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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这一前提条件。继承包括借“他山之石”，实现攻克“本土之玉”

的目的。语言哲学的研究当然应该以引进和诠释国外理论、方法为基础和条件。本期刊发范连义先生

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中的语用蕴涵》和陈晓茹老师的《从语言哲学维度看施莱尔马赫的语言解

释学》，其目的正在于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后期思想凸显

日常语言的重要性，认为语言的意义生发于语言的使用过程之中，强调其动态性、规则性以及语言游戏

存在的世界和基础———生活形式。同时，语言哲学的引进与诠释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弗雷格、罗素开创

的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领域，值得玩味的还有很多。因此，陈晓茹的文章对于当今中国语言哲学的

价值已经超出了其文章本身。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中的语用蕴涵


范连义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２０００６２；苏州科技学院，苏州２１５０１１）

提　要：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语用蕴涵。“意义即使用”观表明：没有抽象的语词的意义，语词的意

义在于其具体的使用之中；我们不仅能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反映世界，而且可以用语词来做事，对世界作出反应；同一个

语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用法。“语言游戏”观表明：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不同的语言规则，语言

游戏依照一定的语言规则进行，而规则的产生和完善必须在游戏中才能得到实现，这就是所谓的语言规则悖论；有些语

言规则因为“过时”遭到淘汰，而有些规则则会成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的基础，语言游戏是在

生活形式这个大的生活场景中进行的。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们赖以生活的生活形式。语言游戏是否合适

要以具体的生活形式为参照。不仅如此，维氏在其后期哲学著作中还多次提到“语词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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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２００８年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与当代语用学”（０８ＳＪＢ７４００００６）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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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语言学界一般认为，语用学肇始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

的莫里斯（Ｃ．Ｍｏｒｒｉｓ）的符号三分说（索振羽２００３，姜望琪

２００３，何自然 冉永平 ２００２，徐盛桓 ２００１）。上个世纪 ５０

年代，奥斯汀（Ｊ．Ｌ．Ａｕｓｔｉｎ）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语用学

成为一门显学，塞尔（Ｊ．Ｒ．Ｓｅａｒｌｅ）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

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格赖斯（Ｈ．Ｇｒｉｃｅ）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８０

年代斯波伯（ＤａｎＳｐｅｒｂｅｒ）和威尔逊（ＤｅｉｒｄｒｅＷｉｌｓｏｎ）提出

的关联理论更是促进了语用学的发展，使得语用学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国语言学界在语用学理论引进的

时候很少对语用学的哲学渊源的考察。不过，近期李洪

儒先生从说话人意义出发，对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

进行了探讨，应该说是语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李洪

儒 ２００５：４３）；冯光武对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进行了反思（冯光武 ２００７：１９－２６，２００８：１－６），本文的要

旨就是通过对维氏后期哲学思想中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

考察梳理，发现其后期思想中的语用蕴涵，以期能够对此

进行解释。

维特根斯坦早期不大关注日常语言，他关注的是语

言经过分析之后得出的逻辑结构。在其后期哲学思想

中，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进行充分分析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强调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他认为，哲学“必须耽留在我们

日常思考的事情上”（ＰＩ§１０６）。他的这一思路表明：哲

学从原则上应当耽留在日常语言的考察上，而不是去建

构所谓的完美的逻辑语言。“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并

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

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样用的么？我

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ＰＩ

§１１６）维氏在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也有一些例

子，如命令、叙述、报告、讲故事、问候、感谢、祈祷等等，这

些语言游戏因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做事功能。通过阅

读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其中的语用蕴涵。

２　“意义即使用”观中的语用蕴涵

传统意义观认为，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

则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

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维特根斯坦

认为，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老师以指物定义（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方式一边指着“桌子”、“椅子”、“苹果”等实

物，一边教“桌子”、“椅子”、“苹果”这些词的意义。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整个语言来说，语词的意义绝不是它

的所指，语词的意义是它们在语言中的应用。语言的“意

义即使用”观是其后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中心思想。

“‘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根本不是在谈什

么意义，谈的只是‘五’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ＰＩ§１）

“在使用‘意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

有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是

它在语言中的用法。”（ＰＩ§４２）

语词的“意义即使用”观向我们表明，我们在使用语

言对世界进行反应，而不是反映———这正是后期维特根

斯坦所要强调的。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把语词比做工

具：“想一下工具箱里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

刀、尺子、胶水盆、胶、钉子、螺丝。———这些东西的功能

各不相同，同样，语词的功能也各不相同”。罗素等人最

喜欢用书桌之类举例来说明语词的意义，维氏用工具来

说明语词的意义有着不同的旨趣。书桌的比喻隐含着对

语言反映论的理解，而把语言或语词比喻成工具却意在

表明：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反映世界，而在于像使用工具那

样对世界作出应对。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说：我们是在以

言行事。我们不仅能用语词来做事，而且同一个语词或

句子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使用。“设想一个图画，上

面是一个拳师打拳的某个姿势。而这幅画可以用来告诉

一个人他应该怎样站立，应该保持什么姿势；或者告诉他

不应该做什么姿势；或者告诉他曾有某个人站在某个地

方，诸如此类。”（ＰＩ§２２）这个生动的比喻表明，一个图像

或一个语词、一个表达式本身并不断言任何东西，它可以

用来达到许多很不相同的目的。说“灯！”在不同的语境

中有不同的意义：“‘开灯’、‘关灯’、‘灯光太暗’、‘灯光

太强’”等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词本身并不指示或

意谓着什么，语词是其在语言的使用中获得意义的。“每

个符号的本身都是没有生命的。什么赋予它以生命？通

过使用它获得生命。”（ＰＩ§４３２）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

仅能用词来谈论事物，还可以用词来做事：“我们给事物

命名，然后我们能够谈论它们———似乎只要有了命名的

动作，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就确定了。似乎只有‘谈论事

物’一件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用语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只要想象感叹句和它们完全不同的作用就够了。水！走

开！哎哟！救命！好吧！不！你仍然要把这些词称为事

物的名称么？”（ＰＩ§２７）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中，使用概念代替了

意义概念，但这并不是说他把语词的用法等同于语词的

意义。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意义”也是一个日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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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使用的词，同其他词一样，不止有一种用法。但是就大

多数情况来讲，词的用法同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是一回事：

“在使用‘意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

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意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

它在语言中的使用”（ＰＩ§４３）。使用这个概念固然有种

种优点，但若把“意义即使用”根据维特根斯坦对“意义”

的定义，以为只要把意义都改写为使用，语言意义问题都

解决了，那就太容易了（陈嘉映 ２００３：１９０）。奥斯汀认为

使用和意义一样宽泛含混，“已经变得经常遭人嘲笑”。

在奥斯汀看来，语言是述说现实和理解现实的工具，而不

能直接改变现实，使用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使用。语词的

使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使用，而是一种受规则辖制

的行为，它的使用有合适不合适之分、对错之别。奥斯汀

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及以后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和关联

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对维氏“意义即使用”观的一

种发展和完善。对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观点，施

太格缪勒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尽管维特根斯坦反复

谈到个别的词和句子所起的功用，尽管他使用了工具箱

这个深刻的类比，我们还得认为他心中想到的几乎总是

这些广阔的语境，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想到个别的言语

行为。另外他也没有对这类行为进行全面的考察。举例

说，Ｊ．Ｌ．奥斯汀在这一方面作出的研究成果就比维特根

斯坦那种不过偶然一提更细致和丰富”（施太格缪勒

１９９２：５７６）。

３　“语言游戏”观中的语用蕴涵

语言游戏（Ｓｐｒａｃｈｓｐｉｅｌ）这个概念首先是在《蓝皮书》

里提出来的，最初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

式”、“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哲学研究》也

曾这样说到语言游戏，包括“孩子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

戏”和“原始语言”（ＰＩ§７），如一方喊出语词，另一方根

据这些语词来行动（ＰＩ§２）；教的人指着石头教会学生

“石头”这个词；跳皮筋、游戏时边玩边唱的那些话（ＰＩ

§７）。但是语言游戏有比这远为广泛的意义：“我们还将

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所

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ＰＩ§７）。语言的原始形式

是和人类其他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我们在场景中学会说

话，在场景中理解语句的意思。若把语言视为一个大领

域，有一个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

就是语言游戏。（陈嘉映 ２００３：１８４）。在《逻辑哲学论》

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反映世界，是对世界的摹画。而

在语言游戏中则说，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是和其他行为

举止编织在一起的活动。在图象说里，语言和世界是以

一条边相切的方式接触，而语言游戏却是语言和现实难

分彼此的大面积的交织。进行游戏意味着遵守规则，但

它不是机械地遵守规则，游戏首先是“玩”是“乐趣”。游

戏这个概念有点特别，一方面，游戏自由自在而无目的约

束；另一方面，多数甚至所有的游戏都要遵守规则。（陈

嘉映 ２００３：１８５）

在语言游戏中，话语由于它们完成语旨的作用而彼

此不同。维特根斯坦想让人们明白，语词并非像传统的

意义观主张的那样：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这个语词所指

的对象或其所代表的观念或意象。辛提卡（Ｊ．Ｈｉｎｔｉｋｋａ）

通过研究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人们能“以言行事”这方面

比奥斯汀所看到的现象更为一般（Ｈｉｎｔｉｋｋａ１９７３：５８）。譬

如我们来考察“感谢”这个词，我们就此区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某个语言集团完全不知道感谢的风俗习惯。

在那里，“感谢”一词失去了它的意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

说是，这个词失去了它的应用。我们对此种情况不感兴

趣。第二种情况，存在着这种习惯，即由于适当的原因而

表示感谢，而且是用 “谢谢”、“多谢”、“非常感谢”等语词

来表达。在这里，我们显然就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中的以言行事发生了关系。第三种情况，与上一种情况

一样，存在着感谢的风俗习惯，但是这种感谢是借助于手

势而不是语言来完成的，如打躬作揖。如果将第二种情

况与第三种情况加以比较，“感谢”这个动词的描述意义

和完成语旨的作用之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在两种情

况下，这个动词都具有一个描述意义，因为它可以用做关

于某人表示了感谢的报道。然而这个动词只有在第二种

情况下才能具有完成语旨的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表

示感谢的行为或活动只有借助于这个动词才能完成。而

在第三种情况下则只是借助于非语言的手势。从维特根

斯坦所给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语言游戏都

有固定、确定的规则，并非所有的游戏都需要界限分明的

场地，也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有始有终，并不存在人们称为

游戏的所有活动所共具有的东西。尽管在我们称为游戏

的那些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共同的本质，但它们还是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并因之而形成了一

个大的游戏家族。正如一个家族成员间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相似性一样，诸游戏间也有重叠交叉的相似性。维特

根斯坦把这种相似性称为“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千差

万别多种多样，我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

的行为。

自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至塞尔对奥斯汀言语

行为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其间已经有 ３０年的时间过去

了。施太缪格勒认为这“对语言研究者而言是一件令他

们感到羞耻的荒唐事，即他们竟然没有远在奥斯汀之前

就作出这样一种其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短的话来表示的

发现：我们借助语言可以行使各种各样的行为。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学家发现存在着像言语行为这

样的东西时，甚至可能已经是现代哲学中‘语言学转向’

几十年以后的事了”（施太格缪勒 １９９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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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语言“生活形式”观中的语用蕴涵

“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可以说，它与“语言游戏”一起构成维氏后期哲学的灵

魂。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对“语言游戏”论述较

多，后人研究得也较多。而他对“生活形式”却论述得很

少，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生活形式这一概念是一个最难以

理解的概念。从其后期哲学思想来看，“生活形式”可以

说是一条主线，其哲学思想和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哲学概

念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生活形式”在《哲学研究》

中仅仅出现５次。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没有对“生活形

式”这一概念给出任何定义，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就有多种

解释，如Ｊ．Ｈｕｎｔｅｒ就把它们归为４类（涂纪亮 ２００６：６）。

在其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语

言反映世界，是对世界的摹画；而在其后期的《哲学研究》

中改变了看法，提出了不同的语言观：语词的意义就是它

的用法，并把语言比作游戏，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

分。“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ＰＩ§１９），

把语言同生活形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里语言游戏

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

部分，或者说是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ＰＩ§２３）语言被

看成一种游戏，人们在语言游戏中学会了语言的使用规

则、词的意义即词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在维特根斯坦

看来，“语词含义的通常概念形成了多浓的一团雾气，使

我们无法看清语言是怎样起作用的。而在某些运用语言

的原始方式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综观语词的目的以及

语词是如何使用的；因此，从这些原始方式来研究语言现

象有助于驱散迷雾”（ＰＩ§５）。维特根斯坦认为，用语言

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

分。“须得接受下来的东西，给定的东西———可以说———

是生活形式。”（ＰＩ第二部分第十二节 §２３３）他的这些话

的意思是：作为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我们必须接

受的东西。我们应该在语言的使用中学习语言，在“语言

游戏”中学习语言，而不是抛开语言的使用去寻求语词的

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寻找语词的意义是一种形

而上学的冲动，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可提出任

何一种理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的假设。必须丢

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ＰＩ§１０９），因为“任

何解说都像它所解说的东西一样悬在空中，不能为它提

供支撑。各种解说本身不决定含义。一条规则的表

达———比如一个路标———同我的行动有什么关系？这里

有什么样的联系？好，可以是这样：我被训练来对这个符

号作出某种特定的反应”（ＰＩ§１９８）。我们在语言游戏中

遵守规则，因为在生活中我们就是被这样训练的。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生活形式观，避开正面回答语词

的含义，这是因为许多语词在日常语言中的精妙的用法

远非词典所能解释或界定，一个语言游戏只有在一定的

生活的场景下才能确定它的意义；另外，语言是变化的，

它随着生活场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知道语词

的词典意义而不去关注这些语词在具体生活中的实际用

法，是不能掌握这些语词的正确用法的。生活中我们说

的“红”字在“红苹果”和“某某的红人”中的使用明显不

同，更没有所谓关于“红”的共相的定义，因为我们在生活

中就是这样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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