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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重建（套装共2册）》从“语境原则”（语境决定文本意义）出发，运用
类比或隐喻把这一原则从语言层次扩展到社会、历史、文化和认知层次，然后运用扩展的语境解释事
物或者事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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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无论是实在论的还是反实在论的，是科学主义
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是理性主义的还是非理性主义的，是现代主义的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是描述的还
是规范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语形的还是语义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
语境作为一个对话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既对立又融合，既交叉又重叠，在对立统一中继承与发展，在相
互作用中借鉴与扬弃，表现出语境论的特征——用郭贵春教授的话说就是，在本体论上“超越现实，
走向可能”，在认识论上“超越实体，走向语境”，在方法论上“超越分割，走向整体”。
不同形式的语境论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构成了整体的科学哲学的内在统一，因为“形式语境必然
要与语义相关，没有语义分析的形式语境是空洞的；而语义分析必然要涉及社会语境，否则，它是狭
隘的和不可通约的。
社会语境的目的不能不是促进科学的发明与创造，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必然要通过修辞语境的具体化来
得以完成和展开，所以，没有修辞语境的现实化，社会语境就是盲目的。
修辞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语用分析的情境化、具体化和现实化，它是以特定的语形语境的背景和社会
语境的背景为基础的.否则，它就不可能真正地发生”。
　　由于语境的普遍存在和人们对它的习以为常，在行动中人们常常会省略或忽视他或她所在的语境
。
这好比人生活在空气中而往往不考虑空气的存在一样。
语境由于作为前提，或作为背景，或作为基础，常常被忽视或省却，因为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往往
最容易被忽视。
然而，这些作为前提、背景、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最重要的，没有它们，人们就无法理解事件或行动
的意义，也就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和认知。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强调语境对于意义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在语言世界中，一切都是语境化的。
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认识的界限。
　　就认识而言，一切知识都是语境化的。
因为认识是不能脱离语境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基于语境的世界的。
语境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语境寻求的过程，只有找到文本、事件或行动的语境，才能更好理解和把握它
们的意义。
因此，语境寻求的过程也就是意义展现的过程，人的世界就是意义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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