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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人对世界认识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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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类可以认识世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实践为中介，通过思维和语言来实现

的。广义的语言包括肢体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三者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人类认识

世界有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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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有紧密的联系，几乎西

方哲学史著名的哲学家都对语言现象进行过讨论和

研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并且用

“逻各斯”去界说人的理性。“逻各斯”一词在古希腊

语中是一个涵义较为复杂的概念，它既可指文字、命

令、谈话、语言，也可指思想、理性、规律和必然性。到

了!"世纪初，西方哲学上则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

言转向”（-./01.23.4 315/），要求人们从新的视野重新

反思语言问题，使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伽

达默尔通过对希腊语“逻各斯”的研究，认为在亚里

士多德的思想中“逻各斯”的主要意思是语言，并进

一步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提升为人是一种“拥有语

言的存在物”〔’〕，认为语言先于一切经验而存在，是

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

“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德理达有句名言：

“语言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海德格尔告诉我们：

“只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正是语

言才提供了人处在存在的敞开之中的最大可能性。

唯有语言，才有世界。”〔%〕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理论，还是始于

!"世纪的哲学“语言转向”，都说明语言跟人类认识

世界有紧密联系，对人类认识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另

一方面，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讨论语言和人对

世界的认识的关系问题时，只顾及到有声语言而忽

视了肢体语言和书面语言。本文探讨人类是如何实

现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作用和意

义。

一、人对世界认识实现

关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几种截然不同的观

点。

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法国的笛卡儿提出的“天赋

观念说”认为，不该把意念归诸由研究得来的认识之

列，因为它们是与生俱有的，他主张单凭思维中的普

遍性概念即可把握最高真理。后来德国的莱布尼茨

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的观点，提出“天赋实践原则”，

也认为一切观念知识都是天赋的，也完全否定认识

有外界的客观来源。再后来英国的贝克莱提出的“心

外无物说”，也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翻版。他们认

为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主观

的。英国洛克的“白板说”认为：凡存在于理性中的，

都已先存在于感觉中。〔+〕与唯理主义的认识论相反，

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等不可知论者却认为：世

界是超乎经验之外的，是不可知的，是人的认识能力

所不可能达到的“彼岸世界”〔+〕。他们不承认在感觉

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只承认心外有

物，但不可认知。

笔者反对唯理论和世界不可知论，赞同马克思

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可以反映存在的观点，认

为人类可以认识世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实践

为中介，通过思维和语言来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并且人的社会

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

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

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人对世界的认识

首先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人是宇宙万物存在之

一，但人的存在有其特殊性，即人不同于其他物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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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不同体现在：人是有生命的活动体，人不仅

有理性，而且有认识、把握和改造世界的意志、欲望；

人并非只是静态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人通过不

断的实践，创造出一个属于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

静止不变的，它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向

人展现。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和实践同步进行的，而且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从

辩证法的角度看，人类的认识对实践也具有能动作

用。这里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

程中，必然形成各种认知结果，这些认知结果如何表

达、交流和传递？换句话说，在认知过程中怎样才能

表达、传递、处理、留存各种认知信息？回答这个问题

的关键是语言。当一个客观世界中的物体或现象作

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人们就开始认知它，并试图选择

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它。这种表达方式最初只是一些

简单的身体动作或表情，后来通过语音和文字，这些

便是人类语言的不同表现形式，经历了肢体语言到

有声语言再到书面语言这样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

展过程。笔者认为，人类对于同一种事物或现象，有

相同的认知方式，但可能产生不同信息贮存方式和

表达方式，这正是产生不同语言种类的最初原因。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世界是

事实的总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语言的命题通过思

想便与世界这一事实的总和发生联系〔!〕。维氏的表

述十分清楚，在世界与语言之间有一个“思想”作为

“中介”因素。笔者认为，维氏的表述也有欠妥之处，

因为维氏这里对语言的表述明显指有声语言和书面

语言，而人类的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并不是人类一

开始认识世界时就产生的，对世界的认识应先于语

言的产生。在有声语言产生以前，甚至在有声语言产

生的初期，人类都不可能建立语言的命题而通过思

维使语言和世界发生联系，所以，在这段历史时期，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笔者认为，维

特根斯坦在作以上论述时，是有一定的范围或条件

限制的。但是，语言一旦产生和丰富后，便能通过人

类的思维和世界产生联系。于是，人类在实践中便开

始通过思维用语言来表达和描绘世界，世界便通过

语言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海德格尔在

《存在的时间》一文中说：“在一切关于我们的知识和

关于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

言所包容”〔"〕。他还有一句名言，叫做“语言是存在的

家园”，意思是说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

人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人的世界就是语言

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人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所认识

的世界，但是这种表达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语言并

不能完全表达人类所认识到的世界，世界中的一些

事物和现象并不能完全用语言来表达，语言对认知

的表述有时会处在不足的地位。语言之外还是存在

一些尚未表述的事物和概念，还是存在很多未被人

类知晓的事物和现象。此外，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和现

象是无限的，而人的认知尽管在不断发展和增加，但

相对于无限的现实世界来说是有限的，所以语言对

整个世界的表述也是有限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人

对世界的认识先于语言的产生，人的语言随着人的

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认知总比

语言要丰富。德国哲学家弗雷格认为：日常语言是表

达严密思想的障碍，当所表达的关系越复杂时，日常

语言就越来越不能满足要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

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一书中说：“我们越是仔细地

去考察实际的语言，它和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

越尖锐，这种冲突渐渐变得不可容忍。”〔!〕维特根斯

坦这里所指的冲突就是指语言跟不上认知表达的需

要。语言表达在实际上总归赶不上认知的进步，不可

能满足我们的表达需要。中国人常讲：只可意会，难

以言传；词不达义，言犹未尽等等，这些说法都足以

说明语言总是赶不上认识的需要，语言表达小于认

知，也小于现实。

再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对世界的语言表达跟世

界现实可能有相悖之处。如圣经和佛经等对人的生

老病死有各种不同的描述，这些描述跟现实是不相

符的。这些描述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在特定的历史阶

段上对世界的认识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语言

对人类具有能动作用，语言具有创造性。

二、语言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意义

关于语言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语

言指人类的言语，即人类用来表达或交流思想和感

觉的一套声音及这些声音互相结合的系统。广义的

语言则是指人类用来表达或交流思想和感觉的任何

方式。本文探讨的是广义的语言，包括肢体语言、口

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肢体语言，又叫体语（$%&’ ()*+,)+-），主要指人

类通过身体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通过手来表达一定的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0· ·



信 息 。 口 头 语 言 ， 又 称 口 语 或 言 语（!"#$%&
’(&)*()%），是一种有声语言或说的语言，借助口发声

来 表 达 人 的 思 想 和 感 觉 。 书 面 语 言（+,-..%&
’(&)*()%）指通过文字书写来表达思想和感觉。

关于语言的起源，人们进行过许多探索。“汪汪”

（+#+/+#+）理论认为在原始时代，人们模仿动物在

它们生活的野外发出的叫声便产生了语言。噗噗

（"##0/"##0）理论认为原始祖先过着艰苦的生活，他

们发出不同的声音表达痛苦、愤怒和高兴，语言随之

产生。“哟/嗬/哟”理论认为原始人在共同劳动时，

发出了有节奏的哼哟声，哼哟声逐渐发展成为片段

然后形成语言。这些理论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被认

为是奇思怪想，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语言是在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口头语言的产生落后于

肢体语言的产生，肢体语言几乎是伴随着人类在地

球上出现就产生的，而书面语言则大大落后于口头

语言和肢体语言，是随着文字的产生才出现的。因

此，肢体语言、口头语言的历史都比书面语言的历史

长得多。不仅如此，这三者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意义也

不尽相同。

语言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中具有很多重要的

功能。雅科布逊认为，语言和任何符号系统一样，首

先是为了交流。对很多人来说，交流的目的是所指，

但雅科布逊认为，所指不是交流的唯一目的，甚至连

主要的目的都不是。在他的著名文章《语言学和诗

学》（1-&)*-!.-2! (&3 4#%.-2!）中，他将言语行为定义

为六个要素〔5〕：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语码，接

触。他还在这六大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功能框

架 ：所 指 功 能（传 达 功 能 ），诗 学 功 能（就 语 言 而 语

言），感情功能（表达态度、感觉和感情），意动功能

（用命令和恳求去说服和影响他人），交感功能（与他

人交流）和元语言功能（弄清意图、词语和意义）。韩

礼德在早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儿童的语言观察，提出

了语言的6种功能，它们是工具功能（-&!.,*7%&.(’）、

控 制 功 能（,%)*’(.#,8）、表 达 功 能（,%",%!%&.(.-#&(’）、

交 互 功 能（-&.%,(2.-#&(’）、自 指 性 功 能（"%,!#&(’）、教

导功能（0%*,-!.-2）和想象功能（-7()-&(.-9%）。虽然不

同的学者对语言的功能有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术

语，但是对于语言的基础功能，他们都有基本相同的

看法，即语言具有信息功能、人际功能、感情功能、娱

乐性功能和元语言功能等。语言的信息功能指语言

能够传递和储藏信息。人际功能指可以通过语言与

他人进行交流。感情功能指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态

度、感觉和感情。娱乐性功能泛指人类从语言中得到

乐趣，如读写诗歌、小说，听音乐等就是在对语言的

使用中得到乐趣。元语言功能指用语言来弄清说话

人使用的语言的意图、词语和意义，即“语言可以用

来讨论它自己”〔5〕。笔者将从不同方面来具体分析

和探讨在人类认识世界的不同发展阶段，肢体语言、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功能和意义。

人类从一开始在地球上出现，便开始了对周围

世界的认识。人类在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实践活动

中，便有着表达的需要。这种表达需要首先促进了肢

体语言的产生。原始人群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工具

制造、食物猎取、果物采集等实践活动，在这些实践

活动中，首先便产生了“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为

什么会这样”等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思考

以及“吃”、“喝”、“走”、“高兴”、“悲伤”等表达需要。

原始人类当然不可能运用我们现在的语音符号来发

问和表达，只能通过身体的不同动作和表情即肢体

语言来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在肢体语言

阶段人类具有大同小异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只是后

来由于产生了不同的言语符号系统，才出现了不同

的信息贮存和表达方式。肢体语言主要具有信息功

能、其次才是人际功能和情感功能。这些功能和人类

在此历史阶段上对世界的认识水平是相适应的。在

此阶段上，人和动物有着许多相近之处，例如蜜蜂可

以通过不同的舞蹈形式、猩猩和猴子等也可以通过

前肢的不同动作和面部的不同表情来表达和传递一

定的信息。从一种特殊的个体的肢体语言到一个社

会群体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肢体语言需要一定的时

间，而且通过肢体语言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也是非

常有限的，常常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达的信息也

常常是模糊的。但是，正是这些肢体语言在表达上的

不足，才进一步促进了人类口头语言即有声语言的

产生，促进人类和动物的距离的拉大，促进人类对世

界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口头语言即言语是怎样产的，正如前文所

述，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但是，言语一经产

生，对人类认识世界便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跟肢

体语言一样，口头语言也具有信息功能、交际功能和

感情功能，但言语传递的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信息内

容更加丰富，传递的范围更加广泛，传递的信息更加

准确有效，可以不受白天和黑夜、高山大海以及天气

变化的影响。反过来，言语信息功能又能进一步促进

和深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言语的交际功能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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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在大大地促进人们对外部

世界的认识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人类世

界中彼此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了口头语言，人类就可

以通过语音来更好地表达自己对世界和自己的各种

感觉、感情和态度。

书面语言虽然及不上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历史

久远，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一经产生，却对人类

认识世界产生最深远的影响。首先需要简单提一下

书面语言跟文字的区别。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书

面语言则是将文字符号串联起来表达一定的意思，

文字是书面语言的基础，文字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

组合在一起才成为语言。书面语言同样具有信息功

能、交际功能和情感功能，跟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相

比较，书面语言传递的信息内容最准确，传递的范围

最广泛。通过书面语言，足不出户便可了解和认识未

曾涉足的地方的风土人情，可以了解和认识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以前的古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如

果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的发

展和技术的进步，那么书面语言就是科学发展和技

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因为任何重要的科学理论和重

大的技术都不是靠单个人的力量完成的，都需要对

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而这些资料主要以书面语言

的形式存在。因此可以说，书面语言是人类几千年来

对世界的认识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另外，只有具有

了书面语言，人类研究语言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

出现了书面语言，语言才具有了元功能，人类才真正

地开始了对人类自身语言的研究。有了书面语言，人

类才能够比较精确和稳定地描绘出属于人类的世

界。

总之，人类可以认识世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

须以实践为中介，通过思维和语言来实现。在人类认

识世界的过程中，语言包括肢体语言、口头语言和书

面语言，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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