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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b)埃文斯是专名指称理论最新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专名指称理论继承了克

里普特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强调决定专名指称的事实和社会历史因素#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专

名的)制造者*$)消费者*以及)专名使用语言实践*等新概念% 埃文斯认为#如果有一个对象

R被一个专名EE的)制造者*们经常且连贯地辨认为R的指称# 那么这个对象R就是EE的

指称% 埃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为解决)如何确定专名的指称*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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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H 世纪与 !" 世纪之交出现的6哲学研究语

言转向.对 !"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

影响!使其整体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一改变

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从哲学这头看!语言成了

!" 世纪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欧美乃至整个

西方哲学都可以叫做广义上的语言哲学" 这一

6转向.非常全面和彻底" 第二!从哲学以外的人

文社会学科研究看!这些学科无不受到哲学语言

转向的影响!其受影响的程度甚至决定其研究的

6现代性.和深刻性的程度" 换言之! !" 世纪以

来的哲学研究都属于语言哲学!而哲学以外的人

文社会学科研究都处在语言哲学笼罩之下")$潘

文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哲学研究

在多方面与国外哲学研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

距$江怡!!""$%" 鉴于此!及时引进和学习国外

语言哲学研究的新思想和新观点显得尤为重要"

b)埃文斯$b.(7?2 A>.-<%被认为是专名指称

理论最新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国内对其哲学

观点的介绍及研究却非常有限" 笔者曾尝试运用

其姓名及其相关观点的中英文关键字在 1Ek_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库及中国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搜

索!与之相关的研究寥寥无几" 埃文斯出版的唯

一一本专著 +指称的多样性, $627B.(57?57<+0

e707(7-87%$#H%!%也只在国内个别大学的图书馆

有馆藏!这不能不说是国内语言哲学研究领域的

一大缺憾"

埃文斯被认为是处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从

语言哲学向思想哲学转型的代表人物!其著作涵

盖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心智哲学&心理学哲学等

领域" !" 世纪 L" 年代!埃文斯与其在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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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事约翰4麦克道威尔$*+2- V8U+Q7//%受到

斯特劳森$@?(.Q<+-%&达米特$U,]]7??%!尤其是

唐纳兰 $U+-./:%等人思想的影响!两人合编了

+真理与意义' 语 义 学 论 文 集 , $ 6(,?2 .-:

V7.-5-3' A<<.9<5- @7].-?58<%$#HLI%一书" 埃文

斯去世后!+指称的多样性,由他的同事约翰4麦

克道威尔编辑整理出版" #H%N 年!牛津大学出版

社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包括他的 #G 篇论文和两

篇笔记"

二$专名指称的研究背景

(专名)之成为问题在语言哲学中由来已久"

(一个多世纪以来!哲学家对专名问题保持了强

烈而持久的兴趣" 这首先是因为专名处于语言哲

学的核心位置!因为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语

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专名正是考察这种关系

的典型范例" 另一方面!专名的意义问题也的确

是一个难解的6斯芬克司之谜.!它引来了众多哲

学家在这里辛勤劳作&呕心沥血") $程本学!

!""I% #H 世纪英国逻辑学家穆勒在其+逻辑体

系,一书中最早对专名作了较详细的讨论!现代

专名的含义与指称理论始于他的研究"

围绕着专名的含义和指称问题!西方语言哲

学家提出了种种理论与言说!这些理论大体可以

分为两派'一是传统的描述理论!以弗雷格&罗素&

维特根斯坦以及塞尔等人为代表!认为意义确定

所指#二是因果历史指称理论!以克里普特

$k(5'W7%和普特南$c,?-.]%为代表!认为专名的

指称获得取决于相关的历史命名式" 下面!我们

将简要回顾这两派专名指称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描述理论

专名的传统描述理论始于弗雷格对专名的探

讨" 弗雷格认为!专名不仅有指称且有含义!专名

通过自身的含义来确定指称" 弗雷格对指号&含

义与指称三者关系作了如下概括'(与某个指号

相应的是特定的含义!与特定的含义相应的是特

定的指称")由此!他提出(含义决定指称)这一语

义学原则'一个表达式只有表达了某个含义!才能

指称某个或某些对象#一个表达式的所指不能够

决定它的含义!所指的相同不能推出含义的相同!

因为同一所指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在名称的意义方面!罗素对于专名研究的贡

献主要在于对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 他首先从知

识基础&语义机构&所产生的命题三个方面对专名

和摹状词作了严格区分!认为真正的逻辑专名必

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无含义#二是有所指#三是

亲知其所指" 但是!罗素的观点依旧存在问题!他

一方面对专名和摹状词进行严格区别!另一方面

又认为专名的指称由摹状词的描述来确定!最终

把专名看成是伪装的或缩略的摹状词!因而从本

质上他又否定了两者的区别"

传统描述理论还包含由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等

人提出的簇摹状词理论" 该理论认为专名是一簇

或一组摹状词的缩写!这一簇或一组摹状词共同

给出了专名的含义并决定了专名的指称" 例如'

(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含义由用来描述其区

别性特征的所有限定性摹状词的总和构成" 维特

根斯坦提出的这种簇摹状词理论解决了弗雷格&

罗素所主张的摹状词理论存在的问题! 但克里普

克却发现了描述理论$即摹状词理论和簇摹状词

理论% 仍然存在问题' 即对专名的含义没有一个

确定的解释!即使是一簇摹状词也只不过是专名

的某些偶然的特性!并没有指出专名的本质属性"

为解决此问题!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在上世纪

I" 年代后期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因果历

史指称理论"

"二#历史因果指称理论

历史因果指称理论引入了可能世界的基本观

念!建立在区分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的基

础上" 他将专名&自然种类名称和摹状词统称为

指示词! 但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如果

某物在每个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我们

就称它为严格的指示词!反之!我们就称它为非严

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 $k(5'W7! #H%"%按照他的

意思!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而大多数摹状词则是非

严格指示词" 比如'(亚里士多德) 这个专名它在

任何一个可能世界都只指同一个对象---亚里士

多德这个人#但是(三段论的作者)在不同的可能

世界中并非指同一个对象!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是

亚里士多德写的!而在另一个可能世界或许是其

他人写的!这一切都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 因而!

专名和自然种类名称只具有指称功能! 而与含义

没有必然联系" 既然没有含义! 含义决定指称的

原则对它们自然就无法成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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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理论中指称是如何确定的呢5 克里普

克承认自己提不出决定所指的一组充分必要条

件!只能作出较好的描述" 比如!(举行一个最初

6命名仪式.! 对象可能以实指方式来命名! 或者

这个名称的指称也可以通过某个摹状词来确定"

当这个名称6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时.!我认为!

听说这个名称的人往往会带着与传该名称的人相

同的指称来使用这个名称" 如果我听到6拿破

仑.这个名称!并且觉得它可以成为我养的玩兽

土豚的一个不错的名称!我就没有满足这个条

件") $k(5'W7!#H%"%对于确定名称的指称对象来

说!至少涉及如下要素'最初命名仪式#因果传递

链条# 处在该传递链条上的后来说话者在使用名

称时! 其所指与先前说话者保持一致" 换言之!

专名的所指是通过社会团体中的历史因果链条来

决定的"

三$埃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

埃文斯关于专名指称的观点是在继承和批判

了克里普特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 例如! (马达加斯加)这个专名起初被用来

指称非洲大陆的某个区域! 但后来由于误听和误

解! 这个专名被用来指称非洲某岛屿" 埃文斯认

同克里普特和普特南将专名的指称放到社会语境

中考虑的做法!但是认为他们的理论过分简单"

他认为应该把涉及专名的人际沟通看作一幅更大

的图画里面的一部分!换句话来说!只有把图片的

各要素!包括其他说话者&听话者&场景&事件等考

虑在内!才能正确理解话语的意义$A>.-<!#H%!%"

埃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分为早期和晚期!我

们将着重介绍其晚期理论" 埃文斯晚期的理论成

果主要包含在其 #H%! 年出版的+指称的多样性,

一书中" 在该书中!他提出了解决(如何确定专

名的指称)这一问题的新思路"

"一#提出&专名使用语言实践" -.]7M,<5-3

'(.8?587#'等概念

埃文斯认为!在某社区中运用一个专名 EE

去指称某个对象R的语言实践中! 存在着由部分

说话者组成的一个核心群体" 这个核心群体中的

成员是通过R而进入这个包含EE的语言实践中

的! 并且他们都具有在往后的其他场合中重新辨

认R的能力" 埃文斯称这个核心群体中的成员

为EE这个专名的(制造者)" EE的制造者们不

仅用EE指称R! 他们还不时地和 R有因果接触

并且将从这些因果接触中所得到的信息在社区中

传播" 社区中的非核心群体成员和R不熟! 他们

自己也没有辨认R的能力! 无法为语言实践注入

新的信息!但他们通过从 EE的制造者那儿获得

信息而进入含有 EE的语言实践! 埃文斯称这些

成员为EE的(消费者)" 只有当EE这个表达式

在知道R的人群中被较为广泛地接受和使用!EE

才算是成为R的专名"

跟克里普特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不同!埃文

斯认为正式的介绍并非必要!个体与专名的第一

次接触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 专名的使用会在

其他个体使用专名的语言实践中慢慢得到加强!

并固定下来" 即便对专名的使用作了错误的介

绍!随后其他人在使用专名的过程中也会慢慢地

把错误纠正过来"

埃文斯(制造者)和(消费者)的类比与普特

南关于(语言劳动分工)的类比也有所不同" 普

特南认为两组专名使用者之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

系#而埃文斯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制造者)

不依赖于(消费者)而存在!而要有(消费者)则必

须先有(制造者)"

一个普通的专名使用语言实践可以被看做是

有自然生命周期的" 在成熟期!(制造者)会收集

信息!然后让信息在(制造者)和(消费者)之间传

播!并与此前获得和流传的信息连接起来" 因而

每个人由专名产生的联想都是其他人信息收集和

交流的结果"

埃文斯阐述了什么叫做(单一专名使用语言

实践 $.<5-3/7-.]7M,<5-3c(.8?587%) $ A>.-<!

#H%!%" 区分不同的专名使用语言实践的标准不

是被命名的个体!而是一个单一专名使用语言实

践涉及两个个体!或者两个专名使用语言实践涉

及同一个个体" 比如!相当数量的(制造者)可能

会时常混淆两个人!或者被(制造者)分为两组!

经常且连贯地只能辨认被混淆的两个人中的一

个!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关于此二人的

信息融合在一起" 如果名字的使用牵涉到社区中

两个截然不同的沟通网络!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

两个专名使用语言实践!信息可以在沟通网络内

部传播!但是不能在沟通网络之间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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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专名的含义和指称

埃文斯认为!正是(制造者)跟个体接触的最

终模式$运用他们的辨认能力来不断识别个体%

把专名和个体联系起来的" 我们应该重视专名使

用语言实践和世界的交接点!把专名使用语言实

践与被专名(制造者)经常地叫做EE的物体联系

起来看待"

埃文斯提出!应该这样确定专名的含义和指

称'如果有一个对象 R被一个专名 EE的(制造

者)们经常且连贯地辨认为 R的指称! 那么这个

对象R就是EE的指称" 说话者关于一个专名的

指称的设想---即他由专名所联想到的信息---

与确定专名的指称有关!但是专名的指称并不能

直接通过指出他所意味的对象而得到确定!而是

需要通过搞清楚他意图参与的专名使用语言实践

来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消费者)关于专名指称

的信息有可能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一个社区内

部流传的关于EE的大量信息都有可能是错误或

毫无根据的!但是那些被用来作为确定专名指称

依据的事实并不会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当专名

被提及时!错误的信息可能会出现在消费者的脑

海中!但是这些信息并不会对决定一个专名的指

称的专名使用语言实践产生干扰!因而不会改变

专名的指称" 埃文斯的这个观点很好地解决了专

名指称改变的问题"

"三#埃文斯专名指称理论与克里普特专名

指称理论比较

埃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具有两个要素'一是

对社区内一个专名使用语言实践涉及一个具体对

象的机制的阐述#二是对说话者个体如何通过专

名来进行指称的阐述" 这两个要素跟克里普特专

名指称理论的两大要素大致一一对应" 克里普特

专名指称理论的第一要素是通过一次洗礼或至少

是某人发起的通过某种途径使用某专名的决定来

实现的#第二要素是如果某人是从说话者那里学

会使用一个专名!那么这个专名的指称就是这个

说话者最初使用这个专名时所指称的任何对象"

埃文斯认为克里普特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没

有涉及(专名使用语言实践)这一概念!他认为在

解决专名的指称这个问题上此概念是不可或缺

的!因为我们能多大程度上利用某专名取决于我

们的社区内部是否存在一个连贯地使用该专名来

指称某一具体对象的语言实践" 如果我们在使用

专名时所参与其中的专名使用语言实践是由于

(制造者)经常性地混淆了两个个体而牵涉到两

者!那么!不管我们之前是如何使用该专名的!该

专名将没有指称"

此外!克里普特的回归原则认为!专名的指称

由最初使用专名时的指称决定" 埃文斯认为回归

原则给出的条件宽松!说话者有能力明示他意图

参与的专名使用语言实践是一个必要条件!总体

的原则应该是这样'如果说话者使用某语词时是

带着一个明示的意图来参与到某个语言实践当中

的!在该语言实践里!该语词的使用蕴含某些语义

属性!那么这个被说话者使用的语词就会拥有上

述语义属性"

总之!埃文斯认为在确定专名的指称时!需要

将更丰富&更复杂和更全面的事实考虑进去!比如

(制造者)在专名使用语言实践中的各种活动"

在(制造者)的活动发生变化的例子中!这些事实

在决定专名的指称时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例

子就是被(制造者)认作EE的个体的身份发生变

化!在这种情况下!该专名在该社区中将不再有

指称"

四$埃文斯专名指称理论的影响及存

在问题

埃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克里普

特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和普特南的语言分工的观

点!为解决专名指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拓宽

了研究领域!意义重大" 在专名的指称问题上!他

继承了克里普特强调决定专名指称的事实和社会

历史因素的观点!指出决定专名的指称是所命名

的客观对象和说话者共同完成的实践!并创造性

地提出了专名的(制造者)&(消费者)以及(专门

使用语言实践)等新概念!改变了传统意义理论

认为意义似乎存在于个人心灵中的观点" 当代著

名哲学家&国际公认的弗雷格研究权威达米特对

埃文斯的哲学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分析

哲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埃文斯的哲学标志着

分析哲学的新的发展阶段$史习!!""%%"

然而!埃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也存在一定的

缺陷!对一些语言现象难于解释" 例如!蒉益民

$!""I%就对埃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提出了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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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出如下例子来反驳埃文斯的观点'假如一家

人养了一条狗名叫娜娜! 而他们不知道同时存在

一条和娜娜长得一模一样的狗!于是把两条狗都

当成娜娜" 换句话说! 作为娜娜这个专名的制造

者! 他们有规律地且始终如一地把两条狗都辨认

为娜娜这个专名的指称" 按照埃文斯的理论! 这

两条狗都应是娜娜这个专名的指称" 但是娜娜曾

经对他们家做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事!比如在地

震中救了他们全家的性命" 当他们发现在两条表

面上他们根本无法分清的狗中! 只有一条满足上

述这些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的信息时! 这家人会

毫不犹豫地认为娜娜的指称是那条对他们家意义

重大的狗!而有规律地且始终如一地同时把另一

条根本不相干的狗也辨认为娜娜只不过是个错

误! 他们不认为另外那条狗是娜娜的指称" 由此

他指出!决定专名的指称时! 仅仅满足(被专名

EE的6制造者.们有规律地且始终如一地辨认为

R的指称)这一条是不够的! 有时有好几个对象

都会满足这个条件! 但其中只有一个对象才真正

是R的指称!因为只有那一个对象满足和R连结

在一起的重要的描述性的信息" 蒉进一步推论!

在决定专名指称时! 满足和专名连接在一起的重

要信息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埃

文斯的专名指称理论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发展"

五$小结

语言哲学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对各人文学科尤

其是语言研究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正如钱冠连

$!""%%所言'(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相继成为

或者必将成为语言研究的源头! 这是语言学的幸

运" 西方语言科学很多就起源于哲学的探索之

中! 而且此后的西方语言科学思想及流派! 大都

具有其哲学思想的根基" 因此! 哲学的语言学价

值已不是猜想! 已经或者将会继续得到证明")基

于此目的!我们集中介绍了在国外语言哲学研究

中处于先锋地位!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的语言哲

学家b)埃文斯及其新专名指称理论!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埃文斯的研究思路和创新意识" 诚然!埃

文斯的新专名指称理论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克里普

特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

而是对该理论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进而提出了

新的观点和思路!这正是其理论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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