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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的主体间性①

杨小龙，廖备水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巴赫金提出了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对话主义关系，认为对话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主体内部和主体之间。预设
作为社会交际语言中的一部分，也存在着对话关系。预设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主体间性对话互动的认知交际。语义预设和

语用预设分属于不同的交际主体。语义预设的领有主体为说话人；语用预设的领有主体为交际双方。语义预设基于说话

人与自身认知域中形成的知识范畴（现实世界、想象世界和特设世界）进行的主体内部对话互动；语用预设基于言语交际中

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体间性对话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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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设，也叫“前提”、“先设”，最初是由德国哲学家弗雷
格（Ｆｒｅｇｅ）于１８９２年提出。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对预设的研
究。以往人们对预设的研究集中在３个方面：语义预设分
析、语用预设分析和语用语义折衷分析。麦考莱明确区分

了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１］２８８，３０４。利奇很早就对预设的性

质做了一番详细考察，并提出预设有一部分是语义关系，

另一部分是语用关系［２］４２６。Ｙｕｌｅ将预设分为２大类：潜在
预设和实际预设［３］２８。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语用学

的发展，语言学家发现，仅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研究预设

带有明显的局限性。预设进入到了语用学研究视域当中。

人们起初将预设定义为共知信息，之后 Ｇｒｉｃｅ指出预设并
非共知信息，而是无争议信息［４］１８３－１９８。Ｂａｒｂａｒａ更进一步
指出这种无争议的信息听话人不一定预先知道，但可以从

话语中推断出来［５］。何自然指出：“语用预设是指那些对

于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

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即预设）关系。”［６］６８Ｄｏｍａｎｅｓｃｈｉ指出
语用预设是交谈过程中语句陈说合适性的先决条件［７］。

从中可以看出，以上对预设的认识涉及到了“主体间性”，

但却未明确认识到“主体间性”的重要性。之前人们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主体间性对预设的界定。本文将

运用巴赫金的主体间性理论重新分析界定预设的性质及

预设的研究领域。

一　巴赫金主体间性思想及预设的
本质

米哈伊尔·巴赫金（ＭｉｋｈａｉｌＢａｋｈｔｉｎ，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在

语言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文艺学等多种

学科领域颇有建树，深具影响力，并形成了自身的“超语言

学”。宫军指出，所谓“超语言学理论”是指超越索绪尔自

主语言系统，回归社会大语境的语言学哲学理论［８］。巴赫

金接受了新康德主义，重视物质世界与人的关系，并继承

了俄国东正教思想中“爱的认识论”，在动态研究语言中十

分强调“他者”的概念。巴赫金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的分析中得到启发，将对话关系由具体提升到抽象，并形

成了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对话主义。在对话主义当中，

他人是存在的前提。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每时每刻都处于

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话语具有对话性，即话语中总是存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一种对话互

动的言语关系。这都深刻反映了其对话理论中主体间性

的特点。根据巴赫金理论，对话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他

者”。在这里“他者”的概念是广义的，一切离开了主体而

存在的都是“他者”。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存在无不渗透

着对话关系，对话是普遍存在的。人类日常交际必须照顾

到“他者”，而不能只强调一个主体。主体间性是人类语言

生活的重要部分。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ａｎｄＣｏｒｎｉｓｈ认为，主体间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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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９］。语言存在于不停的与“他者”的

互动之中，预设也就存在于这一层认知交际互动之中。主

体间性也是我们人类交际认知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方面。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指出：“人类认知与动物认知的主要区别在于我
们会‘站在他人立场思考’。”［１０］２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认为，“站在他
人立场思考”是人类区别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决定性因

素［１１］１４。我们必须通过与“他者”建立联系才能了解世界

并进行对话。

对一个事物本质的探究往往决定从哪一方面研究该

事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把语言看作是思想表达的

工具。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希望通过语言来研究思维及哲

学问题。在当今哲学界发生语言转向的情况下，研究语言

或语言的意义成为了通向知识的基本途径。由此对预设

的认识也发生着转变。黄华新和徐以中认为在语用学范

围内讨论预设比较合适［１２］。本文所谈论的预设也是一个

语用概念。传统的预设划分单纯强调语境的作用而忽视

交际主体的作用。本文依然采用传统预设的划分，但我们

认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分属于不同的交际主体。

Падучева指出，语义预设主要是指说话人的背景知识，领
有主体是说话人。语用预设是说话人立足于受话人有相

同的即时信息［１３］。Ｌａｎｇｃｋｅｒ认为，我们人类认知的识解涉
及到一个个体和一个被感知得到的情景下的事物［１４］４８７。

这种认知模式充分反映了主体在认知过程的重要性，主体

直接与情景下的事物发生互动。此模式也可以代表一种

典型的认知交际模式：重视主体的交际模式。主体可以指

说话人，也可以指听话人。如果此模式中加入“他者”概

念，我们可以产生两个“他者”认知交际模式。主体首先与

“他者”进行对话互动，然后再与外部事物发生互动。其

中，一个模式是说话人首先在自己主体内部间进行对话互

动，也就是说“他者”存在于主体内部，是隐性的；而第二个

模式则表示“他者”是真实存在的，听话人存在的情况。在

此基础上我们认为，预设也分属两种不同模式，语义预设

属于主体内部间，语用预设属于主体间。下面我们将基于

这两个模式来分别阐释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的主体间性

对话特征。

二　语义预设与主体间性
巴赫金认为，他者和差异的存在是对话存在的基础。

对话具有多层次性，既有主体内部的内在对话，又有主体

之间的外在对话。语义预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说话人

与其自身形成的“他者”之间的互动。我们首先从分析主

体内部的内在对话开始探究预设的主体间性。传统语义

预设研究主要基于逻辑语义学，认为预设是一种真值关

系，但却无法揭露预设在交际中的真正内涵和作用。张家

骅指出，语义预设是说话人的常识背景知识，未必一定是

受话人已知的；其领有主体是说话人，因而可以说是一个

语用学学科领域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语义预设就是语

用预设。语用预设区别于语义预设的是：说话人立足于受

话人有相同的即时信息［１５］。因此，我们可以将语义预设划

归到交际主体研究视域下。姜望琪指出：“预设是使用一

个句子的先决条件。”［１６］８４这一说法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预设是说话人使用一个句子预先知道的信息。而此信息

的提取和运用必然和我们人类的认知知识有关。认知知

识存在于认知域之中。认知域是人类认知主体经理解、评

估等一系列认知加工后所形成的知识结构。从这个角度

来讲，语义预设存在于主体内部主体间性的视域之下。我

们运用语义预设其实就是基于我们与外界“他者”建立的

认知域之上。在此我们将用“可能世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ｓ）
这一概念解释语义预设与认知域的主体间性。根据“可能

世界”概念，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多个世界（范畴）概

念。这些概念以不同形式存储在认知域中。语义预设正

是同“可能世界”建立起来的“他者”发生互动。徐盛桓指

出，我们人类的“可能世界”包括现实世界（ｗｏｒｌｄｏｆｒｅａｌ
ｉｔｙ）、想象世界（ｗｏｒｌｄ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和特设世界（ａｄｈｏｃ
ｗｏｒｌｄ）［１７］。现实世界是指在人类认知域中可以在客观真
实世界中直接证明、观察、认识的事物。现实世界的客观

性较强，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想象世界是指人类认知

域中的事物是基于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想象世界的主

观性较强，主要是基于人们主观思维的创造。但是想象世

界的基础也是基于客观世界具体存在的事物。特设世界

是指人类认知域中的事物是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

Ｂａｓａｌｏｕ认为，范畴的划分是有条件的，有时是可以按时按
地按需要重组的，一些平常不在一个范畴里的东西有可能

临时构成一个“特设范畴”（ａｄｈｏ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１８］。例如，中
国古代人运用羊皮或牛皮作为渡河的工具，羊皮和牛皮就

在这一特设临时语境中成为了筏子。我们人类运用认知

能力与外界互动，便可形成以上三个不同世界（范畴）的认

知域。此三个世界（范畴）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因

此，在会话过程中我们就会有一个隐性“他者”存在。当我

们运用语言时，将首先与这三个“可能世界”发生对话互动

并完成预设的认知提取，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话语的

显性表述。

“可能世界”是隐性的，存在于说话人主体内部之中。

如“Ｊｏｈｎｈａｓｔｈｒｅｅｃｏｗｓ．”从传统语义学的角度来看，预设是
使用这个句子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Ｊｏｈｎ这个
人，就不能使用这个句子。本质上来说，此预设信息的提

取和运用与我们认知域中的现实世界发生着互动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过结识了解到某人的情况，在认知

域中形成对此人的认识结构。当我们说出这句话时，也就

完成了对其认识结构的提取。我们再来看一个经典的关

于预设的例子：“ＴｈｅＫｉｎｇ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ｉｓｗｉｓｅ．”根据传统分
析，此句子不成立，因为预设是错误的。当今法国是共和

制国家，并没有国王。现实世界认知域中不存在这样一种

知识，主体无法与主体内部“他者”发生主体间性互动，导

致此句不成立。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广告乘火箭，欲飞

广寒宫。”根据语义预设，如果我们要运用这句话，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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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有一个地方叫做“广寒宫”。广寒宫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并不存在，是我们中国人基于客观事实而想象创造出来

的一个月亮上的宫殿。这个根据现实世界创造出来的地

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系统当中，并通过转喻这一认知手段

指称月亮，形成了认知域中的想象世界。当合理地运用这

句话的时候，说话人通过与想象世界发生互动，提取了预

设而使这句话成为可能。最后，我们来看看特设世界和预

设的互动性。徐盛桓指出，特设范畴或特设认知域具有临

时性、情境性和边缘性，从可能世界逻辑来说，就是为某一

临时情境特别设定的一个可能世界［１７］。我们往往会遇到

一个偶然的机遇，在这个机遇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特殊

要求将事物临时性地与另一事物建立联系。“屡分鹤俸之

余，益切蛇珠之感”（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之十九·还玉田

县李程仪》）。此句当中，蛇珠之感代表的是感恩之心。

《搜神记》记载：“隋侯见一大蛇伤断，以药敷之获救。蛇

其后于江中含一大珠以报隋侯。”人们根据这一特设的情

境，创造出了临时的可能世界。在这个临时的特设世界当

中，蛇珠之感成为了感恩之情的代名词。我们能够正确的

使用这一成语的前提就是我们同这一特设世界中的事物

发生了主体间性的互动从而形成预设。

三　语用预设与主体间性
上文提到对话具有多层次性，既有主体内部的内在对

话，又有主体之间的外在对话。语用预设是主体与交际中

存在的真实“他者”而进行互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语

用预设可以理解为“在交际中通常表现为双方都可理解、

都可接受的那种背景知识。”［１９］２７４我们从主体之间的对话

性探究预设的主体间性。Ｓａｅｅｄ指出：“可以从说话人的角
度来看预设这一概念，并把预设看作是说话人对所要表达

的信息的一些准备；或者也可以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把

预设看作是建立在说话人表达信息的基础上听话人对说

话人意图所做的一种推论。”［２０］９４Ｓａｅｅｄ承认了预设具有说
话主体上的主体间性，但其却忽视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两者

之间的主体间性对预设的影响。我们不能光从单一主体

角度来分析话语和预设。没有他者，没有不同于“自我”的

“他者”，对话是无法形成的。在日常交际当中，主体的建

构是建立在“他者”之上。成晓光也指出，主体间性是自我

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和社

会的关系。它不是把自我看作孤立的个体性主体，而是看

作一种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和交互关系［２１］。根据这一说法，

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请看下

面这句话：“没错，我知道我出价是低了一点。”这句话中的

信息表明，“我出价低了些”这个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二人共

有的知识。说话人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考虑到

了听话人的信息。如若不然，说话人会将具体的价格说

出。请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Ｍｏｔｈｅｒ：Ｍａｒｙ，ｄｏｙｏｕｌｉｋｅ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ｅｓｆｏｒｙｏｕｒ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Ｍａｒｙ：Ｙｅｓ，Ｉｌｉｋｅｉｔ．

Ｊｏｈｎ：Ｍｕｍｍｙ，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ｅｓ？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ｆｏｏｄ？
Ｍｏｔｈｅｒ：Ｉｔ’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ｆｏｏｄ，ｍａｄｅｏｆｔｗｏｓｌｉｃｅｓ

ｏｆｂｒｅａｄｗｉｔｈｍｅａｔ，ｅｔｃ．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ｏｈｎ：Ｗｅｌｌ，Ｉｌｉｋｅｉｔ，ｔｏｏ．［２２］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母亲充分尊重“他者”，

在“他者”的立场上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设量。首先，母亲

预设Ｊｏｈｎ和Ｍａｒｙ都能理解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ｅｓ。当发现只有 Ｍａｒｙ
能理解的时候，她又不得不调整自己话语信息的预设量从

而让Ｊｏｈｎ能够理解。这充分反映了巴赫金主体间性中的
“爱的认识论”。爱他人，尊重他人是言语交际的一条重要

立场。因此，言语交际中的预设是主体间性动态协商互动

的结果。

四　结　语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预设从其本质来说是从

属于社会语言交际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活动。日常生活当

中处处存在着对话这一主体间性特征，对话是普遍存在

的。这一关系存在于主体内部和主体之间。分属不同领

有主体的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分别来自于主体内部中和

主体间中的对话互动，据此形成话语显性表述。因此，我

们认为预设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性行为，而是一个主体间

性行为。研究预设应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在社会认知实

践中探究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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