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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把“言”“行”放入“思维”“心灵”“身体”“社会”“物质”等一系列概念组成的关系场中进行历史

关照，可以发现人类对“言”“行”概念的理解具有非常丰富的认识类型。原咒观相信“言”可以不依赖“行”直

接作用于“物质”。佛教的业力观把“心”“言”“身”视作一组并列概念，而“行”是统括三者的上位概念。基督

教则非常重视“言”的作用，认为“言”直接创造了“身”“行”“物”等。儒家则从政治伦理学角度将“言”“行”
二分并列理解。心理行为主义者把“言”都归于条件刺激“身”产生的“行”。日常语言学派从反逻辑实证主义

视角认为言语就是行为。身体语言学则从符号学角度把“行”归为“言”次类，身体现象学则从存在主义视角

把“言”又归回于“行”的一种。总之，概念史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概念的变迁历史，还应该关注概念关系

的变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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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语言中，“言”和“行”常常被并列、对立使用，比如“言行一致”“言行相诡”“谨言慎行”“言不

过行”“言出必行”“言行相顾”等等。从对客观世界的作用来看，日常语言通常认为“行”的效力要远远

甚于“言”，比如“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光说不做假把式”等等。
然而日常语言在增进我们对世界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比如“对于一个暴君，我们

可以用刀斧砍死，却无法用言语杀死，可是对于君主制，我们却无法用刀斧废除，而可以用言语废除”①，

可见在某些情况下，“言”的效力要超过“行”。
其实，“言行关系”具有远远超过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认识类型，即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理论和

知识背景的话语概念系统，人类对“言行关系”一直有或明或暗的不同认识和阐述。而将这组概念的认

识类型进行梳理和比较，可以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心物关系”“心身关系”“思维与语言关系”等这些基础

问题的理解。

一 咒语、福音、口业与言行二分

从巫术、宗教再到学术理论，“言”“行”概念与“心”“身”“物”等概念的关系都是复杂而多元的。一

般认为“言语”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其只有通过身体行为才能作用于客观世界，比如口说“砍树”，

树并不会倒，只有身体力行去砍树，树才可能会倒掉。然而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现象，面对巫师口中的

咒语，人们却相信另外一套认识逻辑。咒语一般分成三种类型: 原咒、驱鬼咒、请神咒。从历时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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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三种咒语正好反映了“咒语魔力的构造机制经过了由巫师直接命令客观世界到通过驱使、祈求鬼

神来控制客观世界的一个清晰的过程”①。原咒指原始形态的咒语，施咒者直接对客观对象下命令，以

施咒者的意志力和语言的魔力来影响和改变客观事物，没有神灵崇拜因素加入。驱鬼咒指驱使、驱赶鬼

神的咒语。请神咒，指请求、呼唤神灵的降临，或以神灵为依托、为旗号，借助神灵的威势来实施巫术的

咒语。②这三种咒语对“言”和“行”对客观世界作用力的理解并不相同。原咒的施咒者相信不用身体行

为，咒语可以直接对客观对象起作用，通过语言的魔力来影响并改变客观事物，比如《史记·殷本纪》载

商汤向鸟兽发出咒语:“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礼记·郊特牲》记载了年

终蜡祭的咒语:“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而驱鬼咒和请神咒依然相信“言语”必须

通过“行为”才能作用于世界，即巫师首先通过“言语”驱使鬼神，再通过鬼神的“行为”作用于客观世界，

从而帮助人们改善天气状况或者治疗身体疾病等事宜，比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上古人们驱逐旱

魃所用咒语:“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 ‘神北行! 先除水道，决通沟渎。’”《道藏》洞真部的《太上

三洞神咒》记载治寒病的咒语:“火铃火山神，烧鬼化为尘，风病从风散，气病气根除，瘟疫诸毒害，寒热

速离身，疾痛从此散，男女保安宁，急急如律令。”
如果说咒语起源于处于巫术思想阶段人们相信“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应付重重艰难险阻，他相信

自然界有一定的既定秩序，觉得肯定可以信赖它、运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③，因此相信依靠言语可

以指挥世界的认识的话，那么随着人类的逐步开化，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发展出神秘的宗

教情感，开始意识到神或者不为人所控制的客观规律的强大力量，正如弗雷泽所说，人类“伤心地认识

到他所以为的自然秩序和自信能够驾驭它的能力，纯粹都是幻想的，他就不再依靠自己的才智和独自无

援的努力，而谦卑地委身于自然幕后某一伟大而不可见的神的怜悯之中，并把以往狂妄地自以为具有的

广大能力都归诸于神。于是，在思想比较敏锐的人们心目中，巫术思想逐渐为宗教思想所替代，后者把

自然现象的更迭解释为本质像人、而能力无限超过人的神的意志、神的情感或愿望所规定的”④。
随着宗教取代巫术，人类对“言”“行”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种以基督教为代表，着力强调了言语的力

量; 一种以佛教业力观为代表，着力强调了行为的力量。在基督教中，言语不再是通过人来说出，而是通

过神来说出，并由此获得创造物质世界的力量。圣经《创世纪》开篇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

情就这样成了。”等等，⑤依靠“神说”，天、地、海洋、白天、夜晚、日、月、草木、动物、人都被造就了。圣经

《约翰福音》英文版开篇就如此说“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其对应的中文翻译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

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从英文版本，我们可以看出“Word”就是词语、言语、语言、话语、说道的意思，

而汉语翻译成了“道”。“道”在汉语中有“大道”“天道”“道理”的意思，也有“言说”“说道”的意思。可

见，圣经的翻译既符合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又契合了英文原意。因此从英文文本，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

对“言”的重视，因为“言”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福音，就是信息，其比物质还要古老。
而根据释迦摩尼佛的教化，佛教宣传了因果报应观。此时，人类的语言不再具有可以控制客观事物

的魔力，相反必须服从于客观的自然规律和因果规律。佛教的“业”就是在这种认识下诞生的概念。所

谓“业”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每种行为无论善恶，都会产生一股力量，推动我们造作新的行为，新的行

为又会产生新的力量，如此辗转相生，就形成一种循环式的业力推动圈。因此，佛教认为“业”有如念珠

的线，维系着众生的生命，永无休止地在六道轮回不已。从业的本身来分，有身业、口业和意业三类。身

业是指身体行为的造作，比如礼拜、布施、杀戮、捶打、偷盗、淫欲等各种善恶业。口业是指语言行为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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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如诵经、赞美、妄言、绮语、诋毁、撒谎、挑拨离间等善恶业。意业是指思想行为的造作，比如各种思

想、意志等精神活动。总之，在佛教看来，心灵思想、身体动作、语言发声都是行为，在因果规律的作用

下，能够造就相同的业，对众生的生命、命运，甚至物理世界的运转都会产生影响。
如果咒语、基督教和佛教只是在其观念中反映了它们对“言”“行”和客观世界关系的看法，最早把

“言”和“行”明确作为一对词语范畴来区分、论述，并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先秦时期孔孟

学说。在伦理实践哲学和政治实践哲学的影响下，孔子首先分析出“言”与“行”的先后顺序有以下几种

类型: 先行后言，先言后行，边言边行，先行而不言，先言而不行，并进而指出无论言先，还是行先，都不能

过分修饰、渲染，而要谨言慎行、言行一致，同时他还指出“行”又比“言”更重要，要言不饰行、言不过行

和讷言敏行，比如孔子在《礼记·缁衣》篇中说:“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 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

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中也强调“君子微言而

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总之，儒家认为言行是人格评价的标准，是心志的体现，言行应该保持

一致，要谨言慎行，先做后说，强调君子不事标榜、炫耀，而是埋头苦干，躬行而不必言，先行其劳，再论其

功，而那些未行先言，多言而又“寡信”的人，则不足与谋。此外，孟子也结合治国理念讨论了言行关系，

比如其在《大略篇》中对言行关系有妙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该妙论

指出言行是否一致的四种类型: 能说能做，能做不能说，能说不能做，说和做不一致。对于前三种人，国

家都可以根据其才能加以利用，而说和做不一致的人，国家要根除。
受物我二分、主客二分、心物二分影响，西方学术界一直也有言行二分的思想。比如考斯莱克就

从历史研究的视角讨论了“言”“行”的不同。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发生但是我们却无法亲历的事

情，我们只能通过‘言说’或‘书写’来体验、来经历。在施行‘行动’的过程中，即便‘语言’只是一种

次要的因素，只发挥一种次要的作用，但是一旦该‘行动’所引发的‘事件’成为过去，‘语言’就上升

为一种首要因素: 没有语言，任何记忆或任何学术性的记忆存储都是不可能的”①。可见，在考斯莱克

看来，对于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行”可能在现在时中占主要因素，而“言”必然会在未来时和过去时

占主要地位。

二 言语行为: 行为主义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

现代的言行二分观很容易使人简单地认为语言作用于心灵，行为作用于物质。然而随着实证主义

方法出现，心理学从内省的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转向实证的行为主义，人们开始意识到可以从外部行为

来理解心灵，这时候很多学者提倡语言只是行为的一部分，从而希望利用行为主义的观点，重新理解心

灵。巴普洛夫首先提出条件刺激是第一信号系统，语言是第二信号系统，即“对人类来说，言语提供的

条件刺激就像其他任何刺激一样真实。同时，如果允许与动物那里可能存在的条件刺激进行不定性也

不定量的比较，那么言语所提供的刺激在丰富性和多面性上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刺激。”②在巴普洛夫的

影响下，华生明确否认意识的作用，指出思维就是说话，说话就是行为，他指出“说就是一种正在进行的

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行为。外显的言语或对我们自己的言语( 思维) ，如棒球运动一样是一种

客观的行为。”③如果说巴普洛夫、华生的行为主义只是简单地认为语言是一种刺激—反应行为，是在接

受条件刺激( 原因) 后形成的应答性行为，那么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则进一步提出语言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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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行为，是行为者关注行为结果后，根据结果再给予自身强化的操作性行为。①总之，斯金纳和其追随

者认为: 改变强化依随，就会改变行为，而语言是行为，和人的思维活动又最为密切，所以通过强化原理，

可以为语言教学、孤独症和相关障碍儿童的语言行为矫正提供实际的帮助。②

和斯金纳不同，米德提出“符号互动论”，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巴普洛夫、华生的行为主义进行了发

展，他认为言语行为并不是如华生认为的那样，只是针对个体刺激和反应的结果，而是在社会行为中

才能得以实现。他指出生物模仿只是单纯的外在模仿，其并没有了解模仿行为的意义。而语言符号

不仅仅是生物群体彼此模仿，而且要求生物都理解该符号的意义。他指出语言是一种“表意的符号”
姿态，即该姿态“很容易在该个体身上引起一簇反应，犹如它在其他人身上反应一样”③。随后，莫里

斯在巴普洛夫和米德的影响下，认为语言是发源于预备—刺激的公指号，根据“行为”的意谓方式，语

言指号可以分成五种: 定位指号，意谓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把行为导向环境中的某个区域，如“在那

里”; 指谓指号，意谓对象或情况的特性，如“黑的”“鹿”; 评价指号，意谓一种对某事物的较喜爱的状

态，如“相当好”; 规定指号，意谓一种在一定的情况下以某些反应—序列( 而不以其他的反应—序

列) 来反应的显著的坚持性，如“保持逆风前进!”; 形式指号，意谓影响其他指号意谓方式，比如“或

者”“不”等。
虽然莫里斯语言学基础是行为主义，但是其对语言指号的分类，却暗合了日常语言学派言语行为理

论的研究思路。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言语行为理论 ( speech act theory ) 就在后期维 特 根 斯 坦

( Wittgenstein) 、奥斯汀( Austin) 、塞尔( Searle) 、哈贝马斯等学者的阐述下逐步完善。言语行为理论是在

反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真值条件语义学意义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命题的真

值取决于它的真值条件，一个命题如果可以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到证实则为真，得到证伪则为假，如果命

题无法验证则语句无意义，因此一个语句的意义就在于它表达命题的真假值。对此，维特根斯坦在《哲

学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中提出“意义即使用”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语言意义只有根据它在各

种游戏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才能得到阐释。此后，奥斯汀也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并非总是表达或真

或假的命题，比如命名、宣誓等行为就无真假，而这也成为言语行为思想的起源。实际上，奥斯汀认为言

语行为分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以言指事行为，指说话人说出话语的行为。第二，以言行事行为，指说话

人通过话语表达其话语意图、目的的行为。第三，以言成事行为，指话语在受话人的思想、行为、态度等

方面产生影响。在言语行为三分法的基础上，根据言语动词分类，奥斯汀区分了五种不同类型的言语行

为: 表达裁决或评价的裁决类行为; 表达权力实施的行使类行为; 表达承诺或者宣布意图的承诺类行为;

用于表明态度的表态类行为; 用于解释、阐述与论证的阐释类行为。④

但是奥斯汀根据完成行为式动词对言语行为分类，忽视了间接言语行为情况，导致缺乏一个贯穿始

终的一致分类标准，造成言语行为分类彼此之间很容易混淆，比如句子“我保证以后会杀了你!”“保证”
是承诺类动词，却又和威胁类行为相关。对此，塞尔根据发话人的话语意图或目的、适从方向及心理状

态，对言语行为重新分成五类: 断言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使发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作出保证，适从

方向是使话语符合客观事实，心理状态是相信; 指令类，这类行为的意图是让受话者做某事，适从方向是

使世界符合话语，心理状态是希望或需要; 承诺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发话人承担履行诺言的义务，

适从方向是使世界符合话语、心理状态是意向，即发话人有意兑现诺言; 表达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

表达发话人对命题的一种心理状态，没有适从方向，因为它不要求话语符合世界或者世界符合话语。心

理状态是真诚; 宣告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促使话语命题与世界对应，适从方向是双向的，即使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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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世界，也使世界符合话语，没有心理状态。①

与奥斯汀的分类相比，塞尔的分类由于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非语言分类标准，显得更具系统性。但

是哈贝马斯指出塞尔的“话语意图”分类标准过于站在言说者的角度上去分类，而且忽视了主体间性视

角，即“忽视了主体之间商讨和承认有效性要求所发挥的动力，也就是说，没有注意到共识的形成过

程”②，而“适从方向”分类标准也只关注了主观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系，忽视了社会性世界，忽视了交往

理性的视角。由此，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理性概念重新思考了言语行为。他基于“客观世界”“社会世

界”“精神世界”这三个世界，根据“客观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主观的真诚性”这三种沟通“有效

性要求”，以及“主体间对权力要求的角度”，对言语行为重新分了四类: 策略行为，指行为者和客观世界

之间的关系，行为者基于功利主义行为，以功效和对功效最大化，试图改造客观世界，把客观世界和他的

愿望和意图吻合起来。他们基于自我中心论的利益原则下行动与互动。该行为和客观真实性相关。会

话行为，指行为者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行为者表述和试图再现客观世界行为。该行为和客观真实性

相关。规范行为，指行为者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行为者不是强加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无条件地依

照客观世界规律，遵守社会世界规范的行为。该行为和规范正确性相关。戏剧行为，指行为者与主观世

界之间的关系。行为者用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意图、愿望，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客观世界，也

不关心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规范。该行为和主观真诚性相关。③

哈贝马斯认为上述四种行为理论就其本质都是语言意义上的。策略行为把语言视为工具媒介，言

语者基于各自追求的目的通过语言彼此施加影响，以便促使对手形成或者接受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见或

意图。会话行为亦把语言视为工具媒介，言语者表述或者再现各种客观事实。规范行为则把语言视为

传承媒介，认识到语言建构社会、树立共识、传承文化的作用，言语者基于机械重复社会规范的基础上互

动。戏剧行为则把语言视为自我表现媒介，言语者基于情绪宣泄、情感抒发、审美愉悦的基础上表演与

观照。在上述四种行为基础上，哈贝马斯最后提出了交往行为，认为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成一种全面

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

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种共同的语境”④。即交往行为的理想状态不是行为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也不是行为准确无误地遵守了社会规范，更不是行为仅仅充分、完美地表达了自己情感、愿望，而是

言语行为者在彼此尊重、开放信息、彼此协商、相互谅解、搁置分歧、重建共识的沟通行为。这种行为既

尊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也在协商基础上构建了规范共识。
哈贝马斯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清晰而系统的分类，并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其价值在于系统论述了一种

彼此尊重、以他者利益为中心的公平、理性的交往互动行为。而这种行为蕴含了当代普适性价值理念:

现代性和民主性。相对奥斯汀形式语用学、塞尔经验语用学仅仅从语言形式和逻辑来思考言语行为，从

而局限于哲学思辨领域，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引入了社会规范维度，从而更具普遍性和现实性，也促

使语用学科和其他社会学科结合更为紧密，完成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

三 行为语言: 身体语言学与身体现象学

如果言语行为认为言语是一种行为，即语言可以和行为一样，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那么行为语言则

认为行为是一种意义系统，即行为可以和语言一样，表达概念意义或被赋予概念意义。行为语言中又有两

种认识类型: 一种是身体语言学研究，一种是身体现象学研究。身体语言学认为人际交流传递信息的系统

分为言语和非言语，而非言语部分包括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即手势、旗语、表情、姿态，甚至穿着打扮、
空间布置等符号，这些符号只是语言系统的派生物，正如布龙菲尔德在研究了印第安人的手势语后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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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哪一种复杂的或者不能直接了解的手势，都是建立在一般言语习惯的基础上的。……不管语言和手势

的起源是什么，手势久已在语言的支配之下，起着配角的作用，因而再也没有什么独立性的迹象了”①。
当然，虽然身体语言由语言派生出来，但并不意味着身体语言在人际交往中就处于次要地位，萨莫

瓦尔( Samovar) 等学者对身体语言做了大量的研究，非常肯定地认为: 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

容只有 35%是言语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传递的。②而情绪信息更是只有 7%由言语传递，其余

93%要靠非言语来传递。③而克雷斯和范莱文( Kress，G． ＆ van Leeuwen，T．) 等学者开创的多模态话语

分析，则进一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研究了人际交往中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运用，以及

人们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多模态现象。④在他们的观念中，身

体行为和语言一样同属符号，具有组合原则和聚合原则，在结构上有符号语法、符号语义、符号语用三个

层面，在功能上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等等。
和身体语言学认为身体行为是语言系统的派生物不同，梅洛-庞蒂开创的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行为

自身具有意义，语言是身体行为意义的派生物。和传统认知主义、行为主义不同，身体现象学不把身体

视为刺激的感受器和行为的效应器，它在认知的解释中提高身体及其活动的重要性，认为身体行为具有

塑造意义的作用，并认为身体在认知中起枢轴的作用和决定性的意义。身体现象学主张知觉的主体不

是意识，而是身体，身体嵌入世界之中，就像心脏嵌入身体之中，知觉、身体和世界是一个统一体。身体

介入世界是意义建构的要素。身体动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它有自己的意义，“动作并没有使我想

到愤怒，动作就是愤怒本身”⑤。可见，这种认识主张思维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和发端于身体的。
身体的解剖学构造、神经的图式结构、感官和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决定了我

们的思维风格，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拥有蝙蝠的生理结构，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就完全

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们的认知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因此。认知是身体的认知，心智是

身体的心智，离开了身体，认知和心智根本就不存在，概念意义也就不存在。由此，语言也不再是唯一的

意义承载体，相反身体行为本身就是意义承载体，而语言只作为身体行为的一部分，承载意义，即“行为

创造了超越解剖结构和内在于行为的意义，因为行为能自我教授和自我理解。我们不能勾画创造意义

和传递意义的这种无理性能力的结构。言语只不过是一个特例”。“应该在情绪动作中寻找语言的最初

形态，人就是通过情绪动作把符合人的世界重迭在给出的世界上”⑥。由于身体和世界是一体，而语言是身

体行为的一部分，语言和世界也不再分开，其也不是为了表达世界意义，而是意义本身，即“我们不再把语

言和主体间的世界和世界本身区分开来。我们就是在一个被谈论的和会说话的世界里进行反省”⑦。
可见，身体现象学不认同在知觉运动系统的背后存在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具备各种形式命题和

推理规则，指挥着前者的运作。它认为无论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理性的、基于规则的和推理的东西是什

么，这个东西都完完全全地嵌入我们的身体活动中。莱考夫和约翰森( Lakoff ＆ Johnson) 关于概念形成

的隐喻研究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佐证。他们指出人类的抽象思维大多利用隐喻进行推理，即使用熟悉的

事物去理解不熟悉的事物。而人们最初熟悉的事物就是自己的身体。因此，人们的身体以及身体同世

界的互动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最原始概念，例如冷、热、温、凉是以身体为中心感受到的，接着，以这些

原始概念为基础，人们又发展出其他一些更抽象的概念，如形容情感状态的热情、冷淡等等。再比如，以

身体为中心，人们把上面的、接近自己的视为积极的，把下面的、远离自己的视为消极的，所以有了提拔、
贬低、亲密、疏远、中心、边缘等术语。这些术语追根溯源都与身体的位置或活动有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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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与 反 思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言语一直有两个词性，两种发音，两种语义: 一种是名词( yányǔ) ，被定义为

“说的话”，还有一个是动词( yányu) ，被定义为“说话动作”。如果名词“言语( yányǔ) ”蕴含言语和行为

二分的观念，那么动词“言语( yányu) ”恰恰反映了言语和行为合为一体的观念。而如果我们把言行关

系放在思维、语言、身体、行为、社会、物质等一系列概念形成的关系场中，那么言行关系的二元性和一体

性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
总之，本文以“言”“行”关系的研究为案例，试图在以往观念史、概念史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研究概念

关系的历史。反思该研究视角，概念关系史研究和观念史研究、概念史研究应有所不同。观念史关心一

个思想或观念的起源、发展、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概念史则重点关心一个词语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

现出不同的理解，以及“‘概念’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如何成为历史进程的指示器和推进器的”。①而概念关

系史研究则关心“概念”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如何建构概念场域，如何在概念场域中和更多其他概念发

生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新的概念、观念、思想的引入，对概念关系和概念场域造成何种影响。
概念关系史研究是对概念史研究的进一步补充和深化，其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概念对应的问题。
要在历史中讨论概念关系的认知变迁，首先必须弄明白概念对应问题。实际上，在不同时间、结构、

空间、系统、场域中存在不同的概念群聚体，这些概念如何对应，判断起来比较困难。判断概念对应的困

难大致表现在三方面的问题: 跨语言对应问题; 时期对应问题和思想范式对应问题。
1． 跨语言对应问题

由于受语言系统、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翻译时，在目的语言之中很难找到完全相应的词语，

来表示源语言中的词语概念，也就是说“凿通语言墙壁”不可避免会造成信息、意义的遗失、扭曲和添加，②

比如在英语中，行为主义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用了不同的词组表示“言语行为”，行为主义是“verbal
behavior”，而日常语言学派是“speech act”。③英语的两组词语清楚地表明了对“言语行为”研究的两种学

术传统，可是汉语中由于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来对应这两种传统，只好统一用“言语行为”进行翻译。因

此我们在进行言行关系分析的时候，一方面要明白中西词汇的区别，一方面又必须明白只有忽视中西语

言区别，集中在汉语系统中观照，才能使概念关系历史的研究进行下去。可见，虽然概念史研究非常重

视跨文化之间的词语借用和传播问题，即其关心往往是一个词语形式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语言、不同

民族、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借用问题，比如王小林对国学的研究《何谓“国学”》，陈力卫对“社会”的研

究，都讨论了这两个词汇如何从日文进入汉语的，并产生了如何不同的理解。但在跨语言研究中，概念关

系历史的研究势必不能立足于语言形式，而要立足于概念，而确定跨语言中的概念一致性又存在困难。
2． 时期对应问题

概念史认识到概念突破词语形式的可能性，即在历史变迁的作用下，词语的形式保持不变，而其概

念内涵却发生了较大改变，这个时候，如果当代学者没有突破“辞屏”的障碍④，就很容易对历史时期这

个词语概念、意义和使用的误读，因此，对于词语在历史时期的概念内涵进行理解，不能用现在概念来理

解，而应该回到历史中去，考察该词语的历史语境( 文化、人物背景、思潮等) ，才能够对历史进行正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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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al behavior”“speech act”还有译成“口语行为”“话语行为”的可能性。对于当时为何统一翻成了“言语行为”也许还需要

学者进一步考证。
Burke．K，On Symbols and Societ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115-116．



读，正如考斯莱克所说“一个词语的意义总是指向其所意指的，无论其所意指的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个

客体。因此，意义总是固着在词语上，但是词语的意义总是由口头或书面的语境所维系，同时，词语的意

义源于它所指涉的场景”①。
可是，概念史虽然意识到历史上词语内涵和词语形式不一致的可能性，但是为了研究方便，却过于

强调词语形式的统一性，认为只有前后一致的词语形式才是同一个词语，才符合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其

实，他们忽视了另外一个方向，即词语内涵在溢出词语形式扩张、变迁的时候，常常要侵入语言系统中其

他词语形式下所涵盖的范围，由此会出现不同的词语形式皆蕴含、表达了相同的概念。特别是，概念越

抽象，该概念越会深入进不同词语形式的意义表达之中，即同一个内涵概念，经过历史发展，会分散到不

同的词语形式中承载。
3． 思想范式对应问题

由于某个概念在不同学科和人群中所处概念场并不相同，概念一致性的确定就存在困难。比如在

不同学术思想中，“行”涵义可能在嘴巴发声、身体动作、神经运行、心灵思考、甚至“不行为”等不同层面

被理解，“言”涵义也可能在口语、文字、图像、身体姿态、思维语言，甚至沉默等层面被理解。梅洛庞蒂

的身体现象学，“身”不仅包括“身体”还包括“身体行为”，如果讨论“言”“行”关系，只考虑“行”的形式

上一致性，而忽视概念上前后相继性，将梅氏排除在外，就会有所缺憾。再比如索绪尔基于结构主义对

“语言( langua) ”和“言语( parole) ”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语言”表示一个静态的符号体系，“言语”则是

动态的话语，而我们在进行“言”“行”概念关系分析的时候，就不能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得这么清

楚，因为很多其他学术思想并没有区分得这么清楚，比如斯金纳的“verbal behavior”理论，当时被翻译成

了“言语行为”理论，其实翻译成“语言行为”理论也无不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一次次具体的“言语”现

象，但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学术习惯，总是会得出一些关于“语言”习得的普遍性结论。
总之，根据德里达理解，“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由

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②。从此可以看出，概念意义是不确定的，其意

义取决于概念场中其他概念的意义。也就是说，很难在“历史”“跨语言”“跨范式”上找到前后一致、稳
定不变的概念体。

第二，“历史”建构的问题。
历史是语言建构的描述史。而语言勾连历史的手法可以不同。概念史往往采用“以人勾史”或者

“以文勾史”，讨论历史上各色人等通过什么样的交往、事件、辩论、引证等行为而影响了词语的产生与

变迁。而这种讨论往往必须依托于语言形式的一致性才能得以进行。然而概念关系史的研究立足于打

破语言形式束缚的概念场，其依托福柯的历史断裂性学说和库恩的学科范式学说，采取“以范式勾史”
的办法，对历史上代表性学说、人物的思想范式中所持有的“言”“行”概念认知进行时间先后上的梳理

与比较。“以范式勾史”并不重视人际交往和文本交往，因为历史上很可能发生的是，代表性学说和人

物的思想和观点也许只是天才式感悟，并不受任何旁人影响，或者该思想和观点并不是其首创，而是来

源于某些社会“一般知识( 存于习俗中的知识，而非精英的知识) ”和二三流的学者③，这些历史细节都很

难考证。而“巫术”“宗教”等这些日常生活和神秘主义知识更是无法找到首创之人。虽然无法像概念

史一样，细致还原概念发展的前因后果，但通过“以范式勾史”的方法，可以总结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

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对概念关系不同的认识，并和概念场中的其他概念关系进行对照，从而探讨出象

征符号体系中，概念关系发展的各种可能，以及最终可能催生出的新学科、新思想和新世界。
(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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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structural Ｒeasoning: How Chinese Logic Operates? ( by ZHU Xiao-nong)
Abstract: A natural language logic is based on the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Chinese logic，which is

based on Chinese grammar，is thus different from Greek logic． Isostructural reasoning is universal to human
species as it has a biological origin． Chinese people，however，are especially good at and fond of making
isostructural inference because the isostructural principle in Chinese grammar has shaped the way Chinese
people think and reason，which is reinforced by the homophonic association mechanism i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se linguistic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sostructural reasoning． Isostructure and root-branch function as
the two main categories of thinking in Chinese logic． In addition，isostructural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reasoning constitute the two fundamental procedures of Chinese reasoning．

Keywords: isostructural reasoning，Chinese logic， isostructural grammatical principle，homophonic
association of ideas

Different Types of Understanding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and
“Act”: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Ｒelationship ( by GAN Li-hao)
Abstract: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speech”and“act” in a conceptual network of“thinking”，

“mind”，“body”，“society”and “material” reveals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ways to understand them．
According to the primitive concept of mantra，speech can directly influence material without the medium of ac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karma in Buddhism，“mind”，“speech”and“body”are a set of parallel
concepts，while“act”is their upperseat concept． Christiani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speech，
believing that it directly creates body，material and act．“Speech”and“act”are dichotomous concepts in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Psychological behaviorism holds that speech is the act of body under
conditioned stimulus． Daily language schools claim that speech is 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pposing logic
positivism． While body linguistics considers act as a subtype of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physical phenomenology reduces speech to a kind of act． In short，a historical
study of concep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merely one concept．

Keywords: speech，act，body，conceptual history，conceptual relationship

A Ｒe-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 of Chinese Disyllabification
( by WU Yao-gen ＆ WU Wei-shan)

Abstract: Disyllabification is a particular linguistic phenomenon，which appeared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in middle ages． As a basic form of Chinese rhythm，it is one of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rhythmic syntax．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disyllabification is quite simple，since it is just a
disyllabic cluster and a main form of Chinese words． However，it is by no means simple since from a diachron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disyllabification has at least two important results: the effect of pivot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hierarchical system，and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in shaping Chinese morphology．

Keywords: disyllabification， two-character group， hierarchical system， word-formation model，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ontract Ｒeference Points，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Excess
Perquisites ( by YANG Ｒ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ract as a reference point theory，this paper takes the data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4 as sample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ntract reference points，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excess perquisite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
reference points and excess perquisites;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benefit to reduce excess perquisites，and play
a moderator role in inhib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 reference points and excess perquisites，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e to the elements of companies' ownership and manager market degree．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of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have a negative adjustme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 reference points and excess perquisit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eight
regulations”policy．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provide relevant evidences that support and guide how to design
the contract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s reasonabl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 perquisite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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