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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是筆者二十年前在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探討先秦的名家哲學，以公孫龍、

惠施為主要研究對象；並處理鄧析、尹文名實思想的相關內涵。其中探討的哲學問題包括：人

們如何認識這世上的萬物？認知者與對象物之間的關係如何？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如何？「名」

與「實」的關係如何？認識的結果如何以「名」來表達？「名」的作用為何？「名」有哪些類

別？怎樣才是正確的表達？如何才能達成正確的表達？名實不符的謬誤如何產生？以及為何言

辯、如何言辯……等問題。

名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中所佔的份量很小，但所處理的問題卻很重要，包含著形上學、認

識論、邏輯以及語言哲學等領域的問題。並且，名家也是方法意識很強的一家。誠如本書結論

所指出，名家名實思想所衍生的方法特色在於強調：

1. 哲學思想中概念意義的確定性。

2. 思想發展遞演的邏輯性。

3. 理論架構的開放性。

4. 系統學說的完整性。
筆者在此研究基礎上，這二十年來，繼續研究了墨家哲學、先秦哲學、中國邏輯學等課題，

並關注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的問題。因此，附錄兩篇近期發表的相關論文。

人文領域的研究必然都要透過文獻資料，掌握資料中「名」的意義、「實」的內涵，我們需

要從基礎、根源上瞭解名的來源、名的作用以及「名」、「實」間的關係，希望這本書能充分提

供先秦名家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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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這篇文章將要嘗試以《墨辯》的文本資料為根據，說明《墨辯》有關語言的理論架構，並

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探討《墨辯》中的認知、事實和語意問題。在說明了研究目的、方法等之後，

本文將會以原典資料為基礎澄清《墨辯》談語言的重要概念「故」、「理」、「類」及「名」、

「辭」、「說」、「辯」，並簡單說明這些概念從《墨子》其它章節的一般性用法到《墨辯》中特殊

用法的轉化。

第三章將要探討《墨辯》中有關認知和事實的討論及其所採取的觀點。在有關認知的部分，

首先會說明《墨辯》對人類知識來源的分析；然後討論作爲認知結果或概念的「類」，以及「類」

與語言符號「名」和語言表達式「辭」的關係。其次，要討論《墨辯》有關「當」、「可」、

「然」、「是」的使用，以及言論的標準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最後，將會分別討論古代漢語與《墨

辯》中的認知，「名」、「辭」文法結構，以及事實問題的關係。

第四章分別從《墨辯》語言體系的「名」、「辭」、「說」三個角度對《墨辯》中的語意思想

進行研究。「名」的部分會涉及到語言的建構性、簡單名的指稱、複合詞的語意規則以及《墨

辯》的正名原則。「辭」的部分則討論「辭」的描述性作用、對「辭」的規範性要求、以及「辭」

的建構性和語意規則。「說」的部分探討「說」和「辯」的目的、「說」與「類」的關系、以及

侔式推理和邏輯結構。最後，探討「辯」的語意思想有涉及到「辯」的目的、客觀性以及價

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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