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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
“交流共同体"的内涵一

口张今杰[浙江大学杭州310028]

[摘要]本文认为，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概念是在皮尔士的指导学实用主

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先驱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

改造的结果，它包括“实在沟通共同体”、“理论沟通共同体”与“先验主体”等三种不同功能或内涵。

本文将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学说作一粗浅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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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始，语用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

部门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无不被打上语用

学的烙印。在阿佩尔看来，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

游戏说”、皮尔士的指号学实用主义和奥斯汀、塞尔的

青语行为理论使语言的意义问题完全地摆脱了句法

语义学的分析模式，而库恩的“范式”理论也标志着科

学哲学进入了典型的语用学维度之中。在深入分析

了这些情况的基础上，阿佩尔提出了自己的以“沟通

共同体”为核心概念的先验语用学，实现了“语用学转

向”。为第一哲学找到在当代条件下的第三范式。

一、阿佩尔语用学转向的理论背景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沟通共同体”概念的提出，绝

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背景。从其表述来看，皮

尔士的指号学实用主义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提出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皮尔士曾创立三维指号学来

进行“探究逻辑”的演绎。阿佩尔认为，“我们可以把

皮尔土的哲学探究理解为对康德先验逻辑的一个指

号学改造”，⋯他认为，皮尔士的探究逻辑之意图并非

自我意识客观的观念统一体，而是那种主体间有效的

通过指号对客体的表达的语义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

只有在指号解释的维度(后为莫里斯称为语用学)中

才能被决定。可见皮尔士用以符号为中介的“一致性

统一体”概念来取代康德的先验逻辑的先验统觉的

“极点”。对此“一致性共同体”，皮尔士如此描述其特

征：“实在概念的来源表明，这一概念本质上包含着一

个共同体的观念。这个共同体没有任何确定的限制，

而且能够确定地增长知识。”⋯这个“无限定的探索者

共同体”概念取代了康德的先验统觉概念，于是主体

间性取代了主体性。这一概念成为阿佩尔的“沟通共

同体”的理论来源之一。

阿佩尔“沟通共同体”概念的另一重要理论来源

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认

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其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语言与

游戏相通，语词的用法在不同的游戏中被构成。维特

根斯坦的意图在于以用法来取代意义而形成一种有

关“生活形式”的语用学。他说：“每个记号就其自身

而言都是死的，是什么赋予了它以生命呢?——它的

生命在于它的使用。””1就是说，任何一个表述或语词

的意义并非取决于该表述或语词指向的客体，而是取

决于主体间约定俗成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革命性的洞见，即私人语言的

不可能性，或者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去遵循一条规

则。他认为：“私人语言”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都

根本不可能。这些所谓“私人语言”是一些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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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只有置于特定的语言游戏之中，才可能具有记念的内涵

载或表达的功能，但此时它们已成为公共语言。他进

一步认为各语言游戏无共同本质而只有“家族相似”。

阿佩尔认为即使是一个人的独自，也是主体间性的，

因为他必须从自身中分离出一个在场的听者。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逻辑形式消解为构成语言

游戏的无限多样性的基础的规则，把传统先验哲学的

主体一客体关系具体化为由语言用法、生活形式和情

境世界构成的体现为主体间性的功能统一体，成为阿

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的理论源头。

阿佩尔还深入研究了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

理论。奥斯汀认为，一句在句法和语义上都很确定的

话语，在不同的场台会有不同的含义，听者要领会其

意图还必须联系说话者所处的特定的语境，或者说还

须经由语用学的考察，而语用学考察必须把语言作为

言语行为来理解。他认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

则的审判下被宣布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陈述，在语用

学角度来看就是有意义的。他说：“对于一些无意义

的陈述，只要能给出限定的条件，就能在谈论中接受

它，甚至哲学家也能接受它。””1塞尔认为，语句或词

语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言语行为才是语言交流的最

基本、最小的单位。语言交往不是语词和语句的机械

的集合，而是言语行为的集合。我们要理解一个言语

行为，首要的条件是了解说话者当时所处的特殊的情

境。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基于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的

集合就成为说话者的语境，而这个语境是我们理解一

个言语行为的背景。话语的意义通过语境而被赋予。

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作了一些语用技术上的分

析，这些属于经验语用学的范围，也成为阿佩尔先验

语用学的理论先驱。

阿佩尔认为，句法一语义学的准先验概念“不得

不被一种(先验)语用学概念补充，这种语用学能处理

通过语言而进行的关于语言的反思性交往的主体一

主体间性的可能性条件。”【41而莫里斯的三维指号学

中的语用学维度，不具有与卡尔纳普的句法一语义学

的准先验地位。它“只被当作经验科学的可能客

体”“1也就是说，从莫里斯指号学的语用学维度发展

而来的语用学只是经验语用学。阿佩尔并不满足于

停留在经验语用学的层面。他认为，只有先验语用学

的“沟通共同体”概念才能彻底医治传统哲学的方法

论唯我论的痼疾。

二、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沟通共同体”概

阿佩尔在深入研究了维持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说”、皮尔士的指号学实用主义、奥斯汀和寨尔的言浯

行为理论之后，形成了自己的先验语用学。提出了

“沟通共同体”的概念。

f一)克服方法论唯我论

阿佩尔“沟通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与他对传统哲

学的方法论唯我论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有着紧密的联

系。从“先验语用学”这一名称即可看出，阿佩尔思想

中有康德、维特根斯坦、皮尔士等人的影响。实际上，

阿佩尔一直都致力于对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改造，致力

于解答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的问题。阿佩

尔认为，要解决此问题，首要的是要克服“方法沦唯我

论”。

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阿佩尔列出了一个“方法

论唯我论”的清单，从笛卡儿经康德到胡塞尔的主体

性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和

早期维特根斯坦都榜上有名。

阿佩尔认为，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逻辑经验主

义的语言分析哲学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主体一

客体的二元分裂，“从笛卡尔到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

问题以及科学的逻辑与方法问题一直是根据人的认

识的主客观关系这个基本哲学预设而提出并加以论

述的”⋯。

笛卡尔把知识的基础奠立于心灵与外在客体的

关系上，其可靠性依赖于心灵的先天原则。作为“意

识本身”的科学的主体在康德那里是可能的对象知识

之先验统一的载体。他用先验逻辑取代了由洛克和

休漠发展而来的知识心理学，提出了先天综台法则，

即由知性、理性、直观、想象等心理能力的功能法则来

取代休谟的心理学联想法则，这并未逃脱方法论唯我

论的魔圈。阿佩尔认为，方法论唯我论不仅是近代经

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哲学的基础，而且也是构造语

义学纲领本身的基础。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语义结构

的科学语言为那些先天法则提供了新的主体。康德

关于科学知识任何意识而言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似乎

就由现代科学逻辑语义学给解决了。也就是说．“语

言的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取代了康德的先天综合

法则。”“1因此，主体被还原成了科学的客体，康德主

体的先验功能为科学语育的逻辑所代替：语言逻辑和

命题或命题系统的经验证实一起，取代了康德关丁客

观经验的先验逻辑。阿佩尔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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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来描述和说明其他科学的行为时，实际上把他人之欲出了。

统统还原为研究的客体，而非与之具有同等地位和身

份的共同体中的交往伙伴，这样他们就把主体问的

“沟通共同体”打人了死牢，而对主体间性维度的忽视

或取消都必然伴随着方法论唯我论这样一-个产物。

他们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而思想又是由一个个

观念所组成，观念是因人而异的、私有的。他们希望

通过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精确的科学语言来保障陈

述的有效性，终止哲学家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由于他

们的思想前提是：语词的指称作用是由人们赋予的，

语词是人们观念的表达。因此阿佩尔也把以逻辑实

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划入了方法论唯我论

的阵营之中。

在阿佩尔看来，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

中提出的图像论是典型的方法论唯我论。他认为维

特根斯坦的“世界是我的世界⋯“中的我并不存在于

世界中，而是逻辑意义上的“自我”，是能够用科学语

言加以描述的世界之界限，也即“主体不属于世界，

而是世界的一个界限。””1即自我的先验统一体就在

于语言的先验统一体，后者又是自然科学之可能性和

有效性的条件。这种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形式逻辑的

还原使维特根斯坦摈弃了主体问沟通的先验语用学

维度。阿佩尔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方法论唯我

论”。如果在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先验自我或主体与世

界具有限界作用的语言之形式相同一，自我就无需任

何关于语言用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解释的主体

间交往了。

阿佩尔认为，以上方法论唯我论哲学有一个共同

前提，即“单个人能够认识作为某物的某物，并依此来

从事科学。”““他们都用普遍性、必然性来取代对客

观性的讨论，把主体所自以为是的东西推想为理所当

然的东西，这是方法论唯我论的特征。阿佩尔认为，

他们的致命缺点在于屏弃了主体间沟通或交往的前

提．而执着于主一客体的思维模式，把自我之外的人

与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所以无一不落入方法论唯我论

的窠臼之中。他指出：“无论是一种内省式地从意识

内容出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实在外部世界之存

在闻题的哲学，还是一种把语言设想为对实在的无反

思描摹的哲学，都必定固守着方法论唯我论。”“1他认

为，要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解决

知识之可能性和有效性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克服方

法论唯我论，而克服了方法论唯我论则意味着对主体

间性的强调，意味着阿佩尔的“沟通共同体”概念便呼

㈣㈣剐驯

(=)交流共同体

在传统的知识论中，主体足语言符垮的意义的赋

予者。这种以方法论唯我论为特色的哲学传统经皮

尔士的符号学改造之后，语用学的主体是什么呢?阿

佩尔所提供的答案是“交流共同体”。他认为要摆脱

方法论唯我论的纠缠，就必须加强主体间性的沟通，

以“沟通共同体”的主体间性来取代传统哲学的主体

性。

阿佩尔认为，共同体的概念并非意味着两个以上

的成员的简单相加，而是知识或科学活动得以施行的

有效条件的集合，这个集台既是知识的主体，又足知

识从中获得客观有效性的参照准则的语境。“交流共

同体”在科学认知和日常交往活动中有着不同的功

能，具有不同的地位。他把“交流共同体”区分为三种

功能，即“实在交往共同体”、“理想交往共同体”和“先

验主体”，三种功能均内涵于“交流共同体”概念之巾。

关于“实在的交往共同体”，阿佩尔认为，It如皮

尔士所说的那样，它不能被还原为社会科学的客体，

也不是康德或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本身．而是一个实在

的可经验的实验和解释共同体，是一个无限的互动共

同体中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阿佩尔指

出：“实在的交往共同体”是在有限的特定的情境中从

事批判性论辩的个体的前提条件，它不与那个无限解

释共同体理想相符合，而服从于那些在不同民旅、阶

级、语言游戏、世界理解和生活方式中人类显示出来

的意识和旨趣的限制。阿佩尔认为，把实在的交往共

同体设定为知识的主体，就可以克服传统知识论的方

法论唯我论。阿佩尔认为，科学主义通过意义沟通，

用一种普遍的计算语言取代主体间沟通的日常语言。

一切意义阐明活动均以一种具有日常语言形式的先

行理解为前提并不能说明词语的意义，一切意义阐明

活动均必须以一种具有日常语言形式的先行理解为

前提，一种精确语言只是对日常语言的部分说昵。被

构造的语言必然是借助于主体闻交往的日常语言才

能被解释为对科学语言的精确化，并得以与实验经验

联系起来。

阿佩尔认为，作为交往共同体的理想，必然在实

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实在共同体才得到实现。这个

理想的无限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可经验的，一如

其指号和行为是可经验的一样。但它决非经验的一

个客体，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观察材料而从外部加以说

明。它是关于观察材料之描述和说明的可能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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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的概念性条件的主体问沟通的媒介。理想沟通

其同体的先验语言游戏作为一种有规范约束力的理

想的前提，被设定在任何论辩中了，而且在任何历史

给定的社会中，这种理想交往共同体始终都还是有待

实现的。阿佩尔指出：从这一在解释共同体的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对照巾就出现r实践进步的规整原则，解

释的进步可能而且理当与这种实践的进步相交织。

如果我们不能同意·种向着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实

现前进的实践进步，那么我们就只有赞成伽达默尔的

观点了，即在解释学的理解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而只有“差异性的理解”。在阿佩尔看来，科学之可能

的基础——一致胜的主体并非一个在世界之外的“意

识本身”，而是历史性的实在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只

有当历史性的实在的社会被视为科学的潜在主体，且

其历史性的实在总是根椐有待在社会中实现的无限

交往共同体的理想而同时在经验上和规范批判上获

得重构之际，它才被充分地理解。

因此．阿佩尔指出：对文化的所有维度而言，至关

重要的是在给定的生活形式中，并且面对在这些形式

中的非理性的交往障碍，去不断地实现那种总是已经

被设为先验前提的理想语言游戏。这种理想语言游

戏是既有解释学意义，又有伦理学意义的规范。即使

这种理想游戏没有被完全实现，或者被特殊社会的畸

形状态所毁损了，我们仍须在任何语言游戏中把它设

为前提。

阿佩尔认为，在任何一种可能的语言游戏中，语

言性沟通本身先天地维系于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不能

由约定来加以确定，相反，这些规则首先使约定成为

可能。这些关于约定地确立的规则的元规则，不属于

任何特定的语言游戏，而属于无限交往共同体的先验

的语言游戏。我们在谈论或进行实在的特定的语言

游戏时，至少有一种语言游戏被先行假定为先验语言

游戏丁。各个不同的语言游戏对先验语者‘游戏而言

是“给定的”可观察的对象。先验的语言游戏必须能

进入所有“给定的”语言游戏并解释性地参与其中。

这就出现了不同规则视界之先验统一体的问题。这

个统一体不是给定的，但能在准经验的给定的语言游

戏之间先天地创设一种交往联系，这就是阿佩尔所说

的先验主体。

阿佩尔说：“为了用一种意义一意向哲学应付主体

问有效的意义．意向的传统的第三世界柏拉图土义，

我们需要重新介绍康德的‘先验主体’的理想。”“4i阿

佩尔的先验主体是在对康德的先验主体的改造的基

础之上形成的。他认为：“一个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

的皮尔士改造的先验符号学，提供r超越和脱离唯名

论和本质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和先验批判之间的二

论的第三条道路。”4J这就是作为意义解释和町能知

识的可能的主体间合理性的先验语用学。

在先验语用学的观点看来，哲学家首先必须投入

某种“给定的”语言游戏巾而不只是游离于语言游戏

之外来观察它们。但是，他同时必须与之保持批判性

距离，才能对这些在世界之中“给定的”语言游戏作出

比较，而不沉湎于其中的一个。哲学家只有把自己维

系于一种作为所有语言游戏之前提的先验语言游戏

中，才能使得沟通的综台成为可能。

“沟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以上内涵反映r阿佩

尔先验语用学的先验反思特征。阿佩尔认为，一种当

代的先验语用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对哲学论辩活动本

身的意义的反思。通过论辩，他们根据一个无限沟通

共同体的先验语言游戏为自己设立了知识的先验前

提，作为一个论辩者，他总是已经隐约地承认了无限

批判交往共同体这一前提。语言游戏没有旁观者，任

何观察者都必须同时是语言游戏这一共同体的参与

者，即我们对语言游戏的考察不足以构成“元考察”，

而只能是语言游戏的自我考察。而且考察者又必须

与语言游戏保持距离，才能存在对语言游戏进行批判

反思的可能性。所以，先验的语言游戏是对语言游戏

所作的一种先验的反思性的考察。而先验的论辩共

同体则是先验语用学为了满足“终极奠基”的要求而

构造出来的“先验主体”。按照阿佩尔的看法，如果我

们只发挥语义系统的先天特性，而忽视指号的关系的

先验主体，那么，我们绝无可能解释康德的“知识如何

可能”的问盟。所以，“我必须认为一种‘先验的语言

语用学’是可能的，在这种‘先验浯言语用学’中，论辩

主体能够对总是已被先行假定为言语情境之前提的

沦辩可能性和有效性条『牛作出反思。”。“因此，“主体

事件的前概念决定于先验实用主义论辩，就其与康德

的‘先验自我反思’的方法一致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先

验的“41也就是说，反思一个人自己的思想的台法性

条件，要反思如下事实：我作为论辩思想的意义，不仅

是由于我意识的综合功能，而且是由于语言的公共意

义而可能。因为远离康德主义和现代语义学土义，我

们的论辩预设了主体问有效的思想的主观结构由语

占的公共意义而部分决定，这种语言的意义却部分地

依赖于意义意向的人类主体的解释。因此，我的论辩

就成了实用主义的论辩。意向的主体通过指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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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享有了公共意义，或者说，意向的主体通过意义的

指号解释而融人r主体问沟通。因而作为主体的

“我”的个体意向性以蕴含丁语言指号中的主体间性

的公共意义为前提。个性意向性论断的主体问有效

性必须诉诸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司体才能证实。故，

“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是意义意向性的先验主

体。”“1阿佩尔认为，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作为先验

主体，保障了自我反思式知识的主体问有效性的可能

一性。

三、结语

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出发点在于阐明用先验

语用学的概念来批判地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

先验哲学的必然性，使康德的先验哲学转换到语用学

的维度}来。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西方哲

学的新发展结合起来。他对康德哲学的改造，并未否

定传统的康德式先验哲学的意义，而是通过以语言

“沟通共同体”为中心概念的先验语用学融合先验哲

学、语言分析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从而最终实现

“语言学转向”的实用主义完成，为第一哲学找到在当

代的第三范式。阿佩尔并未局限于经验主体的问题，

而是论述了交流共同体的先天性，是“康德伦理学的

先验实用论的转化和康德的先验逻辑的符号学转向，

有其适应当代社会的进步性。””。在我看来，阿佩尔在

改造康德先验哲学过程中对方法论唯我论的批评和

对“沟通共同体”的论述，使语用学脱离了经验描述的

层次而达到“先验主体”的终极奠基。另一方面它也

㈣㈣滞㈩{
改变了欧陆先验人文哲学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K期

互不往来、各行其是的传统，哲学界出现了对话和交

流的可喜局面，阿佩尔的工作为两大传统的沟通和融

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为当代西方哲学走出困境

指出了一条有价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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