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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然，无论是把语言主看作思想本身，还是把语言理解为存在的最后家园，这些都是对语言性质的全
新认识，与传统哲学以及传统思维方式对语言的理解有了很大不同。
如果仅仅从经验的层面以观察，语言的工具性质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只要我们稍微进一步分
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所观察到的语言活动不仅仅是在表达或传递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们本身其实就
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一种经过社会化改造的本能的活动。
这正是钱冠连先生在这本著作中着重阐发的主要思想：“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
在程式性的语言行为中。
”    “钱冠连把思考的智慧种子播撒在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催生出累累果实。
他在消化国外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理论之后，路子走得更远，不忘建立自己的学说。
他总是力图说出一些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书中妙语连珠，要言不烦。
⋯⋯书里采用的民间语篇例证，实实在在，分析在理，让人耳目一新，为我国的学界带来一股浓郁的
民间乡土气息，令人想到什么是放眼世界，立足国内。
”    在西方哲学中，钱先生乎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最深，这一部著作，就是从“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
语开始。
不过，钱先生并不自限于诠释海德格尔的思想，更不是昭搬海德格尔的文句，而是有自己的心得和推
进。
绪论中的一段话扼要体现了这一点：“在海德格尔心中，栖居在语言所筑的家中的看家人是思考者与
诗人。
而本书命题却指出：以语言为最后的家园者，是每一个普通人，是行为中的人，是语言行为中的人，
是程式性语言行为中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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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冠连，男，生于1939，07，15，湖北仙桃市沙湖镇人。
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外语系，1981_ 1982于武汉大学进修英美文学，1983_ 1984复旦大学进修英美文
学、修辞、翻译，1992-1993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设于比利时安特卫大学)任合作研究员。
先后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硕士导师，该校学报《现代外语》
副主编。
主要学术团体兼职：国际语用学会访问研究员、该会会员、（曾任）湖北语言学会理事、(现任)中国
英汉语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并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学
术顾问、重庆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另，被国家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聘为专职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
 
    主攻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
在国内外发表语言学、语用学论文近６０余篇，专著三部，共３００万字。
是我国最先在国外语用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之一。
语用学研究在国内有广泛影响。
“在这些(语用学)引进者和发展者的当中，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地位。
”(中山大学王宗炎教授语) 最近出版(1997年7月)的(第三部)专著《汉语文化语用学》是中国第一部以
汉语为基础的语用学专著，书出之初就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与反响，1999年获广东省优秀社科著
作奖，后被国家教委选入研究生推荐书目之中。
第一部编著《一语多说》国内畅销，版权被台湾笛藤出版社买走。
第二部专著《美学语言学》在国内外都属创新学科，因而引起海内外媒体——学报、报纸、杂志、电
视台——广泛关注（评论、介绍、转载和摘要），已荣获中国第七届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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