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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词和对象》是蒯因继《从逻辑的观点看》之后关于语言哲学的一部系统的论著。
作者以语言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从主体与对象的刺激－反应关系和机制对语词、语句及其意义做了经
验主义的发生学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儿童的语言习得、全然陌生语言的“彻底翻译”和翻译的不确定
性、语词的刺激意义和刺激同义性等重要的概念和学说。
书中对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多有批评，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形式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义释”、“语义
上溯”）；对各种指称的语言手段的暗昧性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做了细致的讨论。
本书较以前的著作更明确、深入地阐述了作者在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问题上的物理主义观点及关于抽
象对象（类、数学对象）的柏拉图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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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W.V.O.蒯因（1908－2000），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现代分析哲
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93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
1932－1933年赴欧洲（维也纳、布拉格、华沙等地）做访问研究。
1936年开始作为讲师在哈佛大学任教，1941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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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语言与真理  1．从日常的事物着手  2．客观的引力；或者  e pluribus unum  3．句子的互
动  4．语词的学习方式  5．证据  6．设定物与真理第二章　翻译和意义  7．彻底翻译的先期步骤  8．刺
激与刺激意义  9．场合句。
干扰的信息  10. 观察句  11．场合句的主体内的同义性  12．词的同义性  13．翻译逻辑联结词  14．同义
句和分析句  15．分析假设(analytical hypotheses)  16．论未能察觉不确定性的原因第三章　指称的个体
发生史  17．语词和性质  18．语音的规范  19．分离指称  20．述谓(predication)  21．指示词。
定语  22．关系词。
指称的四阶段  23．关系从句。
不定单独词项  24．同一性  25．抽象词第四章　指称之异常多变  26．模糊性  27．词的歧义  28．句法
的某些歧义  29．范围的歧义  30．指称的暗昧性  31．暗昧性和不定词项  32．某些动词的暗昧性第五章
　严格规整化  33．严格规整化的目的和要求  34．量词和其他算子  35．变元与指称暗昧性  36．时间。
普遍词项的限制  37．名字再分析  38．调解性评论。
单独词项的消除  39．定义与双重生命第六章　逃离内涵  40．命题与永恒句  41．模态  42．作为意义的
命题  43．摒弃内涵对象  44．命题态度的其他对象  45．双重标准  46．倾向式和条件式  47．理论的一
个框架第七章　本体论的判定  48．唯名论和实在论  49．虚假的偏好。
本体论的许诺  50．ENTIA NON GRATA  51．极限的神话  52．几何对象  53．作为哲学范式的序偶  54
．数、心与身  55．类向何处去？
  56．语义上溯参考书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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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客观的引力；或者e pluribus unum　　“Ouch”(“哎哟”)是一个单词句(one—word sentence)。
人们常用它来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当前事情的看法。
对其正确的使用是在有疼痛刺激相伴出现的那些场合。
像其他语言用法一样，个体是通过社会训练的反复灌输而学会使用这个词的；社会并非通过分担一个
人的痛感就可以使他学会说“Ouch”。
一般说来社会教会个人使用“Ouch”一词的方法是，当看见他有突感不适的表情，如皱眉，或者目睹
他正在遭受暴力时，便鼓励他喊“Ouch”；否则，假如别人根本没有碰他，或者他面不改色，神情自
如，却大喊“Ouch”，那就该受罚了。
　　引发“Ouch”的刺激物可以是有目共睹的拳打、刀砍，也可以是在一个人体内别人看不到的痛。
社会可以通过外在现象来准确地训练一个人什么时候该喊“Ouch”，即使刺激物不是众人都可觉察的
。
其奥妙在于，隐秘的刺激物与外在行为之间有一种先在的相伴共存的关联，如皱眉，就是显著的例子
。
　　对于“Red”(“红”)，我们可以想像人们最初是把它作为同“Ouch”一样的单词句使用的。
正如人们在疼痛时可喊“Ouch”，人们对其视网膜受到红色光线刺激而产生的光化学作用可说“Red
”。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的训练方法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看一个红色物体时说出“Red”，就奖励他
；否则，如果他在看别的颜色的东西时，却说“Red”，就处罚他。
　　然而实际上，“Red”的使用没有这么简单。
与“Ouch”不同，“Red”通常是一个长句子中的一部分。
另外，即使在“Red”作为一个单词句使用时，引发人们说“Red”的东西往往并非是对一个红色物体
的感知，而通常是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的语言刺激。
但在这里我们暂且保持前面所提到的这种习惯上假定的用法，因为它与“Ouch”相似，可使我们做某
种对比。
　　作为社会代表的评论者通过观察某个被试验者及其所见的对象，确定该对象是红的，从而认可此
人关于“Red”的说法，因此评论者部分地是从自己视网膜上的红色光线得到提示的，在说“Red”的
场合，提示某人说此话的东西与提示评论者对此话表示认同的东西有部分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在
说“Ouch”的场合是没有的。
在前一种场合有部分对称性，在后一场合则没有，这表明说“Ouch”比说“Red”其指称似乎更具主
观的意义，而说“Red”则比说“Ouch”更客观些。
　　但二者都有例外。
如果评论者和那个被试验者都去扑火并都略被灼伤，那么，后者说“Ouch”，前者加以认同，这个情
形便与上面对“Red”的认同无异。
反之，评论者如果看不到红色物体，也可以靠间接证据而认同那个人说的“Red”。
我们之所以说“Ouch”比“Red”更主观，是就大多数情形而言的。
就“Red”的情况来说，我们的指导者或评论者通常是看到了红的，但在“Ouch”的情况下，他通常
并无伤痛感。
　　对“Ouch”的学习不能不靠社会训练。
你只要戳一下一个外国人，就可以知道“Ouch”是个英语词。
但由于它的主观性，它就有点不同寻常了。
词是社会工具，客观性是其生存的条件。
如果一个语词尽管有主观意味却广为人们使用，那么我们就可预期它就像代词“I”和“you”一样具
有一种特殊重要的社会功能。
从社会的观点看，“Ouch”之被人们持续沿用下来就在于它是一个危急呼救的信号。
但这个词的语言意义毕竟很有限，并不能融入较长的句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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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四方形”)这个词颇能显示通常对客观性的注重。
不同人看同一块砖会有不同的映象而且都称之为砖，每个人视觉中的砖块映象都是不等边的四边形，
但都各不相同。
在学这个词的时候，一个人必须设法适应社会上的其他人，以在这个词的用法上与之一致。
当然当视觉形象是四方形的时候，“square”这个词最容易学，但是根据其主体间性而对其更客观的
使用才是我们所要达到和促进的。
　　一般说来，为了从使用实例归纳中学习一个词，这些实例必须在两个方面相互类似：从学习者的
观点来看，它们必须相似得足以为他提供一个据以进行概括的相似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从同时而各
异的观点看来，它们必须相似得足以使教者和学习者能共处于某种特定的情景中。
一个词如果仅指正常视线所见的四方形，那就只合乎第一个条件；一个词如果用以指具有各种不等边
映象的物理的四边形，则能满足两方面的要求。
而且满足的方式也相同，即学习者所能得到的观点也就是教者和学习者能同时得到的观点。
一般说来，我们便是以这种方式去学习有关物理对象的语词的，因此，这些对象便成为指称与思想的
中心点。
　　与“square”不同，“red”的情况是幸运的，因为同时进行观察的人们具有一种几乎相同的刺激
条件。
各人的视网膜都受实质相同的红色光线的照射，但没有两个视网膜接受的四方形的映象是相同的。
因此，在“square”的情况下，客观性的引力是一种极力摆脱最简单的主观联想律的倾向，而“red”
的情况则远非如此。
所以我们通常认为颜色比物理形状更具主观性。
即使在“red”的情况下，“red”这个词有时也会呈现某种类似的客观引力，特别是当周围的反射光
造成红色物体对不同角度的观察者呈现不同深浅程度的时候。
根据各种校正的提示，这种客观的引力把所有这些反应都调整得可称为红色。
这些校正提示的应用是下意识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化已达到如此完善的地步。
一个画家如果试图描绘自己视网膜上真实的映象，他甚至不得不训练自己抛开这些校正提示。
　　这种在交流和信念上把我们联系起来的齐一性，实际上是用来统摄经验与语词之间混乱繁杂的主
观联系的。
在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地方，才会出现齐一性。
齐一性因此是在话语具有明显主体间性的状况下，而不是在个体意识内部形成的。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有正常的视觉，而另一个人是红绿色盲。
社会以前面所说的方式去训练这两个人，当他们俩注视着某个红色的东西而说出“red”时，就奖励他
们，否则就处罚他们。
人们看到的结果大致是一样的，即两人都能很恰当地用“red”这个词指称正好是红色的东西，但是他
们获得这种相似结果的各自的感觉机制是非常不同的。
一个人是通过一般光化作用的效果学习“red”这个词的；另一个人则是通过不同波长的光(红的和绿
的)的刺激而学习“red”这个词的，这种刺激又伴随着光的强度、饱和度、形状和背景等补充条件的
特殊结合，这种结合使他适于感到火和落日而非青草，适于感到盛开的花而非叶子，而且只在龙虾煮
熟之后才感到它的红色。
　　不同的人，成长于同一种语言环境，有如不同的灌木丛，被修剪得都具有相同的大象的形状。
尽管枝权的具体形状芜杂纷乱，而其整体态式则个个相同。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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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
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
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
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
重要使命。
?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
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
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NFDA1?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
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
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
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
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
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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