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进与诠释

编者按:引进与诠释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期刊发两篇文章:高国翠、高凤兰合作的文章以波

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观为引进对象。须要指出,国内学者一般在研究国外语言哲学理论时,大多关注语

言哲学著名代表人物的经典文献,而高国翠、高凤兰两位老师的做法或许会给我们留下许多启迪。范为

则以罗素的摹状语理论为引进对象。该理论的确须要进一步诠释。

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观
*

高国翠 高凤兰
(吉林师范大学,四平 136000;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提 要: 波铁布尼亚是著名的俄乌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 其语言哲学思想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甚至世界哲学研究

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系统研究波铁布尼亚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历史比较方法, 深入挖掘其思想渊源,全

面概述其语言哲学思想; 同时,概括波铁布尼亚语言研究的概念理论。本研究有助于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历

史渊源, 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认识有理论指导意义, 为促进我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语言哲学、文化哲学、俄

罗斯哲学史、美学的了解和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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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bnya s Ideas abou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G ao Guo cui Gao Feng lan

( Jilin Norm a lUn iversity, S ip ing 136000, Ch ina;

Northeast No rm alUn iv ers 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 lexander A fanasiev ich Potebnya is a famousUkra in ian and Russian ph ilosopher, th inker and lingu ist. H is ideas about ph i

losophy of language have a very influence in Ukra in ian, Russian and even the wo rldw ide fie ld o f ph ilosophy research. Based on

the system atic and h istor ica l com para tive study of Potebnya s wo rk, this paper fo cuses on his ideas abou t ph ilosophy o f language,

introduces h is concept theory, m ethodo logy and his po in t o f consideration o f language research. The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o fU

krainian and Russian ph ilo sophy o f language and o ffers th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our further study o f th is field.

K ey words: ideas about philosophy o f language; ideo log ica l o rig ins

1 引言

波铁布尼亚 ( . .  !∀#∃%, 1835! 1891 )

是现代俄语语义学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俄罗斯语

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波铁布尼亚的研究

是一种综合研究, 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民族

学、民俗学、文学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

特的语言研究风格,即语言哲学观、历史 -哲学观

和心理语言观在哲学高度上实现完美统一。

在我国俄语界, 大多数学者把波铁布尼亚的

思想当做语言学说,并没有把其作为一位哲学家

的完整概念表述出来,其语言哲学理论思想还需

全面介绍和梳理。本文将在系统研究波铁布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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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分析

其语言哲学观产生的历史渊源, 全面介绍波铁布

尼亚的语言哲学观;同时, 提供其语言哲学研究的

概念理论及其对语言研究的深远影响。

2 语言哲学观的思想渊源

2. 1语言哲学观产生的基础

从波铁布尼亚生活的年代和学术思想形成的

历史时期来看, 他正处在俄罗斯斯拉夫派与西方

派的争论时期。斯拉夫派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高

举民族自我意识旗帜的思想流派, 它与西方派的

论争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按照

斯拉夫派的观点,人民就是语言和精神财富的创

造者和载体,语言和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联。斯拉

夫派崇尚民族精神, 强调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在

他们看来,语言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反

映, 是 ∀民族精神生活和修养的鲜明写照 ∃

(&∋(∀∀)∗+∋, 1911: 112) ,即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表

现形式。 (萧净宇 2006)两派的争论最后在唤醒

民族和增强民族意识方面达成一致。从下文的语

言哲学观点可以看出, 波铁布尼亚当时主要受赫

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布罗留波夫、

谢切诺夫等人的思想影响, 他立足斯拉夫派民族

思想, 对语言的民族性和社会历史性的论述正是

他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与呐喊, 同时也吸纳西方如

德国哲学家威廉%洪堡特等人的文化哲学理论精

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哲学观。

2. 2洪堡特文化哲学观的影响

洪堡特研究过世界上的多种语言, 其语言研

究始终立于哲学高度, 因此被视为理论语言学和

19世纪整个语言哲学系统的创始人。他注重本

体研究,并把他的历史观、文化观、教育观、人性观

带进语言学说。他以世界多种语言为语料, 提出

语言中的辩证法思想,并阐释了 ∀系统∃、∀精神个

性∃、∀内在语言形式∃和∀语言世界观∃等概念。

第一,洪堡特可能从黑格尔和莱布尼茨的哲

学中获得启发, 认为语言既是 ∀一∃又是 ∀多∃, 即

语言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同时, 他提出,语言

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

是一种深含在语言原初本性之中的不可变更的二

元性。

第二,通过 ∀系统∃概念解读语言结构, 洪堡

特提出 ∀整体和部分∃、∀要素和关系∃两对矛盾概

念。他说, ∀它 (语言 )的每个成分都依赖于其他

成分而存在,所有成分都依赖于一种通贯整体的

力量而存在∃; ∀语言中没有任何零散的东西, 它

的每一要素都仅仅表现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姚小平 1995: 104); ∀在语言中,所有的成分都受

到每一个成分的限定,每一个成分都受到所有成

分的限定,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我们可以把

语言比作一幅巨大的织物, 其中的每个部分都与

其余部分、所有部分都与整体有着或多或少清晰

可辨的内在联系。∃ (姚小平 1995: 105)

第三, ∀精神个性∃是洪堡特最主要的语言哲

学概念。他认为, 民族的精神个性是思想形成的

基础。 ∀语言绝不是产品, 而是一种活动∃; ∀语言

不是活动的产物, 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姚小平 1995)作为精神力量的产品,语言的完善

程度决定于民族精神力量的作用。语言的创造性

首先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创造性。显然,他强调民

族精神与俄罗斯斯拉夫派语言哲学观点产生共

鸣,因此被波铁布尼亚吸纳,但波铁布尼亚没有继

承洪堡特夸大精神作用的观点。

第四,术语∀内在语言形式∃是洪堡特最早在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

响∋中提出来的。他认为, ∀语言这一完全内在

的、纯智力的方面, 决定了它的本质, 这个方面也

即语言创造力量对语音形式的运用(( ∃ (姚小

平 1995)同时, 语言也是人类精神力量驾驭外在

形式的活动。世界诸语言 ∀具有一种统一的内在

形式, 而在这一形式的范围内则允许存在差异∃。

看来, 洪堡特提出的内在语言形式是指某一种或

某一类型语言的独特形式, 属于语言的 ∀内部规

律∃,这种规律也即∀语言创造过程中精神活动所

循的轨迹,或者换另一种譬喻的说法, 是语言创造

力量用以浇注出语音的模型∃,其实质是想强调语

言间的差异。虽然洪堡特并未对∀内在语言形式∃

下明确的定义,但是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 他把

内在语言形式看成语言中最本质的东西,这最本质

的东西就是他所说的创造语言的精神力量。

第五,语言世界观。洪堡特在语言学方面的

全部探索都围绕语言世界观展开。洪堡特说过,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语

言是构成思想的官能∃ (姚小平 1995)。他认为,

语言和思维相互作用,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

个人的意识活动也以语言的存在为前提, 从表象

的形成、转化到概念的建构和保存, 都必须借助语

言进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语言都是人类

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只有在语言中思维、

感觉和生活∃ (姚小平 1995)。他明确区分语言的

表达功能和认知功能,并认为后者才是语言的本

质功能。他的语言研究始终立足于一个基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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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语言 (主要 )不是供人达到相互理解目的的媒

介,而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 (姚

小平 1995)。∀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

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 (姚小平 1995)洪堡

特的语言世界观告诉我们, 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

是通过语言形成的。他用自己学习语言的切身感

受说明,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

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 而概念和想

象方式都反映在每一个词上。词不是事物本身固

有的属物, 而是 ∀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

映∃,是人∀在发明词语的某个特定时刻对一个事

物所作的理解∃。洪堡特把不同语言表示同样事

物的词作了一番比较后发现, ∀拥有不同世界观

的民族的特性在词的意义上映现了出来∃ (姚小

平 1995)。他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最后归结到语

言对人的∀威力∃和精神的 ∀强力∃的论述上,他的

全部语言学说正是以精神为出发点,并且以精神

为其归宿,最终导致洪堡特并没有解释清楚语言

和思维之间的关系。

总之,洪堡特的语言研究是立足世界多种语

言,力图求出世界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他最终

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的差异在于民族的精神个

性的差异,因而导致各语言的世界观不同。洪堡

特的文化哲学观、朴素的语言辩证法思想、语言理

论及其方法论对世界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其中的直接受益人就是波铁布尼亚。

3 语言哲学观

波铁布尼亚本人多次声称自己是洪堡特的

∀门生∃和学术继承人,在自己的语言学说中阐释

语言的概念和本质、语言的层级、语言和思维的关

系等问题。

3. 1语言的概念和本质

受洪堡特的影响,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是活

动,人体器官组成思想,语言这一创造活动是由外

部环境、人本身和语言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是

一个符号系统,语言不仅反映个体的内心世界,而

且保存和传递着社会的外部语言信息,是不断发

展的完整符号体系。 (  !∀#∃% 1922: 4)波铁布

尼亚把语言概念建立在自己接受的符号系统之

上,而这一概念在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创

立,其实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个体性。波铁布

尼亚的语言观充分考虑了语言的构成成素, 他的

思想在当时是前卫的,早于欧美至少一个世纪。

3. 2语言的三个层级

洪堡特在&导论∋里把语言系统归纳为分节

音、音节、词和句子 4个层次。而在波铁布尼亚的

学说中,语言系统由三个不同结构的层级组成:单

个词、成语和完整篇章,并且所有这些层级是同形

的,而被理解为心理直观形象的内在语言形式就

好似一根轴线把它们串联起来。内在语言形式表

示的不是严格的逻辑意义,而是该词、成语或整篇

文章的心理意义。可见, 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不

仅是一种逻辑现象,而且是心理现象,因为语言要

追踪、反映人的心理感受。人对外部事物的态度

依靠人对这些事物的感受, 并反映在语言中。看

来,波铁布尼亚发展了洪堡特语言系统的层次理

论,从语言心理角度重新揭示内在语言形式这一

概念。

波铁布尼亚看到洪堡特语言研究范围的恢弘

庞大而不容易深入的弱点, 因而在洪堡特研究的

框架中,他缩小语言研究的范围,结合民族历史文

化,以自己熟悉的斯拉夫语族语言为语料,找到语

言研究的最好切入点! ! ! 词。−. −. − (!.∃/! )

说过, 语言由词构成, 而词是用作符号的一些语

音,代表我们的思维, 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可

见,波铁布尼亚从 ∀词∃出发展开语言研究, 这是

最适切的研究视角。有关词的学说,是波铁布尼

亚语言学思想的核心。在 ∀词∃这一概念下,他仔

细研究了∀词的内在形式∃、词的 ∀远∃义和 ∀近∃

义、词的主客观内容、词% 语法% 逻辑、词的社会

历史性等问题, 而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这一中心问

题则贯通始终。

3. 21词的内在形式

词的内在形式在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思想

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他受

到洪堡特文化哲学观直接影响的结果。由于洪堡

特并未对∀内在语言形式∃下明确的定义,因此波

铁布尼亚为了解决思想和语言之间相互关系及其

本质的问题,缩小了洪堡特关于内在语言形式的

理解范围,提出了更为确切的概念! ! ! 词的内在

形式。根据波铁布尼亚的定义, 词的内在形式就

是思维内容和意识之间的关系, 它显示出人如何

产生自己个人的思想。起初, 词的内在形式在波

布特尼亚的著作中是作为两个概念,即词的词源

意义和词语中的 ∀概念∃的同义词出现的。在后

来的著作中,他将对内在形式的理解扩大为语言

中超 语言内 容的 表现方 法, 即 语言意 义。

(  !∀#∃% 1958: 415)词的社会历史性在词的内

在形式中固定下来。

3. 22词的∀远∃义和∀近∃义

波铁布尼亚认为, 语言的内部结构和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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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单位! ! ! 词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每一个

词都突出三个因素: 语音、概念和意义。同时, 意

义和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平衡: 意义总是比概念包

含的意思多。因此,较宽泛的意义总在力求脱离

较窄的概念 (如 0/1∋!和 1∋!)。因而意义和概

念之间不一致, 甚至会遗忘概念。∃ (  !∀#∃%

1958)波铁布尼亚引进词的 ∀远∃义和 ∀近∃义概

念,旨在证明,个体即操语言者有责任积累词的新

义,同时还要保留历史文化遗产。他强调词具有

概括思想和发展思想的功能, 词不仅是语音的统

一体, 而且也是观念和意义的统一体,指出词的最

近意义是人们达到相互理解的基础。看来, 波铁

布尼亚的词汇 ∀远∃义和 ∀近∃义说就是俄语词汇

概念意义的确定、发展和演进的理论雏形,也是词

汇概念意义的获得、储存和生成的理论原型。

3. 23词的主观内容和客观内容

波铁布尼亚认为,词由主观认识建构,不是所

指事物本身,而是该事物在心灵中的反映。 (  

!∀#∃% 1958: 13)换句话说, 词不是为了向另一个

人准确转达现实的客观信息, 而是表达个体的心

理内容、情感和体会。 (  !∀#∃% 1958: 32)他说,

∀词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内容, 前者是词的最近

的词源,并总包含仅仅一个特征,即词的#近  义;

后者是最远的, 并能够包含许多特征, 即词的

#远  义。如 ∗! 2(桌子 )可以有一系列特征,但词

∗! 2本身只泛指所有的桌子, 不管它的形状、尺

寸大小等∃ (  !∀#∃% 1958)。此处, 波铁布尼亚

道出了对词汇概念的内涵意义 (∗34∗2)和外延意

义 (5 ∃%!∋∀)的最原始理解。我们找不到赋予一

个词相同内容的两个人, 所以交际过程中不可能

达到完全理解。因此, ∀任何的理解都是不理解,

所有的思想一致的同时都伴随着不一致。所以,

一个词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意义不可

能没有一定改变。因为如果两个词都可以修饰同

一个事物或现象, 两个词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  !∀#∃% 1922: 4)。这就是后来学者们总结出

的不同语言词汇概念存在的语义空缺现象。

如果排除主观意义, 那么一个词中只剩下它

的读音及其外部形式和其词源学意义。对一个词

的评价, 除了词源学意义方面的以外,还可以是:

( 1)思想内容对意识的态度,指出人想象出来的

个人思想; ( 2)主要形象, 即一些稳定特征之一;

( 3)映像的映像, 即表象。可以认为, 俄罗斯语义

学中关于词的主观评价意义研究的理论源头是波

铁布尼亚词的主客观内容说。

3. 24词%语法% 逻辑

根据波铁布尼亚的学说, 词由词的外部形式

(语音 )、词义和内在形式 (词表示事物形成的心

理表象,从不同角度给人以更大的情感影响 )组

成。词除了其根本意义 (词类和词义 )外,本身还

包括∀指出该词与其他词一并归属于一个或几个

共同的语法范畴。而这些语法范畴与词汇意义紧

密相联,词所示的实物和词的形式意义就会构成

一个思想现实∃ (  !∀#∃%1958)。

波铁布尼亚认为, 语法形式 (指意义而不是

声音, 许多语法形式在一定情况下没有声音记

号 )是一个最重要的语法概念。首先, 它是句法

语义概念,不仅可以用词的形式化因素,而且可以

用句法关系表示。其次, 形式的存在和功能的认

知正是根据语义, 也就是根据言语和语言中词和

形式的关系实现的。

波铁布尼亚阐释了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之间

的关系。逻辑相对于语法是第二位的,构筑在语

法之上。波铁布尼亚批评卡尔% 斐迪南 % 贝克

尔 )把语法和逻辑等同起来的这一 19世纪语言

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语言建构在逻辑范畴

之上。首先产生语言,随后产生思维。没有语言,

就没有逻辑。语言和逻辑相互独立的前提是: 逻

辑规律和语法规则完全不同,因为没有前者,后者

也是可能的;相反, 语法不正确,但逻辑关系可能

是正确的,而且能被理解。 (  !∀#∃% 1958)

3. 25词的社会历史性

波铁布尼亚认为,词是交际工具,是社会历史

现象的见证、人类活动的产物, 以相应社会和文化

类型为前提。他说,文艺作品表达人的感受,它的

作用不仅是向别人传递某一客观信息,更重要的

是告诉别人自己的感情、愿望等。因此,文艺作品

和个别词具有同样的特点: 同样作为具有表现力

的语言手段,是历史决定的手段,因为二者都是在

具体历史环境中产生并反映历史。虽然波铁布尼

亚的符号和词义相互关系的观点与蒯因、皮尔士

及翁贝尔托%埃科的观点相似, 但他研究的重点

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由符号表示的词义。譬如,皮

尔士认为个体的作用由个体本身的利益决定, 而

波铁布尼亚认为符号的意义带有传统特征, 不仅

与个体关联,而且与社会也有联系, 符号承载着社

会的历史。因此,根据波铁布尼亚的观点,语言具

有遗传学特征, 可以把语言看成历史发展长河中

永存的有机现象。

3. 3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

他的两部著作&思想和语言∋和&俄语语法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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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思想和语言∋中指出, 语言和思维的问题可

以囊括整个语言学领域,语言形成思维,是引起思

维产生的机械装置,因此语言学中可以直接看见

研究发展思维的材料。&俄语语法札记∋以思想

对词的关系为背景,题目简单, 但包含着丰富的哲

学和语言学的内容,细致描绘了古代俄罗斯的思

想体系和接受现代语言与思维的复杂过渡过程。

他说, 各语法范畴可以促使思维各范畴的发展,造

句可以看清楚各范畴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这两

部专著思想内容紧密相连, 完全是用独特的语言

和与众不同的风格阐释语言和思维复杂而矛盾的

相互关系。一方面,语言领域远远不能与其他领

域 (如画家、音乐家、象棋大师的创造性思维 )相

吻合; 另一方面, 语言是个人甚至在完全与世隔绝

的条件下思维的必要条件: 手段不表达已经成形

的思维,而是创造思维。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就好

似一条轴线把以上一些抽象的语言概念串联起

来,形成波铁布尼亚一系列闪光的语言哲学思想,

6/(7∋∀)称&俄语语法札记∋是 ∀俄语词汇照耀下

的俄罗斯思想史∃ ( 6/(7∋∀) 1899)。语言是 ∀思

想形成的手段∃ (  !∀#∃% 1922: 37), 语言不仅对

思想产生影响, 而且还是发展思想的有力手段和

完善思想的重要条件。而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

观也正是通过以上这些语言概念反映出来的。他

主要论证词与思维之间的不一致性: ∀人类发展

到中古时期,思维才和词汇联系起来。在原始社

会中, 许多思维活动还不能用单词表达。只有到

了抽象思维的高级阶段, 思维才会放弃那些不能

满足需求的东西(( ∃ (  !∀#∃% 1922: 68)

4 结束语

从波铁布尼亚的理论诞生至今, 已有越来越

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其理论, 并已意识到运用哲

学方法和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语言展开研究的优

越性, 因此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的重要地位也越发

显现出来。细致周密地分析波铁布尼亚的语言理

论巨著, 引领我们研究俄罗斯哲学、语言学、心理

学、民族学等不同领域的理论思想。他的影响是

深远而有益的。他的讲义积累了丰富的信息, 既

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又有经过批评检查的可靠信

息,似乎从中可以聆听到波铁布尼亚对科学的酷

爱,随处可见波铁布尼亚对人! ! ! 单一个体和民

族的信赖和忠诚。在当今精神普遍混沌骚动的俄

罗斯社会,一个最现实的任务是呼唤和弘扬俄罗

斯民族传统的深层内容和民族精神的回归, 重新

审视俄语在世界语言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

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还是对于今天的俄罗

斯及其他独联体各国来说, 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

学观都是难能可贵的。而对于今天的中国语言哲

学,对其予以引进与诠释, 将有更深刻的启示意

义。

注释

) 卡尔 % 斐迪南% 贝克尔 ( Kar l Ferd inand B ecker 1775!

1849), 德国语言学家、医生和教育家, 著有 &语言结构∋

和一些德语语法教科书,从事语言的逻辑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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