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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溯源

语言活动深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思维

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语言研究在未分化成为独

立学科前被称为语文学。在语文学时期，世界各民族语

言研究的对象基本以古代文献为主。俄罗斯语言学发展

起源于公元十世纪左右，以古罗斯语为研究对象开展研

究。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时以翻译宗教经文为主，在此

过程中研究者们对古斯拉夫语法形成一定的认识。十五

世纪学者们尝试建立标准语。俄罗斯语文学形成的时期

为十七世纪，东斯拉夫的宗教作家梅列季·斯莫特利斯基

（Мелетий Смотрицкий，1577–1633）与拉夫连季·季扎

尼（Лаврентий Зизание，1560–1634）共同完成的古斯

拉夫语宗教词典与古斯拉夫语语法得以出版。[1]

十 八 世 纪 时， 罗 蒙 诺 索 夫（М. В. Ломаносов，

1711–1765）的《俄罗斯语法》（Российс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问世。罗蒙诺索夫在自己的著作中确立了俄语语法的基

本理论与俄语术语，研究俄罗斯文学语言的体裁，并

在历史比较的观点给予建议。在俄罗斯学界，亚历山

大·沃斯托克夫（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Востоков，

1781–1864）公认出版了第一部有关历史比较语言学著

作，在他的书《关于俄语作诗经验》（Опыт о русском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и）中将不同斯拉夫语族下的各语言语法进

行比较。[2] 康斯坦丁·泽列涅茨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

вич Зеленецкий，1812–1858）于十九世纪的下半叶首

次指出了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内外部原因。认为语言多样

性的外部原因是各民族的历史与地理位置不同。内部原

因为各民族的心理认知有差异，即使对于相同事物的理

解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在此时期学者们还将俄语与土

耳其语、汉语和阿拉伯语进行比较研究。[3] 这意味着欧

洲语言学和亚洲语言学的界限逐渐消失，语言学出现统

一性发展。俄国第一位理论语言学家波捷布尼亚（А. А. 

Потебня，1835-1891）从心理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

提出语言是系统性变化的现象。他的思想影响众多语言学

家们开始思考词汇本身的意思是否会随着使用场景的不同

而改变，直接对句子的意思进行判断是否合理等问题。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维度

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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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Протагор，ок.485 до н. э.-ок.

410 до н. 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人类中心主义的

框架中，人相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处在支配和统治的地

位。它是一种价值观念，也被用作一种价值尺度，是由

人类对自身在世界中的定位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进

行思考而产生并发展的。[4] 人类的利益是价值原点，价

值评判的主体指向人本身。人类中心主义始终强调人是

一切价值的来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有人具备主体

性以及拥有内在的价值和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事物只有

相对于人的工具价值。

朴素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是

随着人类文明的生产和生活而产生的。朴素时期的人类

中心主义认为人在空间上是宇宙的中心。人类逐渐摆脱

了相对单一的生存状态，进入群居状态。与自然对抗的

前提条件是依赖这种状态。朴素的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了

以人类群体为基础的思想。这一时期的理论特征是人与

自然的界限明显，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明确，人的主体性

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神学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第二种历

史形态，带有宗教主义色彩和神创论思想。此阶段的人

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得到的一切是神按照人类愿望与喜

好创造的。从《圣经》中可找到此思想的证据：“上帝创

造了世界万物，并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让人治

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龟、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各样的动

物。”[5]（29）神学人类主义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人，高于

其他的生命形式，人对大自然的支配不具有约束条件。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对应的生

存观念。以西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

开始追逐自身利益，主体性显现出来。人类中心主义从

朴素的时期逐渐转移到突出人类主体性概念的时期，人

具有明显的主观性。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

此时期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人对自然可以进行

认识、支配，自然是指人的自然。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与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第四种形态。这一阶段的人类主义提

倡生态学思想，肯定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地位，排斥人

超过自然的思想。人的实践积极调整人与客观世界的关

系，人的主体性反映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现代人类中心

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表现在精神活动中，人具有内在价

值。[6]（28）人是高级的存在物，人的需求合理，人以外的

自然存在物具备的是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仅

在于可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利益，还在于能丰富人的精神

世界。

人类中心主义最核心的思想主要包括：1）人类是整

个世界的事实中心。人类与自然之间事实上是主客体关

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价值的主体始终是人，自然

处于客体地位，价值评判的尺度由人决定也始终握在人

类的手中。2）人类活动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

要。在所有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3）

人具有主体性。一切实践活动应以人为主体，其余客体

都是实践对象。人类运用理性的力量创造科学技术、对

自然实施保护，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目标和进一步完善自

己的理性。

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哲学中逐渐成为主导力量并进

入众多科学领域。当代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结果表明，

人类认识事物总是习惯从自身的行为出发，再引申至外

界事物，如空间、时间等。韩礼德（М. А. К. Халлидей，

1925-2018）与莱考夫（Д. Ф. Лакофф，1941-）等语言

学家认为人是首先是通过自己去认识世界，由简单到复

杂。进入语言学领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其独特的内涵，

它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于主客观对立的融合图景。[7]（83）

语言学与哲学密不可分。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

学的认识，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以哲学为基础。十九世

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哲学

家们对语言产生重视，发现探秘语言的本质对于研究人

与世界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 哲学家们是研究

人的理性和思想，但人的理性和思想并不是通过人的直

接内在灵魂进行，而是通过语言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思

想进行。分析和理解语言就成了我们把握人理性和思想

的必要前提。

纵观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三种科学范

式：比较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人类范式。范式的概念

最早由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从本

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范式是某历史时期和某学界提

出的科学研究与新知识聚合的方法论。[8] 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在全球人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语言学研究取得

了新的发展，研究范式进入了以说话者，即语言主体为

研究对象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人类主义范式下的语言

学将研究对象从语言本身转变为说话的人。研究范围包

含人和人说的语言两大部分。那么对于进入人类中心主

义范式的语言学研究来说，探究语言和人的关系就成了

核心任务。

三、语言与人的关系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语言的发出者也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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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成了理论研究的重要环节。人并不是语言和客观

世界的媒介，而人的思维才是语言和客观世界的媒介。

语言不能直接表征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只有经过人的思

维，才能够转化成语言。语言是人本质的基本构成要素，

语言也无法离开人而独立存在。

（一）语言与思维

将人放在理论研究的主体和核心位置是当代语言学

研究的前沿趋势，但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语言学界

就已出现思考语言与人的思维的关系的迹象。莫斯科语

言学派的创始人福尔图纳托夫在自己的研究中分析语言

问题，对语言的思考实则上升到语言哲学的层面。研究

内容中除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外，还论述语言与思维的相

互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即思维依靠语

言而存在，反之亦然。福尔图纳托夫对于语言和思维关

系的定义是：“语言是思维本身和表达思维的符号综合体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знаков）。思维是由被称为表象（представ-

ление）的精神现象（духовное явление），以及这些表象

之间相互的感觉（чувство）组成。”[9]（6）由此可见，福

尔图纳托夫认为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思维是一种精神

现象，二者有着客观存在和意识存在的本质不同。[10] 福

尔图纳托夫作为俄罗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认

为“词”是最典型的思维符号。人类只有通过词去思考

能够出现在自身思维中的东西，若缺少符号，人类无法

进行思考。

（二）语言与世界图景

人类中心论视角下的语言世界图景研究，首要应该

明确的问题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对于世界图景的研

究经历了从客观主义到非客观主义的发展阶段。按照客

观主义的观点，语言的意义是人了解客观世界的媒介，

语言的作用之一是镜像与客观地反映世界。这要求语言

拥有精确的表征功能和再现功能。在客观主义背景下的

哲学观中，需强调以下几点核心内容：1）世界范畴的存

在是客观的，与人的认知无关，具有独立的特征。2）人

类的思维具有分离性与镜像性。分离性体现在人的思维

和心智与身体、感知经验和心理特征等的分离。镜像性

体现在思维和心智中，概念范畴只是对外部客观范畴自

然并如实的反映。人类通过思维的镜像性推理出客观世

界的范畴和逻辑。3）意义系统具有固定性。词和句子都

能在客观世界找到所指，而意义则被视为词句和它们的

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4）概念结构具有对应性和符号

性。对应性是指概念是思维和心智运作的产物，思维的

逻辑结构与概念具有相同结构。概念结构同时也是符号

结构，符号通过与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进行对应来获得

意义。

人类中心范式下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紧密关系让人们

意识到，语言对于在思维中形成世界图景必不可少。首

先需要明确的是，语言世界图景和世界图景是两个独立

的概念。语言世界图景是世界图景体系中的一个部分，

世界图景还可以通过其它工具个方式构成。语言世界图

景是人类利用语言进行思维活动的必然产物之一，是世

界图景在语言中进行符号化、语义化的表达，也是其最

核心和丰富的一部分。

（三）语言与语言个性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

语言个性研究成为俄罗斯语言学界的重要课题。八十年

代末《俄语与语言个性》（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овая лич-

ность）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语言个性理论正式形成，该

书的作者卡拉乌洛夫（Ю. Н. Караулов，1936-2016）同

时也是俄罗斯语言个性理论的奠基人。概念生成到目前

为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能够深入影响心

理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等研究领

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苏联语言学家维纳格拉多夫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1894-1969）的论述中就已经提到

“语言个性”这一词组，相关地也提及“文学个性”与

“诗学个性”等词语。依据维纳格拉多夫的观点：“在研

究个体的文字创作时，撕开语言个性的结构外衣在个性

中可以找到社会的东西。”[11] 当时“语言个性”一词还不

具备术语的性质。卡拉乌洛夫在《俄语和语言个性》一

书中将“语言个性”定义为创建与理解文本能力的总和。

在文本中表达的个性是在语言手段的基础上复现的个性，

具有不同特定目的倾向。[10] 语言个性的理论体系具有层

级的特征，包含语义层、语言认知层和语用层。各层级

又包涵特有的评判标准。现代俄罗斯语言学中“语言个

性”研究得到相当高的重视，这归因于现代语言科学研

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方向。语言个性的研究反过来也为

进入人类中心范式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

四、现实与反思

俄罗斯的语言学研究向来有着优秀的人文传统和丰

富的历史积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也有着科学

的学理传承和过渡。与世界语言学接轨的俄罗斯语言学

同时处于宽广独特的俄罗斯文化背景中，这丰富了人类

中心主义下的语言研究材料，为该背景下语言与人、语

言与民族心理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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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先验性

地说道：“语言的概括将覆盖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并且使语

言学与其他学科―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结

合地愈发紧密”。[12] 进入人类中心主义的俄罗斯语言学也

印证了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预言。语言学的发展获得

新生命力的同时，拓宽了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推动世

界科学的发展。俄罗斯语言学在尚未走出传统结构范式

的情况下进入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交错的局面难免会

导致新的理论难以形成系统。大量研究工作表明语言学各

分支领域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会更细化并走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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