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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检验
+++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一个反驳!

宋C珊

"南开大学 哲学系#天津 H"""F#$

摘C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以外部表现为标准和以主观心理为标准都不能有效地为私人

语言提供意义#因为词语的意义必须经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而私人语言缺乏被检验的条件#因

此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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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私人语言问题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个

重要论题" 在%哲学研究&的 !NH 节到 H#M 节!维

特根斯坦集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其内容涉

及很多方面" 本文仅从名称的意义这个角度出

发!来考察私人语言如何不可能这一问题"

维特根斯坦说! (别人都不理解而我却.似乎

理解/的声音可以称为一种.私人语言/) ,!IG

节-

1#2#NN

" 私人语言应该指向只有说话人才知道

的东西!即他直接的私人感觉" 私有语言不是某

一个人使用和理解的语言!而是只能被一个人使

用和理解的语言!其他的人不可能懂得这种语言"

在反私人语言论证的开始!维特根斯坦首先

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语词如何指称感觉" 许多人

认为这算不上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

件事" 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有必要寻问一下(名称

和被命名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这个

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人是如何学会感觉名称的意义

的$ 本文试图从语言怎样指称感觉这个问题出发!

来探讨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反驳"

一%意义的外部标准

对上述问题的一种最常见的回答是*(语词

和感觉的原始#自然表达联系在一起!取代了后

者"),!NN 节-

1#2#$!例如感到疼时!孩子就会哭喊"

人们完全是根据哭喊这个表现在外的行为来判断

(疼)这个感觉!也就是说!哭喊这个外在表现将

(疼)这种感觉与(疼)这个词联结在一起"

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回答做了批判" 如果感觉

是私人的!人们会设想从一些外部表现来了解别

人的感觉" 但是这样做会有一个问题!别人可以

说知道我的感觉!但我自己却不能这样说!而只能

说我有我的感觉" 因为别人是通过外在表现来判

定的!而我却是自己感觉到的!我疼和他疼的深层

次语法是不同的" 正因为我了解我的疼和别人了

解我的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做出了

和疼相匹配的行为!但事实上我没有这种感觉!别

人就会产生误判" 因此根据外部标准来学习或认

定语词的意义是不可靠的" 这就意味着(疼)这

个词的核心还是那个感觉!而不是感觉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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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2#$!

" 因此只能说我直接感觉我的感觉!别人

不能具有我的疼!他人只是根据外部表现推断出

来的" 那什么是我的疼!他人的疼又是怎样的呢$

既然承认他人不能如我一样确定无疑地了解我的

疼!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来判定我们的疼痛是

否相同" 这里作为同一性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

!MH 节中!维特根斯坦说!(.只要说我的疼痛和他

的疼痛一样/有意义!那么我们两人也就可能有

一样的疼痛)

1#2 #H$

!言下之意就是(他人具有我这

样的疼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二者无法比较"

判断我与他人的感觉是否一样!我们需要一个标

准!而这里缺乏判定同一性的标准"

既然无法确定他人的感觉和我的感觉是同一

的!那么这种说法就毫无意义" 按照我们的语言

习惯!当我们说我们有什么东西时!通常意味着别

人也可能拥有这个东西!否则我们说我们拥有这

个东西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

在 HG$节中说*(而这一点也很清楚*如果你从逻辑

排除了另一个人得到某种东西的可能性!说你有这

种东西也就失去了意义")

1#2#$I为了说明这一点!他

举了甲虫的例子*如果没有人能看到别人盒子里面

的甲虫!每个人只是由于看到了自己的甲虫才知道

甲虫是什么!那么(甲虫)这个词在语言中根本没

有什么地位" 这表明!人们只能体会到自己的感觉

这种说法在语言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由此可见!从意义的外部标准中并不能产生

私人语言"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的感觉和他人感

觉的一致性!从而指示私人感觉的私人语言是没

有任何意义" 而且!如果内在经验可以以外在的

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语词和感觉的自然表达联

系在一起!那我的语言就不是一种私有语言了!因

为别的人和我一样懂得它" 也就是说!以外在表

现为标准的命名方式不可能产生私人语言!感觉

的表现即一个外在的标准并不能作为识别私有感

觉的有力工具"

在 !IG 节中!维特根斯坦将这种以外部表现

的命名方式总结为(请记住!一个人不理解一个

词!这事情是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明的*这个词对他

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好拿这个词干什么")

1#2#NN

也就是说!在以外部表现为标准的命名方式下!他

人通过表现在外的东西来辨认我的私有感觉!而

这又是由于他人处于同样的感觉下也会有如此的

表现" 例如他人在疼痛时龇牙咧嘴!如果我也表

现出了同样的行为!那么别人就会断定我有了疼

痛的感觉" 在这种方式中!虽然有一个外部的标

准!但这里居于核心地位的还是我和他人的私人

感觉!外在的表现只能算是一个中介" 所以这无

疑是在用一个私人感觉去检验和衡量另一个私人

感觉!也就是用一个主观情况去检验另一个主观

情况!因此以外部表现为标准的命名方式归根结

底还是以主观心理为标准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

确定这二者的感觉是同一的!所以这种说法在维

特根斯坦看来是无意义的" 由于缺乏适当的检验

和衡量标准!按照此种方式无法建立名称和私有

对象间的联系!因此试图由外部表现得出私人语

言的尝试是不成功的"

二%意义的主观标准

在 !IG 节中!维特根斯坦还描述了一种使名

称有意义的方式!即他自以为他懂!并给这个词附

上某种意义!但算不上是正确的意义" 人们理解

私人感觉靠的是外在的表现!但如果人们没有关

于疼的外在表现!那么人们怎理解!怎样学习呢$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无法学会(痛)这个词!但

是孩子可以自己为这种感觉发明一个名称!这样

别人就不可能学会和理解这个词" 如果只有发明

者自己知道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

称作私有语言" 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种情况*我在日记中记下某种感觉的重复出现!

我把它与记号(@)相联系!这个语词的意义是通过

实指定义给与的!即我在说出或写下这个符号时将

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感觉上!也就是说在心中指着

它!通过这个仪式我确立了这个符号的定义!从而

也就确立了它的意义" 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可

能以这种方式给出这个记号的实指定义!私人实指

定义并不是有效的!因为我们不能以一种可靠的方

式再次引进实指定义的初始情况!因而不能证明在

新的情况下使用某个名称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实

指定义过程!只能保证我在将来可以记得二者之间

有这种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正确性却无法保证" 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可以被看做是正确的" 我

们没有区分正确使用和不正确使用的标准!这就意

味着在这里我们根本无法谈到正确性"

接着!维特根斯坦举了第二个例子*设想有一

张表,某种类似于词典的东西-!它只存在于我们

的想象中" 词典可以用来对词 f翻译成词 g作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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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辩白" 但是由于这张表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

中!因而这只是一种主观的辩白" 这是否可以算

得上是一种真正的辩白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不

是!因为辩白就意味着要诉诸一种独立的东西"

于是!例子可以改进为*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地记

住了一辆火车的开出时间!为了进行核查!我就在

心中回忆火车时刻表的那一页看上去时是什么样

子" 但是这里所诉诸的是记忆!虽然记忆所依赖

的是独立的时刻表" 维特根斯坦认为!对时刻表

的记忆本身是无法被检验的!记忆或想象是主观

的标准" 因此这里求助的仍然是一种主观的依

据!所以第一种记忆的正确性依然无法得到确认"

三%意义与检验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 !IG 节中所谈到的内容*

(请记住!一个人不理解一个词!这事情是有一定

的标准来判明的*这个词对他什么都没说!他不知

道好拿这个词干什么" 也有.他以为理解了这个

词/的标准*把某种含义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

不是正确的含义" 最后!他还有正确理解了这个

词的标准" 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谈得到某种主观

的理解" 别人都不理解而我却.似乎理解/的声

音可以称为一种.私有语言/")

1#2#NN

总的来说!在语词与感觉如何发生联系!即语

词的意义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

意义的外部标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情况虽然

有外部表现作为标准!实质上是在用一个私人感

觉去衡量另一个私人感觉0!(意义的主观标准!即

个人给与某个语词以意义!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

仍然不可靠!因为这是一种主观的活动" 其实第

一种请况也可以归结为主观的命名方式!只不过

是他人的主观状态与我的主观状态之间的关联!

而第二种情况是我的主观状态之间的关系" 在以

外部表现为标准的命名方式下!我们无法确定两

个主体感觉的同一性0而在以主观为标准的命名

方式下!我们缺乏一个独立的检验" 所以还必须

加上第三点!必须保证语词的意义是正确的" 要

使意义正确!必须是可检验的!因为可检验才称得

上有对错!有对错之后才能判定对错" 这样!维特

根斯坦在一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语词如何指称感

觉!便得到了回答" 欲使这种指称成立!必须具备

两个条件!其一!语词须具有意义0其二!这个意义

必须是正确的" 正确的意义是一个名称得以成立

的条件!语词仅有意义还不算是一种真正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拒绝以下主张*私人语言使用者能

够在符号和感觉之间通过集中注意力建立一种联

系!因为他们所依赖的判定标准是主观的" 因此在

私人语言的情况中!没有对符号意义的检验" 但是

研究者布劳丹+威尔逊在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

究&中认为!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断定缺乏独立的检

验使得一个陈述无意义!只是使陈述没有对或错之

分!因此意义独立于检验"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说法" 首先!在 !$G

节中!维特根斯坦谈到*(当我说.我疼/时!无论

如何我在我自己面前摆明了这么说的理由" 33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假如

另一个人能够知道我称为.疼/是什么!他就会承

认我这个词用得正确$)

1#2#M#L#M!没有理由而使用一

个词并不意味着不正当地使用它" 也就是说!没

有理由同样可以正确地使用" 布劳丹+威尔逊认

为这正表明意义不需要检验!因为没有理由的使

用并不是不正确的使用"

1H2H#但是!维特根斯坦从

来都没有说过缺乏检验的陈述是无意义的!意义

从检验而来!依赖于检验" 意义独立于检验!但为

了使一种语言成为可能!必须把二者联系起来!只

有当二者都在场时!即有了一种正确的意义时!才

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一种真正的语言" 为什么要使

用语言!为什么要将符号与一种感觉联结起来!完

全是为了交流和使用上的需要" 语言的一个特点

就在于其重复性!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正确性

是在检验中实现的!而检验则意味着重复!因为只

有当情况再次出现时才能谈到检验" 因此当维特

根斯坦说要重复一个表达时!就意味着需要检验!

因为只有一个表达是正确的!才能反复地#前后一

致地使用" 如果表达的意义是错误或不知道何时

正确#何时错误!那语言就是不固定的!没有使用

的价值"

布劳丹+威尔逊把第 HFF 节也作为支持自己

论证的依据!内容如下*(对我来说!要是别人有

这个意象!标准就是*他的所说所为0要是我有这

个意象!标准就是*根本没有" 而对.红/行得通

的!对.一样/也行得通")

1#2 #$"这就表明一个陈述

无需任何标准就可以与另一个相同" 但是!维特

根斯坦在这里说没有判据!并不是说主观意象不

需要被检验" 因为对于私人语言来讲!不是判定

其意义是错误的!而是它就是缺乏判据的!它根本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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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判据!因为私人于语言判据依赖于内心自

身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不能作为判据" 就像在

!I$ 节中所讲的!为什么我的右手不能给我的左

手以钱$ 不是说不能给!而是说!右手把钱给了左

手!这根本不是一种馈赠!这是无意义的" 同样!

私人语言也可以有意义!但它是不可检验的!因此

谈不上正确或是不正确" 因为在私人语言中!无

论意义的给予还是意义的检验!参照的都是自己

的主观标准!这就相当于钱从右手到了左手不能

称之为馈赠!因为钱还在我手里" 语言是用来交

流的!而私有语言转来转去都只是我的东西!因此

不能被当做真正的语言"

威尔逊认为即使没有检验也不妨碍我们有意

义地讲话!这样私人语言就是可能的" 他认为!在

第 !IM 节中!维特根斯坦并不是要将检验与意义

以一种规定的方式联结起来!而只是要将检验与

客观性联系起来" 换句话说!当维特根斯坦说缺

乏正确性标准的时候!只意味着在这里我们不能

谈论(正确)" 缺乏标准只意味着着我们不能谈

论对与错!并不意味我们无法有意义地讲话" 威

尔逊认为!仅有意义就可以构成一种语言!如果非

得将意义与正确性连在一块儿!那么公共的语言

也可以说是未得到检验的!而预防未检验的方法

就是承认公众是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标准!这是私

人语言使用者不具备的"

1H2H#威尔逊的这个反驳

试图表明公共语言有时候也是缺乏检验的!但这

并不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构成威胁" 因为威尔逊

也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个公共的背景

下学会使用语言" 我们早期的使用被其他人纠正

和确认!从而逐渐地称为他们眼中合格的使用者"

这就表明检验是寓于公共的学习和使用之中!这

正是私人语言者所不具备的"

威尔逊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歧就在于!威尔逊

认为私人语言虽然无法被检验!但却是有意义的!

无法检验并不妨碍有意义" 但维特根斯坦认为!

仅有意义是不充分的!还必须是正确的意义!正确

的意义是构成一种语言的前提" 在 H"N 节中!他

说!(别以为语言始终以单一的方式起作用!始终

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传达思想'''不管这些思想

所关的是房屋#疼痛#善恶!或任何其他东西

33)"

1#2#MI在他看来用来交流的语言游戏是多种

多样的!这样必须有一个语言共同体" 第 !N! 节

就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为了要通过语言进行沟

通!那就不仅要有定义的一致而且还要有判断上

的一致" 也就是说!从语言的目的即沟通和交流

来说!光有意义是不够的!还必须是一个正确的意

义" 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中!二者之间必须联系

起来!二者的联系不是本质的!不是由它们的内在

特性所表现出来的!而是一种被交流和沟通的需

要所规定的"

那么判断意义正确性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呢$ 在 !IM 节中!维特根斯坦明确表明判断意义

的正确性需要某种独立的东西" 与主观#私人相

对的就是公共性!这就意味着普遍同意的可能性"

因此语言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语言!必须具有公共

性" 布劳丹+威尔逊也在他的书中提到!私有语

言使用者缺乏检验的语言与我们正常的#无辩白

的感觉的自我归属有什么区别$ 在正常的情况

下!我们在一个公共的背景下学会使用感觉语言"

我们早期的使用被其他人纠正和确认!于是我们

逐渐地称为他们眼中合格的使用者" 而私有语言

使用者没有证明而且也无法证明他们能够正确地

使用感觉符号(?)

1N2F!

" 也就是说!公众的普遍同

意是检验语词意义是否正确的一个标准"

另外!正确性还必须依赖另一个标准" 在

!MF 节中!维特根斯坦说道(语言中已经准备好了

很多东西!以便使单纯命名具有一种意义" 如果

我们说得上某人给这种疼痛起了个名称!那么

.疼痛/这个词的语法在这里就是准备好了的东

西*它指示出这个新词所驻的岗位")

1#2#N"也就是

说!一种语言必须具有成套的语法!但是私人语言

并不能做好这个准备工作!一个声音只有处在一

个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才能成为一个表达!这就需

要私人语言具有全套的语法" 对此!陈嘉映先生

认为!私人语言或许可以建立一整套的语法体系"

但是!一种语言有意义!不在于这种语言中的各个

语词互相联系互相定义!而在于这种语言结晶了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正因为此!在创造私有语言

的过程中无法摆脱先在的#已经具有的对世界的

理解!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将这些先见

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

1!2#$N

综上所述!维特根斯坦讨论了两种意义的标

准!外部表现和主观认定都不能正确地提供语词

的意义" 因此!仅有意义并不能使一种语言成为

可能!这种意义还必须经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私

人语言缺乏被检验的条件!因此是不可能的" 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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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根斯坦为语词的意义寻找一个外部检验的尝试

遭到了很多反对意见!如英国著名的逻辑实证主

义者艾耶尔就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认为关于个人

内部的感觉是否正确的辨认并不一定需要他人的

外部的标准" 我对任何外部现象的辨认能力归根

到底也依赖于我对相关的感觉印象的辨认能力"

例如!如果我要检查自己对火车出发时刻的记忆

是否正确!我就要去查看火车时刻表" 我至少要

相信自己的视觉是可靠的!否则的话!又怎么能证

明时刻表上的数字是正确的呢$ 即使我打算咨询

的对象是公共的!即使我为这个目的而使用的词

属于普遍语言!我关于自己正确地使用了这个词

和我使用这个词去指示那个(正确)的对象的信

念仍然依赖于感官的证实" 正是通过听别人所说

的话!看别人所写的字!或者观察别人的动作!我

才能够断定别人对词的使用是否与我对词的使用

相一致" 但是!如果我能够毫不费力地识别那样

一些声音#形状或动作!那么!我为什么不能识别

私人的感觉呢$

1N2$FFL$F$当然!艾耶尔是从实证主义

的立场出发来反驳维特根斯坦的" 他认为感觉才

是最基本的!所有的认识都可以还原为感觉" 因

此艾耶尔认为在某个意义上!可能有私人语言" 比

如说!当一种语言只有有限数目的人才能使用时!

就是私人的!按照这个标准!盗贼的黑话和家庭的

隐语就是私人语言" 或者一个记日记者在日记中

所选用新的语词!这也可以称作私人语言!人们可

以用某个私人语词来指涉头脑中的某个观念"

什么是语言$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游

戏!是和人类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 人们在

特定的环境下学会语言!在特定的环境下理解语

言!语言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 这

样当然不可能有私人语言" 所以语言不可能是私

人的" 实用主义者杜威认为!所谓语言!除了口说

的和手写的以外!还包括姿势#纪念碑#视像#手势

等等!也就是说任何有意来做符号的东西!从逻辑

上来说!都是语言" 语言的功能就在于交流!而私

人语言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私人语言不是真正

的语言1M2!M$L!MG

!私人语言问题与私人感觉问题是

紧密相关的" 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虽然我能

够通过某些外部特征来推测他人正在经历(疼)

这种感觉!但是他人的疼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以

及怎么疼!都是私密的" 只有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自己的感觉!他人的推论总是可能出错的" 我们

彼此相见的只是外在的身体!这样就带来了认识

论上的困难" 由于感觉是私人的!而我们的知识

起源于感觉!那么如何获得客观的知识就成了一

个问题" 其实!用主体间性来代替客观性似乎更

为恰当!因为现代科学是建立在科学共同体的一

致同意的基础上的" 由于语言是公共交流的唯一

手段!正是达到主体间性的一种手段" 虽然感觉

因人而异!但是人们可以忽视某些差异!用同样的

词汇表达出来" 因此!语言使得知识成为可能"

或许有人创造出了私人符号用以表达自己的感

受!但是语言的巨大作用体现在社会交流的过程

中!正因为如此!公共性的语言才更具有现实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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