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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而分析哲学则开辟了追求“真”的全新方式，即以语言逻辑分析作为认知世界

真理的中介。分析哲学将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基础假设，注重以逻辑、语言、科学的三重维度探索

并理解“真”的方式对现代哲学研究中协调语言、逻辑与科学要素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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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philosophy aims at the pursuit of truth, analytic philosophy opens up a new way of pursuing 
“truth”, namely by using linguistic and logical analysis as a mediator of truth in the world. The way 
in which analytic philosophy takes the question of language as a fundamental assumption of phi-
losophical research and focuses on the triple dimension of logic, language and science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rut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in reconciling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logic 
and science in moder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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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是上世纪风靡一时的分析哲学者所提出的口号。

分析哲学的前身起源于 19 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弗雷格，为应对当时兴起的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冲击，驳斥

约翰·穆勒所宣扬的“逻辑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1]论调，而提出“反对心理主义”的原则。自弗雷格

所发起的这场革命始，逻辑学的实证主义开始向哲学领域不断延展。罗素、维特根斯坦、乔治·摩尔等

哲学家，试图借助现代逻辑学为工具，以现代科学为方法论，构建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家以语言问题导

向，运用逻辑分析等方法，以实现哲学思想及其语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切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

的”为目标。作为 20 世纪产生并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分析哲学一度成为哲学的主流，而该哲学所强调

的“真”的研究，时至今日仍在当代哲学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分析哲学求“真”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呈现出的变化趋势，即由“‘是’的研究转向关于‘真’的研究”[2]。分析哲

学的发展过程也对应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阶段，主要是在二战爆发之前，这一时期，

分析哲学家强调逻辑学之于哲学的重要性，即对人工语言和符号逻辑的求“真”。后期，战后的语言分

析阶段，这一时期的分析哲学，将研究重心转移至日常语言在哲学中的考量之上。 

2.1. 逻辑求真 

罗素曾言“逻辑是哲学的精髓”。分析哲学的特征之一，便是强调哲学同以数理为代表的现代逻辑

间的紧密连接。现代逻辑主张“推理的有效性”，核心含义是“保证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3]。
分析哲学的逻辑求真研究，本质所体现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即建立在感性经验之上的，利用现代逻辑来

演绎建构出整个科学的逻辑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的实现，主要便是依靠在哲学之中引入逻辑学为助，在

密切的结合之中以实现科学体系的建构。 
不同于传统哲学与其他科学泾渭分明的态度，分析哲学更多寻求在哲学中引入逻辑学为工具，数学

中的“函数结构”等被分析哲学所接纳。分析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运

用弗雷格、罗素肇始的现代逻辑的公理化、形式化等逻辑分析方法，将一切科学领域的概念都分析、还

原到直接经验的基础。以此提出“理性的重构”，即用“‘原初经验的相似性记忆’这个基本关系的概

念，逐步地给所有其他概念以定义，有层次、有等级地把各个科学领域的概念重新构造出来”[4]。 
罗素将逻辑学给哲学带来的影响，比作如同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进步。在分析哲学领域，逻辑与

哲学的紧密结合，带来了诸多的好处。首先，塑造了哲学的崭新形象。分析哲学一改传统思辨哲学复杂

的学理性叙事，以简明清晰的逻辑来实现推理的有效性，树立了哲学亦能不复杂的崭新形象。其次，降

低哲学的高深门槛。分析哲学以严密的逻辑求真过程，试图降低理解运用哲学的起点，确定化的函数结

构对于初学者理解哲学名词，概念都起到了巨大的帮助。最后，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脱离逻辑学的助力，

“分析哲学也许根本不可能提出它的那些主要问题，更不用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5]。 

2.2. 语言求真 

分析哲学从弗雷格等人开始，就将研究的重心迁移至语言学之上。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卡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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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注重逻辑句法和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提出，把语言与活动这两者交织到一起的语

言游戏论。分析哲学对语言的求真，进而促成了 20 世纪发生的“语言学转向”，由此语言问题上升为哲

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分析哲学对于语言的关注主要在几个方面。 
首先，清晰的语言的表达。分析哲学兴起的时代，许多人将“真理”、“道德”等所谓哲学词语滥

用。罗伯特·所罗门曾提出“时髦词语”[6]的概念，将一些听上去具有亲和力的迷惑性词语比作时髦的

词语，并认为哲学应当避免使用这些词语。泛滥的时髦词语往往会造成“言之无物”的现象，即仅仅被

用来证明自己涉猎哲学的身份证明，而词语本身几乎不再具有任何的含义。为此，分析哲学强调，在涉

及哲学之前，应先明晰诸如日常用语、专业术语的指代等基本的语言表达概念，即语言的可分析性。在

对语言的分析中，分析哲学尽量避免借用语言学术语，而是往往通过密切联系周遭的生活形式，以使日

常的词语能在特定的环境中足以胜任对事物的描述，消除因环境产生的误解导致的对哲学的困惑。 
其次，澄清语言治疗哲学。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形而上学问题都是因为违背日常语言的使用规则

而被提出来的……须通过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的语法拉回到日常用法来加以诊治”[7]，这便是著名的“治

疗型哲学”的概念。在分析哲学看来，传统哲学对语言的使用存在诸多谬误，集中体现在对语义边界的

模糊、语言规则的破坏等方面。为此，分析哲学致力于突出使用语言时的环境、背景和场合等逻辑信息，

澄清语言的适用范围，结合标准逻辑结构，以实现勘误日常语言的目的，确保它们在哲学的语境中仍能

还原其原本的意义。 
最后，语义上溯。针对语言的谬误所导致的哲学的混乱，分析哲学倾向于将哲学问题转换成语言问

题，通过对语言的讨论，去研究哲学的问题。这种转换方式称之为“语义的上溯”在分析学家蒯因看来，

语义上溯可以使我们“暂时撇开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8]，从而可以将视角汇集与语言问题之上，

以此避免因为视角繁杂而产生的无休止争论，使研究得以清晰化，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 

2.3. 科学求真 

20 世纪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科学主义作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等诸多学科所接纳。分析哲学以科学求真为研究，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一方面，分析哲学因其推崇的逻辑实证主义，被视为科学主义的化身。针对上世纪仍存在的神秘主

义文化的泛滥，逻辑实证主义为使哲学本身得以自然科学化，通过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如思维实验法、

逻辑数理法、发生学研究法等引入哲学领域，使之成为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众多分析学家，通过借助

自然科学的概念，提出一系列的思想实验如“电车难题”、“缸中之脑”等，以自然科学为引，进而对

哲学问题进行辩护或思考。 
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尊重。分析哲学要求健全的科学意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是研究

哲学的必备要求。蒯因曾言“自然科学成就非凡，使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它的各种假定”[9]，在蒯因看来

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在于日常语言的分析之中自然科学甚至被视为在哲学研

究中的最高典范。分析哲学展现出的对语言经验、常识与日常语言的重视，更是在对本体论的研究中，

使本体论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 

3. 分析哲学求“真”研究当代价值 

分析哲学作为风靡上世纪的一种哲学流派，随着现代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许多观点已不再具有强

烈的现实意义，雷谢尔评价道“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

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证明是无限富饶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

影响”[10]。正如所言，分析哲学在对“真”的研究中，产生的许多经验，时至今日依然产生着重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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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首先，分析哲学求真对语言研究的价值。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之中，素有“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易

经·系辞》)的说法，语言常被视作文化的载体，因此，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对于语言问题的关

注并不多见。在哲学的研究之中，中国哲学的写作方式往往呈现出的则是“教科书化”的形式，即在哲

学研究著作的写作之中，以固化的“模板”加之僵化的遣词用语。这种内在的不具备成熟逻辑的词语堆

砌，所造成的只会是外在表现出的语言的苍白与无力。而分析哲学自形成之初，便对语言的分析视为应

有之义，简明清晰的词语也可以成为哲学笔下的文字。当代中国哲学的长足进步也暗含着对哲学文本进

步的要求，分析哲学所强调的语言求真，与当下哲学要求的哲学文本在思想、表达等方面具备独特性的

同时，更趋大众化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次，分析哲学运用现代逻辑求真的价值。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之中，哲学应当属于“述而不作”的

范畴，如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前贤通过对话实现哲学思想的传递，更多以顿悟、致知

等偏向感性的概括性描述，对于精确且富含逻辑的论证并不多见。这种缺乏严格化的缺陷，致使时下的

哲学论著中多出现“重新词，轻思想”的现象，以新的说法去混淆本应详细阐述的论点。而分析哲学本

身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又将严密的逻辑技术引进哲学，不断的对自己的预设和结论提出质疑，以实现结

论的精确化、严格化。 
最后，分析哲学的科学价值。分析哲学家往往并非单纯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他们大都是某一具

体学科领域的专家。因此，亲科学主义而拒斥神秘主义，成为分析哲学的特点之一。当今世界，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然形成，但仍有缺乏明显的科学意识，甚至违背科学原理的论调出现。分析哲

学运用科学的力量对神秘主义的抨击，对弘扬科学、崇尚科学的今日已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控制论原理指出，任何系统，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必然会做出反应，这个反应会反过来影响系统本

身。在哲学之中，即表现为一种哲学观点如若不与周围环境诸如其他的科学进行信息的交换，就会一味

正反馈而最终死寂；反之则会在不断面临新的问题之中引发负反馈调节，最终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从而

使该哲学观点充满生机与活力。分析哲学对于“真”的追求，为仔细地探索新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分

析哲学的方法并不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它有益的影响存在于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分析哲学以其分析

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精确、更具逻辑的语言，让哲学更关注如何将论点阐释清晰，如何将哲学晦涩

的结论以通俗的语言普及给更广泛的人群。之于当代的中国哲学而言，将分析哲学的分析思维以及方式，

运用在当代哲学之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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