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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两种基本的框架可供选择，一是以哲学家为线索，一是以问题为线索。
两种框架各有利弊，本书做了混合式的安排：前面的四章谈论语言哲学的背景、简要介绍语言哲学的
一些基本论题，中间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共九章依次阐论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
此后，第十四章先扼要介绍以往哲学家对专名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指称／意义这一语言哲学的基本
问题，第十五章先扼要介绍语言哲学发展后期几位哲学家对隐喻的看法，进而探讨字面／隐含这个基
本问题。
第十六章从整体上探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概述了陈嘉映老师对语言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
作者多年来思考这些问题，颇有心得，写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作者自己可以联系前面各章的一些
论题提出自己的部分相关见解。
最后一章是极为简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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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节 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　　蒯因在哈佛执教多年，门生遍天下。
其中最可谓独成一家的是戴维森。
戴维森1917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入学哈佛，本科读文学和古典，碰巧赶上听怀特海退休前最后一
年的课程，从而对哲学大感兴趣，读研究生时便转入哲学，受教于蒯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断学业，在海军服役。
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斯坦福、普林斯顿、伯克利等名校任教。
早期的工作大半在行为一决定理论方面。
1967年发表了著名论文《真理与意义》，此后才成为受到广泛重视的哲学家。
在推介戴维森哲学方面，理查德·罗蒂起到了重要作用。
戴维森很少直接参与哲学界的热门讨论，一心一意一步一步展开他自己的论题。
在现代西方学界，多数思想成果都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①，戴维森更是如此，因为他一本书也没有写
过，但从《真理与意义》以后，他差不多每三两年就有一篇重要论文问世，对某个论题提出新见解，
每一篇出，都引发同行的强烈兴趣。
最近一二十年，戴维森的影响更加广泛，普遍把他视做仅次于蒯因的重要哲学家。
论年龄，戴维森比奥斯汀、艾耶尔、蒯因等人小不了几岁，比克里普克、戴维·刘易斯这些人大了二
十多岁，但他到了60年代才渐为人知，到1980年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论行动与事件》[1980]
，时已六十有奇，可谓大器晚成。
在谈到拉姆塞的时候我曾说，分析哲学传统里少年英才辈出，像戴维森这样大器晚成的例子的确鲜有
。
　　从戴维森的工作重点看，他对语言哲学最为关注的是在六七十年代，不过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
虽然他更多探究行为因果理论，但始终在修订、完善他早期提出的意义理论。
而且在他的行为研究中，戴维森也大量利用了语言哲学的成果，他从语词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因果关系
，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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