｗｉｓｓｅｎｄｅｒ）的观念共同体世界：（在观念上完善了的）科学的世界、自在

的世界。”［４］７０２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对可能世界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所谓一个‘可能世

界’是说：它虽然涉及一般世界的本质形式，但并不涉及我们这个事实的、现实的世界。”［８］６８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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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学中，现实世界，即经验世界被看作可能世界的一个例 子，可 能 性 蕴 涵 着 现 实 性，而 且 高 于 现

实性。

从语义学层面看，“可能世界语义学”是用来刻画“多世界”的模态逻辑模型，“原则上可以给

一个语言及其逻辑以多种不同的但具有等价效力的解释”［１０］１６４。最早提出可能世界思想的是莱

布尼茨，他认为，一个事态Ａ是可能的，当且仅当 Ａ不包含逻辑矛盾。一个事态由 Ａ１，Ａ２，Ａ３，

……构成是可能的，当且仅当Ａ１，Ａ２，Ａ３，……推不出逻辑矛盾。凡是可以被无矛盾地想象的世

界都是可能世界，现实世界是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世界。从可能世界角度看：

　　Ｄ１一个命题是必然的，当且仅当，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

Ｄ２一个命题是可能的，当且仅当，它在某些可能世界中是真的。［１０］１６５

对于可能世界的存在论意义，逻辑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

１．可能世界语言论：可能世界是语句极大一致的集合，其一致性可以从句法学上理解，也可

以从语义学上理解，代表人物是欣迪卡。

２．可能世界概念论：可 能 世 界 是 我 们 想 象 世 界 的 不 同 方 式，它 是 被 规 定 的，而 不 是 被 发 现

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普克。

３．可能世界实在论：可能世界是完全独立于我们语言或思想的真实的、抽象的实体，代表人

物是Ｄ．Ｋ．刘易斯。［１３］２３５

胡塞尔现象学的世界观属于可能世界实在论。他主张：“这个世界，每一个可能的世界，都是

实在性的大全，在这里被我们归入实在性的是所有那些在时空性这种世界形式中通过时空定位

而被个体化了的对象。”［８］３０４根据可能世界理论，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意向对象的存在论地位：如

果意向行为指向的意向对象是现实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意向对象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如果意

向行为指向的意向对象是非现实的，我们就可以说它存在于某个可能世界之中［６］１４６－１４７，而这个可

能世界和现实世界有同等的存在论地位。

综上所述可见，分析哲学从概念和命题出发，通 往 可 能 世 界；而 胡 塞 尔 的 现 象 学 则 基 于“视

域”理论来描述可能世界。一方面，任何对象都有其视域，世界作为一切对象的普遍视域先于一

切个别对象被给予；另一方面，任何经验都有其视域结构，经验总是指向可能性，“并且是从自我

出发指向某种‘使其可能’（Ｖｅｒ－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８］４８。

四、胡塞尔现象学语言分析的特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胡塞尔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以下简称“现象学的语言分析”）的主要特

征有：

第一，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从属于“意向分析”。胡塞尔的语言分析，并未单纯地把对象、事态

和世界理解为语词和语言的所指，而是将其理解为意向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意向相关项（Ｎｏ－

ｅｍａ），它与意向行为（Ｎｏｅｓｉｓ）是平行的，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密不可分，共属一体。

第二，现象学语言分析是一种本质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关注的不是个别意识，甚至也不

限于人类的意识，而是一切可能的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意识”。因此，现象学的语言分析是先天的

而非经验的，是本质的而非事实的，它所分析的语言是作为“观念语言”的理想语言，即“现象学用

本质概念和规律性的本质陈述将那些在本质直观中直接被把握的本质和建立在这些本质中的本

质联系描述性地、纯 粹 地 表 达 出 来。任 何 一 个 这 样 的 本 质 陈 述 都 是 在 最 确 切 词 义 上 的 先 天 陈

述”［４］３０６。与这种语言分析相应的世界就是上文所说的可能世界，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存

在的东西，比如“飞马”“圆的方”等，作为可能被意向的对象依然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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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表达的。

第三，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追求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整全而融贯的理解。与分析哲学相比，胡塞

尔现象学中语言哲学思想的独创性非常显著，它力图使作为整体的语言、领悟与在语言中得到表

达的现实联系起来。比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通过纯粹逻辑学层次上意义的同一性识别出语

言的意指功能，进而 识 别 出 更 基 础 的，为 一 切 经 验 所 共 有 的 意 向 功 能，即“对 某 物 的 意 识”［５］３９９。

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密不可分，以意向性为主题的意向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主

客二分的框架。因此，现象学的语言分析关注的不是世界作为现成的存在者如何被描述，而是世

界作为非现成的现象如何在某一视域中由我们构成，向我们显现，被我们描述出来。这种描述当

然要凭借语言来表达，但它的基础不是语言，而是意识及其意向性特征。

第四，现象学的语言分析在视角与方法上都别具一格。首先，与索绪尔式的语言学相比，现

象学的语言分析更 关 注 的 不 是 语 言 的 形 式 本 体 论，而 是 语 言 的 交 际 作 用 及 其 意 识 本 质［１４］。其

次，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相比，现象学的语言分析更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显现物”（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ｅｓ）维

度，而是语言的“显现”（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之维。符号系统、名称、命题等，都是作为“显现物”的语言；而

符号的表达、指称行为、判断行为和前谓词经验等，则是语言的“显现”。再次，与现代的分析哲学

相比，现象学语言分析的主要方法不是语义上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ｓｃｅｎｔ），而是本质直观。正是凭借对

范畴和形式的直观，通名可以指称普遍对象；而沿着我们如何使用“通名”这个词，即语义上行的

思路前进，则会囿于语言本身而无法通达对象与世界。

第五，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虽然别具一格，但它与分析哲学并非决然对立。艾耶尔曾说过，胡

塞尔的“本质直观”在语言上虽令英美传统的学者感到陌生，但其实质不见得与摩 尔 的“概 念 分

析”有多大差别，真正使他们区分开来的是胡塞尔的这样一种信念：“各种各样的本质的东西（ｅｎ－

ｔｉｔｙ）不仅是与意识相符合的，而且是由意识构设而成的”［１５］２４４。同时，他认为胡塞尔这一日渐增

强的唯心主义倾向使其最终走向了主观唯心论，且难以避免唯我论，而主观唯心论和唯我论与拒

斥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当然是不相容的。笔者以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根本分歧，比如，对于“意

向性”这个概念，分析哲学家大多只谈“指向性”，而现象学家则兼及“指向性”和“构造性”。又比

如包括艾耶尔在内的许多分析哲学家，都忽视了胡塞尔晚期思想中“主体间性”（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

向度。胡塞尔指出，“我”所经验的世界并不是“我”自己的意识综合的产物，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

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验，有他自己的显现及其统一体，有他自己的世界现象，同时，

这个被经验到的自身也是相对于一切经验的主体及其现象世界而言的”［１６］１５３。一方面，自我和他

者共同构造了世界的现象，即诸先验自我之意识的意向构造的成就；另一方面，自我与他者形成

了主体间性共同体，即语言－社会的共同体。总之，本质直观的方法、意向性的特征、主体间性的

向度等，既可被运用于意向分析，也可被运用于语言分析，它们无论是在现象学中，还是在分析哲

学中，都不可或缺。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胡塞尔的现象学讨论了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语

言（符号）问题的分析，还是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胡塞尔都给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可以

说，他初步建构了一门作为意识哲学的语言哲学。这门语言哲学既探究了分析哲学所关心的一

些重要议题，又提供了不同于分析哲学的视角与方法，为当代意识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会通提

供了一个范例。

所谓会通既非一方被另一方同化，亦非双方机械地杂糅，而是以现象学的视角与方法，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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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的思想资源，或者用分析哲学的视角与方法，激活现象学的思想资源，让二者在共同问

题域中展开对话，形成两种哲学间的互动和互补。这种互动和互补对于当今哲学界仍是一个有

待拓展的领域。随着这一领域日益深远的开拓，我们或许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朝向作为符

号系统的语言，还是面向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多 元的理 解 往往 比 单 一 的 理 解 更 能 够 接 近 事 情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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