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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验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发展影响深远，对这种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近代哲学的认识。本文对“经

验主义”认知的形成与传递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对于“经验”这一概念的定义以康德所写的《纯粹理性

批判》为主，结合十八至十九世纪诸多学者的相关理论总结出一套基于“经验主义思想”的语言–认知

体系，得出了基于经验主义的(存在–认知–语言传递–认知)的认知系统。系统探讨了人类认知与语言

的形成及其内在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语言系统的构成与各语言中存在的共性，促进对语言研究、

语言的教学与翻译等领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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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ence philosoph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research on this thought will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This arti-
cle conducts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empirical” cogni-
ti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 is mainly based 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The relevant theory summarizes a set of language-cognitive systems based on “empirical 
ideas”, and obtains an empirical cognitive system based on empirical (existence-cognitive-language 
transmission-cognition), explored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ognition and language and its inherent 
relationships, which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uman language system and 
the existence in various languages, and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research,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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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对于“经验论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1]，在 2000 年之后学界对这一近代

哲学体系的研究热情相对较低。国内学者对于“经验论哲学”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经验论”发展对

于近代哲学的影响[2]、“经验论哲学”的属性[3]、“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比、对“经验论”思想

的评价等方面[4]。这些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都将“经验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外来的“舶来品”来进行研究，

站在历史的高度将“经验论”作为一种过去的、历史存在的思想来进行讨论。立足于“经验论”的思想体

系之外，对经验论这一种思想的发展来进行整体的分析与评价，没有真正的站在“经验论”这一理论体

系之内，来详细的阐述经验主义视角下对于存在与认识的理解，使得国内经验哲学方面的知识较为匮乏。 
而本文不再立足于当代唯物主义思想框架而先入为主的将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过去的思想而讨论，而

是立足于经验哲学理论框架内，跨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三大门类，力求在经验主义思想的范畴下探

讨认知得以承载与传递的本质属性，以经验主义的视角去讨论存在、认知和语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以更切近的方式促进我们对经验主义思想内核的认识，为我们探究语言的形成与语言的历史提供了一种

新的观点。即基于经验认识的视角来理解语言与认识的关系、语言的形成、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与

语言的关系、存在与认识的关系，就此来说本研究对相关问题探索具有开创性作用。 
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利于我们形成对于语言这一交流媒介产生新的认识。并且在这一新的视角下，

可以深化我们对人类如何认识、概念如何存在与传递的理解，以及语言的表达与语言经验构成的理解，

结合“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去理解人类语言。对于相关问题的探索有助于促进语言的教学、语言的转换

等等实践活动的发展。有助于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存在性本质和人类关于认知的经验性特征中找到人类

语言上的共同规律与内在逻辑，促进人类间不同语言的交流、翻译与教学活动。 
本文整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论证在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下存在、感知与认知之间的关系，

先对存在、感知、认知这三个哲学词汇在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下予以解释。再对这三个概念内在的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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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解释，并最终通过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解释。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其中，先解释

语言的意义、认知对于语言的主导性，通过翻译与语言转换的基本问题论述认知作为语言内涵而对语言

的主导作用以及经验对于语言与认知的连接作用(经验桥)，得出认知形成和语言形成的关系模型。 

2. 存在、感知与认知的关系 

2.1. 理论论述 

整个西方的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为止都在实体属性形而上学(即存在论)的框架内，近代哲学

包括经验主义哲学对于“存在”(ontology)这一概念的定义都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本文中“存在”这一概

念在实际上也主要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区分了十个范畴[5]，将

存在分成了实体(支撑其他东西的终极主体)与属性，其中关于实体这一概念又分为了“第一实体”(既不

依赖也不谓述主体)与“第二实体”(不依赖但可以谓述主体)。但不论是“第一实体”还是“第二实体”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实体作为可感对象的“可感性”。 
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对于“实体”(作为各种性质支撑的基质)的定义也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

定义。在下文中我们所讨论的“实在存在”就是“实体”的意思，即“可感对象”。“实在存在”作为实

体具有“他感性”(可以被他人感知的属性，简称为他感性) [6]。而“概念存在”的可感性仅仅局限于感

念存在的承担者自身，其不具备“他感性”，因而这样的概念的存在局限于自我认知领域受主观属性的

制约，想要进行传递就只能通过向“实在存在”转化，成为具有“他感性”的感知物(即实体)才能被他人

感知，继而进行思想传达与信息传递。 
感知是感觉与知觉的统称，是脑对信息的反应。在心理学上感知即意识对内外界信息的觉察、感觉、

注意、知觉的一系列过程[7]。在本文中就是我们对于客观物体感受的过程，是我们将主观的思想与客观

存在之间建立联系的手段。 
认知是个体的思想观念，也即个体对一切的知识与经验以及所有存在与存在的概念所持有的观点，

包括对于知识、知识来源的判断与理解，对于存在的理解、对于概念的理解等诸多思想。是人脑对客观

实在的反映[8]，也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经过感知后产生的判断、理解以及观点。 
在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中，如何使存在化为认知，客观实在又如何反映在认知，在这两点上问题上我

们有许多问题。存在的存在物是不以意识为转移的，但是存在状态被认识就必然要“被感知”。如果我

们无法感知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感知对象”(存在的载体，即存在的存在物) [9]建立认识，也就是存在能

被认识就必需要被感知。 
 

 
Figure 1. Existence-Cognition model 
图 1. 存在–认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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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不受意识影响，(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包括物质的存在和意识的存在，包括

实体、属性、关系的存在。) [10]但我们必然经由某种手段对其感知。(“存在即被感知”) [11]否则“存

在”在我们的认识中将成为“不存在”或“将存在”(将存在：现不可感，但未来一定可感的将要存在物，

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某时某刻具有“可感”的属性才可以成为“存在”)。而无论是“不存在”还是“将

存在”在“被感知”前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非存在”是不可能的[12]，“无法感知物”对我们生活无

法产生任何影响，因而对我们也不产生任何意义。也就是说不与“人”产生任何交互或者任何影响的“存

在”必然无法“被感知”，自然无法进而形成“认识”或者“意义”。那么在“人”的认知世界里“无法

感知物”就不存在，即“感知不存在”。“存在”之所以在人的世界存在就必然对人有影响，而对人存在

影响的存在就必然“可感”或者“将可感”，无法被感知的存在“无意义”，所有基于存在产生的认识也

必须经由感知，即人的认识要经过对存在的感知活动转化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建立一个初步的认知模型(见图 1) (存在–认识模型)，即现实存在的自在事物(实体存

在)要形成认识必须经过“感知”，而感知的形成就必须经过“感知活动”。在感知活动后感知信息必然

形成，大脑自觉对感知信息进行思维逻辑(先天逻辑判断、经验判断)对已发生事物信息处理(认识到事物

之间的联系)并产生经验认识。与此同时经验认识促进对于感知信息的进一步经验判断会促进认识经验不

断积累，继而推动对于感知信息进行新的经验判断并不断产生新的经验认知。 

2.2. 实例阐释 

上述对于认识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的观点，可以经由下列的一个简单的例子证明佐证。首先进行一个

基本设想：一个人在对火焰“无认识”(缺乏相关经验)的情况下接触火焰会发生的情况。火焰是客观存在的

且是可感的，也就是“存在火焰”(客观存在物) (图 2)。基于“存在火焰”这个客观的存在物的可感属性，

此人首先在接触火焰(进行感知活动)时会感受到热并且靠近会产生热感、疼痛感、灼烧感，而接触事物产

生的感知就是对于存在的感知。也就是说接触火焰产生的诸如热感、痛感、灼烧感这些同时发生的综合的

多种感知就是感知火焰(生理感知物) (图 2)。在感知的接触后人们有意识或自然的通过思维将这种行为活

动、存在与感知活动相联系起来(先天逻辑判断、思维能力)，就形成了认识，在这一例子中此人将行为与

感受相联系会形成一个原始的初步的认识即“靠近火焰会疼痛，不能靠太近”“火焰会散发热”，这些对

于火焰的认识与观念也就是认识火焰(思维概念物) (图 2)。(通过多次感知经由大脑思维逻辑先天逻辑判断

和经验判断[13]加工形成经验认知。)在这一个案例中火焰是客观可感的实在的存在(存在火焰)，疼痛感是

人在接触新的未认知的事物所产生的生理上的反映是直接的瞬间得到的一种感知(感知火焰)。任何“感知”

都需要大脑进行活动参与，但是它的直接与瞬时性决定了其未受思维与情感的制约，可以认为是相对客观的， 
 

 
Figure 2. Example 
图 2.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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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实在的一种范畴(不依赖也不谓述)。当然由于生理机制不同生物个体差异必然存在，但其未经过思维

加工的纯粹性是必然的。通过感知(感觉与知觉)的经验累计(包括单次累计、单次感知)人便会逐步的产生

认识(经验认识)——火焰接近会疼(认识火焰)。这一初步的认识会逐渐随着感知的深入与累计和大脑的思

维而不断深化。(思维先天逻辑判断与经验判断)所以思维的进行不可凭空产生，思维认识首先要感知到存

在，感知必不可少，并且由客观存在到主观认识这一整个过程中任何一步都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的认为认识是感知的发展，是感知经大脑思维加工的产物，感知依赖于客

观实在作为实体的可感性。由于认识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对感知与认知积累的依赖，故可以说“认识是

经验的”(即经验认知由于感知的经验而形成)。 

3. 语言——认识、概念的具象化、实体化与可感知化 

语言是认知与概念的输出(实体化、具象化、可感知化)的一大手段，语言也是完全建立于经验知识之

上的一种工具。是对于思维中的概念(意识是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主观映射，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14])
进行的具象化的产物，语言使得思想上的概念上的存在实体化，变得可以感知。虽然概念的输出方式、

表达形式并不只有语言这一种工具，现代的电影、音乐，古代的戏剧、歌剧都可以表达思想概念，使得

思维变得可感。以各种各样的手段都可以将思维里的、概念中的事物实体化(实体是独立存在的东西，是

一切属性的承担者，从语言和逻辑上说它处于主词地位，其他表示数量、性质的范畴依附于实体，处于

宾词的地位，只能用来说明主词[15])、具象化(“具象化”是将抽象的事物、概念、思考等表现为具体形

式的过程，如将思想化为语言、文字表达或者将一段情感、经历通过画作、雕塑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使其不依赖于任何事物就可以由于其自身的属性而被感知。但是在认知的输出方面，没有什么比语言系

统这一个完全建立在经验认识之上的概念表达形式更令人注意的存在了，所以我们主要讨论的重点还是

语言方面。 
语言作为一种纯粹由经验构成的一套完整的认知的具象化体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其巨大。我

们的经验认知正是在语言的框架下得以不断累积最终构成人类文明的壮奇伟大。 
 

 
Figure 3. Cognitive-Linguistic model 
图 3. 认识–语言模型 

 
拉康认为语言的本质是符号化的象征性，象征其实就是用“别的东西”替代真实存在的过程[16]。基

于这一观点，结合经验认知观点进一步分析，语言作为一种象征物，是一种有形的存在(“别的东西”)代
替了“认识”这一个无形存在(概念存在)。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模型见图 3。 

在语言内涵方面，就像我们的模型所清晰表示的一样，认知是语言内涵也就是被象征物，语言是认

知的表征也就是符号化的象征物。认知需要语言的表达，语言也需要认知的内涵这一“被代替物”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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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流信号”(communicative signals) [17]才有意义，语言缺失认知则会变成无意义物，也就是失去了

“语言属性”[17]。 
在语言表达方面，《认知语言学》中“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基本上都必须能够透过人类的认知

而加以解释，因为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18]。经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得出，知识依赖于认知，

语言的理解基于经验的知识，(语言是经验知识)语言作为一种知识也必然受到经验认知的主导。 
语言在内涵上依赖于经验认知作为其语言表达的内容与目的，语言的形式上又基于经验认知的知识

来对应理解。可以说语言作为语言所存在所必须具备的属性都依赖于经验认识，即语言依赖于经验认识。 
对于这一观点最好的例子就是两种语言的互通的过程。首先预设两种语言(A 语) (B 语)这两种语言并

不互通。有两人分别使用这两种不同且不互通的语言，由于两个人所生活的环境不同他们对于对方使用

的语言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基础，此时他们仅能感知到他们对方的语言现象、行为(发音、文字)这些客观存

在的事实，却无法理解其含义。其语言所内涵的经验认知无法理解，简言之就是无法使语言与经验认知

相互对应。此时虽然语言行为(象征物、外在表征)存在，但语言内核(被象征物、内在含义)无法通过经验

而互通概念(发音这一实体现象存在，经验认知不足)，即象征符号作为“实在”可以被感知，但是语言所

象征的内涵却无法被理解。那么在此时我们可以说二者之间的语言的交流并不存在(语言)。 
如果想学习其他语言就必需对新的语言体系建立与之相关的经验体系，对此则存在两种语言认识经

验体系。 
 

 
Figure 4. LCL model type A 
图 4. 语言模型 A 语言–认知–语言模型 

 
A：语言–认知–语言模型，在这一种体系中认知直接对应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就像我们认知一个物

体。(语言 B“flame”–认知“实体火焰”–语言 A“火焰”)。 
B：认知–语言–语言–认知模型，在这一种体系中两种不同的经验认识通过语言进行相互连接与转

换。从认知到选中语言，再由两种语言进行对应性转换使得由语言 A (选中语言)到语言 B (目标语言)，再

由目标语言到认识的过程。 
一般来说当我们两种语言的使用者进行当面交流，或者有实体事物(其他具象化表达)进行认知辅助

时，我们的语言认知逻辑体系往往是使用的语言模型 A (见图 4) (语言–认知–语言模型)这种方式造成的

歧义相对较少也较为准确，是更高效的认知传递(将“我”脑中的思维存在向展示，形成类似的“他人”

脑中的思维存在。或者将这一过程相反：将“他人”脑中的思维存在向展示，形成“我”类似的脑中的

思维存在)。信息传递[19]方法，此时人们往往是通过认识去寻找语言表达的，是通过认识找语言，其认

知表达自然也更为准确。但很显然这种方法受条件约束较大，它(认知链接)的形成往往需要其他的表达

(表达思维的实体)来进行辅助，只运用语言的工具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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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仅仅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时(书信、短信等等)，我们的语言交流往往使用的是语言模型 B (见
图 5) (认知–语言–语言–认知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进行语言上的对应转换。这一对

应方式极其依赖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语言对应经验认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认知经过了两次认知—语

言转换和一次语言—语言转换，其对应效率和正确率都相对较低，翻译者往往是根据语言想象概念来

认识的，通过语言形成认识，形成的认识和表达的认识可能大相径庭。但是其不需要更多的表达实体

条件，仅仅通过两种语言的对应经验即可完成。(文字翻译往往采用) 
 

 
Figure 5. CL-LC model type B 
图 5. 语言模型 B 认知–语言–语言–认知模型 

 
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将 A 语言进行转换翻译为 B 语言时，常常会发生无法直接翻译过去的状况，如

果我们刻板的依照语言词典上的释意逐词的去翻译往往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一些俗语谚语能够很好的表

现这一问题。例如：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我们往往就会翻译为“入乡随俗”而非“身在罗马

城，行如罗马人”其原因就在于中文语言里没有足够的对于“Rome”(罗马)这一单词与概念的经验来对

照。 
翻译中一些词汇由于目标语言缺乏相关经验而无法翻译，其原因在于语言的象征依赖于在其内涵上

的“概念经验知识”和在其表达上的“表达经验知识”(表达习惯)。这也是语言存在需要经验才能具有语

言属性的一个体现。而对于语言经验上概念知识和表达知识的缺失在翻译活动中往往使用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查询目标语言语汇、典籍中的有关概念进行诠释(归化)，例如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如果逐词翻译其实“元物理学、超越物理学”更为适用，但是其内涵概念会有些混淆，所以此词汇最初

由一位日本学者翻译时参考了中国的典籍《周易》中的“形而上”(道无形为形上，器有形为形下。无形

故虚而不可见，有形则实而可见。但是道寓于器之中，器为道之体现。道与器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系

辞》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

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

谓之事业”[20])。这一概念而将这一词汇巧妙的翻译为了“形而上学”。这种方法利用了两个语言中被

表达概念相似的概念，这种方式并非创造新概念，而是用目标语言上的已有的相似概念对于所表达概念

进行表述，其本质上是利用了被翻译语言其本身存在的相似经验，用已有的表达经验来代替要翻译的表

达经验，这一方法更容易被翻译语言的使用人群来理解。但其仅能够弥补表达经验的缺失，却无法弥补

概念经验缺失，其并没有为目标语言引入新的概念经验，其方法也仅仅适用于解释性翻译，即对于解释

概念语词进行的翻译而非翻译概念语词本身。若强行用于翻译概念性语词则会导致，目标语言使用者造

成认知上的偏差。除非使用的表达经验本身的认知经验发生改变，但这也会导致目标语言原本表达的概

念失去表达。假如将“bread”当称为馒头，那么“馒头”的概念便无从表达，“bread”的真实含义也无

法表述。 
第二种方法便是异化，通过直接对外来词进行本土化(运用目标语言)记录或者描述的方式创造新词

汇，如 Hamburger (汉堡)，Pizza (披萨)，胡桃(胡地传入的桃)，甜味剂(形成甜味的化学试剂)等等。从而

赋予这异化产生的新词(外来词)新的概念，新事物进入语言体系该语言的使用者对于新事物进行认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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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产生固定的经验，从而对这个词语产生固定的经验认识形成新词汇。这是一个创造表达经验的过程，

也是在为外来传入的概念创造表达经验的过程、是语言创造与发展的过程。这种方式促进了新的概念的

传入，目标文化添加了新的概念和与此概念相对的表达经验，这在语言的形成与人类文明发展中屡见不

鲜[21] [22]。 
由以上的语言转换(翻译)方面的实际例子可知，语言是认知的表达，语言存在的内涵建立于经验认知

之上。语言的表达又依赖于经验认识才能实现，人们对于语言概念传递的实体含义的认识也是通过经验

而认识的。 
 

 
Figure 6. Existence-Perception-Cognition-Language model 
图 6. 存在–感知–认知–语言模型 

 
由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基于经验而形成的认识的输入和输出的全过程(见图 6) (语言作为

认识传递的载体)。即语言系统的组成基于经验认识，是经验认识基于累积经验化的感知，而感知则是基

于对客观实在的感觉与知觉活动。语言是认识的表达，是经验化的知识，故经验认识对语言有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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