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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指出：“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

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

之本质的。”①人与其说是文化的动物，不如说是语言的动物。在哲学解

释学看来，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人存在的前提。的确，人永远是以语言

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语言开启了人和

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关系，与此同时，人也在语言中开启了自我。

自 20 世纪西方哲学实现“语言学转向”以来，人类对语言的关注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了其背后所呈

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意义。以语言为中心并结合多个学科视角的话语分

析，近年来逐渐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研究备受瞩目的方法，其原因就

在于很多关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学家同时也在关注微观的社会行

动层面，而话语分析就成为这种研究最好的工具。著名现象学大师胡塞

尔认为，以往的认识论只注重研究认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认

识和表达之间的关系。认识如何反映对象需要研究，同时，认识如何表

达也需要探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认识就是把握对象的意义，而

表达则是赋予对象的记号与意义。后现代主义赋予“话语”特殊的含义，

在话语所构成的世界里规定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大量不同的甚至冲突的

因素都可以包容其中，关键是看这些因素是否符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

则。这使得“话语”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并为各领域开拓了新的视角和研究途径。

语言不仅是人的存在的方式，也是教育的存在方式，语言赋予教育可

能性。任何教育都发生在语言中，什么样的语言表达什么样的教育，语

言是教育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没有语言，就没有教育。可以说，教育

①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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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秘密隐藏在语言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应用话语体现理论说服

力的活动，具有使用话语进行交往、交流、沟通以达到教育目的，提升教

育效果的特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相互频繁

地传递信息并获得理解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话语过程。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构建者，其内容和形式及其背

后的社会关系都深深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关注思想政治教育，

必然要求我们关注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对思想

政治教育进行话语审视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

来，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与现实变化的契合能力已不足以完整地体现社会

所发生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创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变革

的诉求根源于社会的转型，但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不是自然而然的过

程，而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理论自觉。应当说，关于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根本问题和解决的突破口，仍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

探索的重大课题。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

一直进行着调整，学者们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许多

有益的尝试。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并没有把话语作为

一种核心理论来研究，这一方面说明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在思想

政治教育学理论视点内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在深化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时，只注重教育理论研究而不注重话语的研究，那么，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就会陷入一种教育论教育的封闭循环，无法实现创新与突破。

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既是深化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与实践认识的研究，更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创新点和新突破。

本书遵循“本体论的认识—形而上的视角—价值论的取向—方法论

的进路”的写作思路，以话语为切入点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发

展。本书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范式进行本体论解读的基础上，构

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多学科交叉应用研究思维，从哲学、教育学、语言

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深入的研

究；立足于时代背景，梳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现实境遇，探索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范式的思路和方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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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者试图从话语的视角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症结所在，冀望通

过将话语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域，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新思维和新观念。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视角都不可能单一完成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改造。但新的视角的介入，却可以扩大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

思维方式，提供解决问题的新的路径，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

研究表达着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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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话语：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问题

自 20 世纪初以来，在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中普遍地发生了一个

“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

际学术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伦理学、人类学、历

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如果说当代哲学和

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思想发展和理论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的交响曲的

话，那么，当代学术界对语言问题的探究和解释就构成了这一交响曲的

主旋律。“哲学史充分表明，很多重大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的突破常常是

术语、概念的突破。思想上的‘元概念’的分裂有如物理中的‘原子’的分

裂一样力量巨大。‘意识’是这样，‘时间’是这样，‘语言’同样也是这

样。”①20 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对语言思想本体性的发现，这个

发现给整个人类思想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革命，并由此对很多重大

传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发现话语：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哲学思维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密不可分，二者的联系与纠缠源远流

长。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克拉底鲁篇》中比较集中而详细地讨论了

语言的起源、使用和功能的问题，而在《斐多篇》中，他明确提出了借助语

言研究把握世界的设想。近代哲学家，如洛克、莱布尼茨等也十分关注

① 高玉：《论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的本体性及其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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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问题，他们认为语言是心灵最好的镜子，研究语言有助于把握人类

理解力的实质。一般认为，近代哲学家只是把语言当成心灵与世界之间

的中介物加以研究，并没有赋予语言以任何特殊的地位。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出来，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

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

质等。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

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语言学转向”的背景

哲学的转向究其本质是某种哲学观的转变，表现为某种哲学范式的

变革，也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西方哲学自产生以来，发生过三次重

大转折：第一次是柏拉图创立了本体论；第二次是笛卡尔创立了认识论，

使哲学研究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第三次就是语言成为哲学所关注和研

究的对象，即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所以会出现“语言学转向”，正如

罗素所言：“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于这个事实，即每一个哲学问题，当

我们给以必要的分析和提炼时，就会发现，它或者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或

者在我们使用逻辑一词的意义上说是逻辑问题。”①正如任何新事物的产

生都是由于旧事物的发展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而需要突破一样，“语言

学转向”正是在摆脱旧形而上学困境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体论的确立标志着西方哲学典型范式的形成或思维方式的成熟。

古希腊哲学家们试图找到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恒定本质，寻求“世界的

本源”。柏拉图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在柏

拉图的‘理念论’中，可感世界与超感觉世界被截然分开，他明确地提出，

哲学不应面向感性世界（‘非存在’、不真实的世界），而应转向超感觉的

理念世界（‘存在’、真实的世界）。哲学思维在于不断去‘思想’并抛弃感

觉，向超感觉世界提升，从而达到‘存在’，直至达到最高理念‘至善’，也

① ［英］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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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终极的存在。”①对于柏拉图来说，求知就是求理念、求真实的存在。由

此，柏拉图把西方哲学引向了知识型道路，体现了本体论哲学所内涵的

知识论倾向。

尽管本体论与认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哲学家们都力图通

过求知的途径解决本体论问题，但希腊哲人的学术旨趣在本体论，而不

在认识论上。这就使古希腊哲学有着不可化解的悖论：对“本体”的追

问，本意是为了把握世界的“统一性”，但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分裂世界、

分裂存在的方式；本来是要把握“存在”，然而，从中引出的却是超感觉世

界与人的对立，这就必然带来一个根本性的理论困难——人们所断言的

超自然的“本体世界”的合法性根据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克服感性世界

与超感觉世界之间的鸿沟？此岸世界的人究竟怎样才能通达彼岸超自然

的“本体世界”？正是本体论在其演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困难，构成了

近代认识论直接的理论动因，而解决这一困难则构成近代认识论基本的

理论使命。“事实上，当哲学家们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也终于意识到，他

们所说的‘事物本身’必然受到他们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角度的限

制。如果不首先弄清楚关于人的认识的本质问题，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

也无从回答。”②于是，哲学家们从古代哲学对“本体”是什么的追问，转向

对本体追问能力的追问，即从对本体“是什么”的规定进行言说，转换成

对“我们的认识何以可能”的发问。

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自笛卡尔开始直到康德得以完成。笛卡

尔的“我思”哲学使本体论上思维与存在的划分明朗化，使认识论上主体

与客体的区分明确起来。主体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改变和拓宽了近

代哲学家们的思路，他们试图由此去解决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据和基础，

解决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传统的本体论在追寻“本体”的过程中，哲学

家们总是从“我”之外去追寻最根本的存在，未曾想过从自我出发去解决

存在和知识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是我们是否有以及有何能力去通达

① 仇竹妮、赵继伦：《从“语言学转向”看西方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长春市委党校学

报》2009 年第 1 期。

② 管开明：《语言何以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广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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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问题，其核心是“能否思想”的问题。这说明，哲学家在构建关

于本体的学说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认识的理论。换言之，认识论问题成

了解决本体论问题的基础。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对本体论局限性的一种克服，其目的是要

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寻找二者的统一性，以回答“能

否思想”的问题。然而，在对“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思考中，也存在着自身

不可克服的危机：其一，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都把思维看作是主体的

唯一特性，把思维的主体和主体的思维相混淆，其所谓的主体性不过是

自我性或意识性，不过是主体意识的内心独白，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陷入

唯我论的困境。其二，近代西方哲学由于片面地注重理性的认识功能，

将主体性仅仅看作是“能思”的存在，没有看到作为主体的人并不是纯粹

的思想存在，遗忘了人是具体存在的根本事实，从而忽视了人作为主体

自身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事实上，无论是人的存在还是人的能力都不是

先验的、无条件的，人的活动包括思维乃至经验感觉并不是直接而透明

的，它们只能借助一定的中介或符号来进行，这种中介或符号便是语

言。人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同对象世界打交道，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

统一于语言媒介。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取向构成了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

性，要脱离这一困境就必须对“认识论转向”进行再转向。

从 20 世纪开始，“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语言的意义问题取代了认识论的问题，语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一跃

而成为西方哲学的焦点。通常认为，转向后的西方哲学 (严格地说主要指

英美哲学)可以称为“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①，以区别于近代哲学

中的“思辨哲学”。同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思路和

基本原则研究和关注语言问题，并出现了与英美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相

似的、被某些哲学家称作的“解释学的转向”，这些都使得研究语言成为

① 也有哲学家把“linguistic philosophy”用于专指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但更多的哲

学家则主要用它指这样一种哲学方法，它试图通过分析语词意义和自然语言中的语词之间

的逻辑关系来解决哲学问题。当然，牛津哲学是这种方法的发祥地，但“linguistic philosophy”
绝不仅指牛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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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受此影响，整个西方人文学界也逐渐把

研究重心对准了“语言”，正如英国当代著名理论家伊格尔顿所说：“对于

20 世纪知识生活来说，语言，连同它的种种问题、种种神秘以及它与其他

事物的种种纠缠牵连，已经同时成为其范式及其偏执的对象。”①

（二）“语言学转向”的实质

从西方哲学史“语言学转向”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它是西

方哲学力图摆脱危机的最后结果，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内在逻辑发展的必

然，因为“评判一种哲学理论或观念，并不是根据它是否解决了当时所面

临的危机，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遵守了哲学理

性的自身规律，这就是，思想必须要不断地调整它与对象和世界的关系，

以便使自己能够最大程度地揭示或者说反映对象和世界的特征”②。古代

哲学以素朴的唯物论建立了思想与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近代哲学强调认

识主体在这种关系中的决定作用，而当代哲学则把融汇了经验与理性的语

言看作建立这种关系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

哲学的产生正是西方哲学合乎其逻辑规律的发展结果，是人们由探索外在

自然“退回”探索知识本身的结果，它是人类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西方

哲学非常重视思维的抽象性，这一特征导致西方哲学发展了纯粹的形而

上学；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严格的科学精神，注重知识的现实经验性。

知识本身就蕴含这两重矛盾，它既要具有逻辑的确定性，又要有实证的

经验性。然而，抽象的逻辑总是很难进行经验，而经验又是多变而不确

定的，西方哲学的三次重大转折可以看作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这是一个

不断抽象但却又寻求科学、具体的过程，这一矛盾推动着西方哲学的研

究对象不断由外在现实物体“后退”地走向内在抽象的思想、知识、语言，

这就是产生“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发展本性。单就“语言学转向”而言，实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4 页。

② 江怡：《世纪之交再话“语言的转向”》，《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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