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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知觉经验作为一种意识感知，从语言哲学层面看，是我们的心灵与外部物理世界的关联及互动在语言实践上的体 

现，其表征过程就是语言从发生到建构的过程。而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正是从知觉经验的形成过程上去研究，从语义关联深入 

到意向的构造，在对表征语义的规范中体现逻辑的必然。区别于孤立、静止的语词分析方法，它是把知觉经验的表征问题放到关 

联中去理解，让一些不能的表征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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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实中的知觉经验表征往往是含混的，容易 

引起歧义的。通过语义学的分析，旨在探讨知觉经 

验在整个表达过程中的涵义，如何让其表征变得 

更准确，提高它在现实表征中的有效性。 
一

、从语义学角度分析知觉经验表征的可能 

知觉经验是指我们的各种感觉集合在一起， 

通过彼此间的协同活动，形成我们对外部事物的 

整体意识感知，关于此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 

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觉的产生依赖于感觉器 

官接收到的外部对象的刺激，然后不断把对颜色、 

声音、气味、味道等的感觉形式形成一种 自我的感 

知，进入了认识论的层面。而后来的经验主义者继 

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知觉经验的理解，把知觉经验 

的源头划到了客观的感觉范畴之中，如休谟把感 

觉经验都统称为知觉，过分简化了意识呈现的方 

式与状态，仅仅是把知觉经验当做了客观的自然 

事件。[11而一些理性主义者则把知觉经验放在理性 

判断下去探讨，比如莱布尼茨将知觉的理解以及 

知觉的变化归结为单子这样的纯粹的精神实体， 

并将知觉以外的各种变化解释为建立于单子之上 

的发展过程，只是把它当做概念的序列。总之，无 

论理性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在对知觉经验表 

征进行分析的时候，都存在普遍的无处着力的困 

境，不能探究到知觉经验在表征中的内部联系和 

规律。 

面对传统哲学遗留下来的困境，胡塞尔选择 

“回到事物本身”的理念，即直接面对事物，从现象 

中直指本质，现象即本质，本质即现象。梅洛 一庞 

蒂则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知觉 

经验始终是在一种“境域”之中，只有在背景与形 

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比如我们 

直接感受到的红、蓝、热、冷是极其含糊的，它们属 

于“纯粹感觉”基础上的感觉体验，已经涉及到整 

个的意识发展过程，体现的是诸多因素的共同参 

与。而语言自身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涵义，可以说是 

现实问题的集合，是知觉内容得以表达的基础，例 

如当我们在表达知觉经验的时候，会说 “我看到 
⋯ ⋯ ”“我听到⋯⋯”“我感觉⋯⋯”等意识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知觉经验表征 

有时是真实的，准确的，有时是部分准确或完全不 

准确的，其表征是不稳定的。因此要研究知觉经验 

的表征问题，就应该深入语言的本质，通过语义学 

的分析使知觉经验得以证实，并对其表征现象给 

予规范。这意味着对知觉经验表征研究发生了转 

向，越来越关注语言本身的功能、规则的遵循、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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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结构与形式等等，进而服务于实践的运用。只 

有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理解知觉经验向知觉者 

所传递的信息，才能更便于把握和确定知觉经验 

的表征，消除或解决命题中普遍存在的模糊与歧 

义。可以说，语义学分析方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 

统哲学对知觉经验表征笼统解释的缺陷，将分析 

的过程细化到语词和句法所构成的网络结构中，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表征的系统内容提供了便利。 

二、知觉经验表征的语义关联分析 

从语言哲学层面看 ，知觉经验的表征是我们 

的心灵与外部物理世界的关联及互动在语言实践 

上的体现。囱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一个语句的理解 

实际上指这个语句在“说”什么，是在静态中去感 

受一个多重的语义空间，必然涉及到被表征的对 

象，相互间存在一种关联特性。具体在知觉经验表 

征的过程中，既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也可以 

视为语言逻辑实践组成的广大集合。因此，让知觉 

经验表征有意义的根本在于回归一种公共语言， 

将表征的分析落实到使用关联中。对于这样的关 

联分析，涉及到具体的两个方面： 

1．语义分析中的指称 

从表达知觉内容的整个过程上来看，我们不 

是使用一个名称去谈论被指称的对象，而是去谈 

论它的涵义，即语句所承载的经验内容。“指称”涉 

及了语言所指的具体实在，而任何一个表征的完 

成也都是建立在一个客观存在的承载者上，不可 

能凭空或是随意地去表征。如果一个专名的承载 

者不存在，那么它将不会有一个指称，一个没有载 

体的命名是无法完成表征的。这个承载者不仅仅 

是指意向的主体，还包括此过程中预设的的习惯、 

外部特征以及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的因素，是集合 

在一起的背景内容。比如人的心理映射的意向世 

界，在特定情境下，不同的表征方式也是围绕着对 

应的指称载体展开的，与所指对象直接对应。这种 

指向使得语义分析成为了一种识别方式，使得我 

们所表征的对象得以确定，每确立一个语句就代 

表了一种涵义。所以，对知觉经验表征进行的语义 

学分析中的“指称”，其实就代表了整个表征的语 

义值，通过“指称”能给语句的语义值以确定。而知 

觉经验表征的语义内容就相当于命题，由内部的 

句法来决定该命题的呈现方式。指称基于这种句 

法的制约，并以某种方式提供一种语义来符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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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于内容的直觉判断，既增加了我们语言中的语 

境敏感数量，也在语境的变化中改变了真值。[3~242) 

2．语义分析中的意向构造 

自然语言中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指示 

词，当我们在谈到某种知觉，实质上就是谈特定的 

时间中“我”对某一事物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明显 

的语义意向在整个表征过程中呈现出现象性的特 

征，比如说一个句子“我现在很困”，显然就带有内 

在的意向性，在外人的观察中保持独立。这是由于 

任何一个表征的背后都有一个原始的承载者，不 

可能凭空或是随意地去表征。从事实来看，我们往 

往在对知觉经验进行表征的时候 ，每一种表征也 

都是围绕一个固定的核心展开的，不同的表征方 

式也是围绕着对应的指称载体展开的，并总是与 

所指对象直接对应。由此，语义的意向构造揭示了 

由推理所联结的表征内容 ，因而语义的分析与逻 

辑的联结也是必然的。 所以有必要对日常的表征 

加入逻辑的分析，让这种制约普遍存在于现实世 

界之中。弗雷格给出了一种语义学观点，一个表达 

的指称就是它的语义值，语义值不是指称时则表 

现为“意谓”。也就是说，一个表达式必然会呈现这 

个句子表达的真值，表述真的内容与其陈述的意 

义相关，而真的意义又可被还原为表达的真值条 

件。我们要想将 自己与世界的意向联结给出清晰 

解释，就应该探寻句子背后遵循的逻辑规则以及 

蕴含的语义值 ，把这样一种努力带人到意向性的 

活动之中。从深层的原因上看，这是由于表征语言 

的意向构造中就联系着“逻辑真”，在客观存在的 

概念和自然法则之间形成了一种模态，即语言与 

世界是一种对应同构的逻辑关系。 

三、知觉经验表征的语义学分析的实质 

1．从语句构成上揭示语义框架 

弗雷格认为，所有语句都是语词的构成，若是 

没有语词间的联结，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语句。从 

某种意义来讲，一个完整的表征语句，代表了特定 

的语词、短语以及从句的构成方式。而对于语词而 

言，若是没有语句提供存在方式，它本身也没有存 

在的意义。因此，要想对随意一个表征语句进行分 

析，就须要回到该语句的构成方式上去探讨。既然 

所有知觉经验表征的语句也都是由单个的语词构 

成的，那么整个语句的涵义及其意义也都是从语 

句的各个部分中产生的。嘲我们对语句意义的把握 



完全可以放在这些语句所共有的语词上 ，因为语 

言本质是客观的、系统的整体结构，不管以什么样 

的面貌呈现，都随处体现结构要素。而这些要素本 

身就处在各种关系的联结中，通过组合成某种特 

定的结构来突显自身的价值。阎知觉经验要实现其 

表征的意义，必须落到语义的层面，使自己置身于 

在各种结构、要素之间的关联活动之中。知觉经验 

的语义表征基于人们普遍的一致心理，映射着我 

们共同生活的现实世界，每一个表达式都代表了 
一 种语义。在罗素式的理论中，关于“N是 P”这样 
一 个语句的语义内容，是由“N”这个专名的指称和 

“P”这个谓词所表示的特性构成的。也就是说 ，一 

个对象只拥有一个特性，通过不同模式所展现的 

知觉经验内容也会不同。所以一些语言哲学家建 

议，对知觉经验表征的语义学分析应该放在一种 

“境遇”之中去研究 ，有确定意义的知觉经验内容 

必然蕴含着语义框架，并且携带了关于它所指向 

对象的、具有语义特征的信息。语义关联涉及到使 

用条件中对映射关系的描述，而知觉经验的表征 

其实就是对这种映射机制的动态表征，是一个推 

理的过程，把前后关系、处境、条件、范围等多种涵 

义放在一个表达式中。[71 

2．对知觉经验表征何以为真的分析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知觉经验的表征很大程 

度上是 自然语言对个体意识感知的描述，是不清 

楚的不准确的，缺乏一个恰当的语义学标准。可以 

说，对语句意义的理解在本质上就意味着理解一 

个语句在什么条件下为真。比如说，“这本书的史 

学价值很高”，在这个句子中的对象是“这本书”， 

而唯一相关的性质是“史学价值很高”。我们对这 

本书感知的真假对应在这个语句上，取决于这个 

语句的真假。所以说，知觉经验在表征的过程中， 

必然会涉及到对真值的探讨。 

(1)从语言形式上把握真 

对知觉经验表征进行语义分析 ，实质上是在 

寻求一个恰当的、形式上正确的定义或是表达。同 

时，也是在确立当且仅当这样的表征语句是正确 

的，不能任由其他的语句部分随意替换。用塔尔斯 

基提出的标准来讲就是：对于一个“x是真的”形 

式的表达式，如果可以用一个句子或是别的任何 

东西来替换 x，便不能使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句 

子。这个“真”的概念是在语言形式中体现的，通过 

促成真语句来为自然语言提供确定的意义。戴维 

森认为，通过分析真理的谓词，消除语言形式上的 

逻辑悖论，本身就是在构造一种意义理论。而在一 

整套的意义理论中，能清楚地说明每个句子的意 

义，或是能有效地确定任意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属 

于对句子真值条件的归纳说明。对此，我们可以概 

括为如下形式 ：(T)X是真的，当且仅当 P，比如说 

“血是红的”是真的，当且仅当“血是红的”。可以 

说，这里判断的“真”是指语句，尽管不能代表语句 

所表达的全部事实内容，但便于对知觉经验作出 

形式上恰当的表述。 

(2)从语句涵义中认识真 

对知觉经验表证进行的语义分析，是深入到 

语句涵义之中说明句子的真值条件与实际使用之 

间的关系。这种分析已经不是对纯句法的分析，不 

是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层面去认识真，而是对深层 

语义内涵的分析。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 

分析的意义并不是由真值函数成分决定的，不是 

在一些逻辑的联结词上，“而是由基本命题的内部 

结构决定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则 

组合成一套逻辑语言，才能与真值条件相联结。卡 

尔纳普认为，描述一种语言可以从内涵理论开始，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外延理论，因而通过学习 

这种语言的内涵理论可以把握词、短语以及句子。 

他在对内涵的关注中，将所有的语言规则看成是 

内在的，把句法理论从逻辑的层面渗人到经验的 

层面。我们所进行的语义分析，更像是把语义解释 

还原为一种逻辑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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