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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语言学的研究一直受到哲学、逻辑学的影响。俄罗斯当代语言学
的研究也不例外。西方语言哲学所关注的命题与模态问题，也是俄罗
斯当代语言学“语言的逻辑分析”课题组早期语用学研究方向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项研究首先对哲学和语言学中“命题”与“模态”概念内涵的
沿革过程进行梳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区分。从“命题与模态关系”、
“模态词”、“命题态度谓词”三个方面来展示西方语言哲学和俄罗斯当
代语言学在命题和模态研究上各自的特点。在“命题与模态关系”上，
分别描述了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对模态的认识，描写了语言中存在的模
态类型、不同类型模态的特征、相互之间的关系。模态词是模态逻辑和
语言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前者仅仅侧重于对其的形式化描写。
俄罗斯语言学对相关模态词“能够”、“必然”的研究则以具体的语料为
依据，不仅概括出了语言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还
对自然语言中“可能性”、“必然性”、“现实性”等相关概念的关系进行了
总结。西方语言哲学尽管提出了命题态度概念，但对它的研究只是宏
观的，且仅仅局限于“相信”、“知道”等少数命题态度谓词。俄罗斯语言
学中的“语言的逻辑分析”课题组则在对命题态度谓词归类的基础上，
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对它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展现了不同命题
态度谓词各自的语义特征、句法行为和交际－语用前景。西方语言哲学
和俄罗斯当代语言学在“命题与模态”问题上各有所侧重，将两者有机
结合，必将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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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０．１　选 题 背 景

西方语言哲学是指分析哲学的一个流派，与传统哲学不同，他们

另辟蹊径，“把存在的事实和已有的知识作为前提来接受，从分析描

述事实和表达知识的语言表达式入手，解决困扰着传统的本体论和

认识论问题”（车铭洲，１９８９：４），从而开始在２０世纪的西方哲学界占

据统治地位，引领哲学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开荒拓疆，诞生了一大批

语言哲学家，也孕生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语言哲学思想。无论是英美

的分析哲学，还是以现象－解释学为主导的欧洲大陆哲学，对语言与

思维的关系、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这样一些基本

的语言哲学问题都给予了普遍关注。欧洲大陆哲学对语言的本质和

功能问题，意向和意向性问题，语言的结构问题，语言、言语和文字的

区别和联系问题，理解、解释和说明的区别和联系问题等提出了许多

有益的观点。而英美分析哲学更是对专名、通名、摹状词、语句的指

称、意义的检验标准、言语行为理论、必然性和可能世界问题等作了

深入的探讨。语言哲学研究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并从哲学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高度为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总体方向。

西方语言哲学对当今俄罗斯的语言学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界中的“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的系列研究，

明显受到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启发。该小组不仅积极介绍西方语言

哲学的理论，还尝试用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研究本国语言，取得了

显著的成果。以俄联邦通讯院士阿鲁秋诺娃（Н．Д．Арутюнова）领

导的“语言逻辑分析”小组，从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５年陆续出版了２４部专

题文集。该文集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总标题，以《知识与信念》、

《语用学与内涵语义》、《指称与语篇构造》、《文化概念》、《行为模式》、

《心智行为》、《言语行为和语言》、《文化、语言中的真与事实》、《语言

和时间》、《动态世界的语言》、《关于空间的语言》、《关于伦理学的语

言》、《“起始”与“终结”的语义》、《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命运”概念》、

《混沌和宇宙———“有序”与“无序”概念场》、《概念分析：方法、结果与

前景》、《行为的逻辑学和语言学模式》等为分标题，涉及语言哲学和

当代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将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当代语言学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全方位地推动着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的发展。

０．２　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

俄罗斯“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早期的研究受西方语言哲学的影

响最为明显。该小组初期对命题、命题态度、意向性等问题的研究与

西方语言哲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哲学和语言

学中争议颇多的命题与模态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系统梳理俄罗斯

当代语言学在“命题与模态”研究上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为汉语

相应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课题主要采用描写法、对比法、阐释法，对以下内容进行研究：

语言哲学中的“命题与模态”和语言学相应概念范畴、理论；俄罗斯学

者在命题、模态的认识上的异同；俄罗斯学者在命题、模态、模态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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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西方语言哲学影响下的俄罗斯语言学在“命题

与模态”领域的特色等。

０．３　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少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及，但

真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俄罗斯语言学“命题与模态”的研究却

很少。这种新的研究角度不仅会加深我们对语言哲学的认识，而且

还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俄罗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

理论新意。课题中对相关概念内涵的沿革、区别的描写及俄罗斯语

言学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评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所取得的成

果不仅可以为理论研究者所使用，而且还可以直接运用到研究生和

本科生高年级的教学中去。

０．４　理论基础和材料来源

课题的理论基础和材料主要取自包括欧美和俄罗斯的语言哲学

思想及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代表的俄罗斯语言学有关“命题与模

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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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哲学和语言学

１．１　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

语言学在１９世纪从哲学等学科的附属地位中彻底解放出来，成

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哲学思想始终伴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并一直

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因此，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才不断深化，

语言学才得以不断进步。雅各布逊说得好：“从一开始，语言学就不

可分割地与哲学……搅在一起了。”（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１９９８：４５）他的这种论

述一点也不为过，只要回顾以下两者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

这一特点。无论是早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当今的语言哲学，都对语言

研究、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１．１　古希腊哲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打开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语言问题是哲人们

格外关注的问题之一。早在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认

识语言问题，这在有关思维与词、事物与名称的关系的辩论中反映最

为突出。对此，古希腊哲学家进行了论争并分为两派：一派为“本质

论”，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派为“约定

论”，认为事物的名称是预先约定，是人们按照习惯确定的，名称与事



物本身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次争论的双方代表分别是第一个

将“逻辑”概念引入哲学之中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被誉为“希腊人

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在这次关

于事物与名称之间关系的争论中，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在客

观上大大激发了人们对语言的兴趣，也为日后人们专注于语言问题

的研究并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争论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和驳倒对方，各自都更加仔细地

考察了词的结构和意义及外形。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语言的研究，因

而精确的语言分析从中萌芽。例如，在语言形式分析上，柏拉图是西

方第一个提出分类思想的人。他以意义为基础，将词划分为主词和

述词，这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名词和动词。而亚里士多德在保留主词

和述词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个词类：连词，它包括不属于主词和述

词的所有词类，也就是没有屈折变化的那些词。其次，他开始注意到

名词的格的变化和动词的时态变化。第三，他第一个把词定义为最

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这个定义与现代结构主义语法对词素的定义非

常相似。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句子的语法结构与句子的客观真实性

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符合语法的句子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因此应

该区分语法正确性和真实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观点对生成语

法学有一定的影响。（周利娟等，２０００：７８－８４）

１．１．２　中世纪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关于语言问题的探讨也非常突出。在中世纪

以“七艺”（语法、雄辩术、修辞学、音乐、算术、几何、天文）为基础的文化

教育中，与语言有关联的语法、雄辩术（逻辑）、修辞学成为“七艺”中的

“三才”，足以见得当时重视语言问题的程度。中世纪重视语言问题的

探讨也与当时的哲学家热衷于《圣经》的诠释有关。中世纪之初的大哲

学家奥古斯丁就把《圣经》中《约翰福音》开篇的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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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理解为“太初有言”，他

把“道”解释为“语言”，并明确提出了语言创生万物的思想。（转引自纪

秀生，２００５：２０）

１．１．３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哲学开始跨入近代的大门。近代哲学以认

识论为中心，对认识论的研究和对语言的探讨不可避免地要同时进

行。因为认识的基础、来源对应着语言意义的起源；人所固有的认识

能力的局限与语言对于人的思想把握事物真相的消极作用有关；反

映经验事实的命题和表示语言规则的命题具有不同的认识论意义，

等等。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被分为唯理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阵营，但

双方都十分关注语言对于思维的表达作用和遮蔽、扭曲作用。以笛

卡儿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之间的著名哲学

论战引起了人们重新注意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笛卡儿认为认识并不

起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自理性本身，认识的正确与否，只存在于观

念思想是否明白，只需用理性来加以判断；而经验主义强调一切知识

始于观察，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以反对演绎法。经验主义的核心论

点是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外部的感觉印象，再经抽象和概括等思

维活动而形成。两派思想家的观点对怎样看待语言及语言研究方法

都产生过各自的影响。

在唯理主义的影响下，语法学家认为语言的功能是传达思想，任

何自然语言都是人类思维内部机制的外部表现。人类思维具有共

性，因此，语言中存在普遍法则。语法的基本任务是反映这种普遍法

则。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的语法研究基本是用拉丁语法的框架

孤立地对其他个别语言的词的形态进行描写；而唯理主义语言学家

却在探讨人类千差万别的语言表象下的共同东西———普遍原则，即

所有语言的共同本质。与之相对立的是，经验主义强调以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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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分析。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语言研究表

现之一是对各个音作系统描写。英国的语音学在这段时间有了重大

发展。其中成绩较大的是观察派语音学家霍尔德（Ｗ．Ｈｏｌｄｅｒ），他的

重要著作《言语要素》在１６６９年出版。这段时期在语音理论和实践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１９世纪一些著名的后辈学者也产生了深刻影

响。在英语语法研究方面，１６、１７世纪初人们继承的是后期拉丁语

法学家的框架。但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观点鼓励人们在英语研究中要

对照观察，对各种范畴进行检验，再加上文艺复兴后期的知识界热爱

自己本族语的气氛高涨，这种检验和重新探讨把词类划分的研究向

前推动了一大步。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一直伴随语言学的发

展。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突出地反映了经验主义思想。比如以鲍

阿斯为代表的美国早期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家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各种

土著语言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美洲印第安语手册》。他的研究指

明了描写主义语言学的道路，推动了语言共时描写的研究。而布隆

菲尔德的观点从心理学上说是行为主义，但从哲学上说仍然是经验

主义。他的理论经过哈里斯、霍凯特等人的不断补充、改进和发展，

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形式化语言理论，使得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终于

独树一帜地在美国建立起来了。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欧美的哲

学思想中唯理主义重新兴起，经验主义面临挑战，在这种哲学背景

下产生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乔姆斯基在理论和方法上给语

言学带来一场革命，它使西方语言学的主流从描写具体语言的结构

转到试图对整个人类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这个方向来。乔姆斯基还

反对布隆菲尔德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就是创造性。

１．１．４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西方哲学在２０世纪初又发生了一次更为重要的转向，即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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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研究语言问题。现代哲学家们发现，人们在说明认识的本质

及在探讨人与存在、人与世界关系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受到了他们自己

语言的制约和影响。他们认为，语言不仅仅限于充当一种交际工具与

媒介，实际上它是一种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是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方

式，人所认识的世界只能是语言的世界，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感知都必

须以语言为前提，人与世界的任何沟通也只能在语言给定的情况下进

行，语言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讲是无法认识的。如果哲学研究不首先搞

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功能等问题，那么，认识论和本体论及其他哲

学问题都是无法解答清楚的。因此，许多现代哲学家便开始把研究语

言置于解决人与世界、人与存在的关系等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西方

哲学把这种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问题的研究领域，称之为“语言哲学”，

并把这种由近代哲学史上的认识论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变看做是一次

“哲学的伟大转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　ｔｕｒｎ）。（纪秀生，２００５：２０）

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在于

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

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

域在２０世纪初建立以来，已有一百余年历史，其间涌现出了一批又

一批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哲学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语言哲学论著，形

成了若干个语言哲学流派。这些不同流派的思想、观点对２０世纪的

哲学乃至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２　语言哲学背景下的俄罗斯语言研究

１．２．１　俄罗斯的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来讲，西方哲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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