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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从哲学上考察汉字与拼音文字差异的学术专著。
语言问题不仅是语言学科本身的问题，语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类型的习惯。
在这个意义上，思维就是使用语言，没有语言的思维是不可能的。
汉语不仅决定我们精神生活传统的本色，汉语本身也是一种&ldquo;社会组织形式&rdquo;。
中国的道德、艺术、政治、宗教与迷信等属于精神风俗的内容，与实际使用语言的习惯须臾不可分离
。
本书试图以详尽中外文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分析和澄清这样一些观点，纠正近百年来纠缠在国人心中
的民族偏见或在语言文字上潜在的民族自卑心理。
　　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的功绩，常常被人们过分加以强调。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解决汉字几千年来口语或语音与文字脱节的现象，也就是走汉字拼音文字化的道
路。
它的结果，就是&ldquo;消除&rdquo;文言，把文言当成阻碍现代科学文化的因素。
就汉语而言，时至今日，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与上述目标是相悖的，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由于汉语本
来就是声音与字形相互脱节的文字，汉字是不写音的文字，因而汉字的本色就是文言，即书面语言，
所以，只要汉字不彻底变成字母，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根本解决的。
但是，所谓彻底的&ldquo;白话文运动&rdquo;，几乎完全无视汉字的这个根本特点，把这个&ldquo;优
点&rdquo;（或者优良传统）当成汉字的&ldquo;罪过&rdquo;，一味地强调&ldquo;吾手写我口&rdquo;
，强行加强来自异族的形式逻辑语法，其结果就是当下汉语的实际情形：现在的口语与书面语言统一
的文风，在经历了高峰之后，口语与书面语又趋于分离（这是因为汉字与语音脱离的顽固本性所决定
的）。
这种分离，口语自不必说，书面语言竟然形成了一种非常别扭而又失去了灵活性的套话，显得非常拘
谨，没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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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是一本从哲学视角考察汉语与拼音文字差异的学术专著。
作者认为，语言问题绝不仅是语言学科本身的问题。
没有语言的思想是不可能的，语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类型和思考习惯。
《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借助详尽的中外文第一手资料，以世界哲学的眼光分析汉语的优雅性，并
重新理解中国思想，挖掘其精华，纠正一百多年来缠绕在国人心中的民族偏见暨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潜
在的民族自卑心理。
作者呼吁，回到汉语的纯粹性，也就追溯到了汉语本身的原创性，恢复汉语的典稚与创造性，开创一
条崭新的汉语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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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杰1955年9月出生。
1982年1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
1987年始在《辽宁大学学报》做编辑。
1994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
1994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法国哲学，现为研究员。
1999年曾经赴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修一年。
主要著作有《德里达》、《解构的文本》、《精神的分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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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的本色，就在于它是把人与世界隔离起来的障碍，而不是连接人与世界的桥梁。
作为人身上固有的一种最积极的&ldquo;主观能动&rdquo;因素，任何一种被人类发明的语言，在效果
上都是对周围世界的一种图式性质的解说。
连续的语词，就是连续的图式，这些不同的图式，按照不同的分类原则（即语法和逻辑），&ldquo;歪
曲&rdquo;世界的本来面貌。
这些被约定俗成的语言用法，形成了不同民族对周围世界某种顽固的偏见，也就是精神风俗。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其他一切发明都是随着语言的发明而来的。
世界上本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语言，反而是人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的世界（至于后来关于&ldquo;祛除语
言&rdquo;的种种哲学或宗教理论，怀疑语言的表达能力，这些理论仍然是以&ldquo;有语言&rdquo;为
前提的。
这是用语言反对语言，也表明悖谬性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
只要是语言，就一定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对事物进行分类&mdash;&mdash;这种分类几乎是任意的，它被
使用它的人们约定俗成，以至于形成了心理习惯，就被称为理性的或合理的。
　　由于语言有如此巨大的作用，语言的产生就被赋予种种神秘性。
这种神秘性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即使在今天，关于语言的起源，在性质上也都属于某种假说。
世界诸民族大都把语言的发明者与神灵联系起来。
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就蕴涵着哲学、神话、宗教。
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哲学、神话、宗教。
　　西方人在解释语言的产生时，把神话上升为宗教；中国人则停留在神话传说。
许慎《说文解字&middot;序》云：&ldquo;古者。
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视观象于天。
俯视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以统其事。
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黄帝之始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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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意向或精神类型的不同，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系统，汉语与西方拼音文字很难在语法或逻辑
上相互比较。
在过去100年间汉语的研究成果主要在&ldquo;西化&rdquo;方面，汉语本身的特色被掩盖了。
《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尝试梳理出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ldquo;逻辑&rdquo;与&ldquo;句
法&rdquo;的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距离，并进一步解释中国的哲学、文化、文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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