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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在探讨隐喻的指称和逻辑问题的基础上 ,初步介绍了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对当代科学实

在论的隐喻建构进行了案例分析 ,试图从多个侧面说明隐喻与科学实在论的内在关联 ,并揭示二者之间某种本质

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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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实在论当代演进的过程中 ,隐喻的特殊意义日益

强烈地凸显出来 ,并且自然而又必然地被科学哲学的研究者

们所聚焦。当代的一些科学实在论者通过对隐喻本质、特

征、结构、功能以及意义的考察作出断言 :科学隐喻可以从一

种特殊的途径作出对客观世界基础性构成部分的近似性描

述 ,而正是这些描述在一种可理解的意义上解释了实在世界

在深层次上的构成本质。

一 　隐喻的指称与逻辑

隐喻的指称与逻辑问题的解决是考察隐喻与实在关系

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本着一种探索性的态度而不是固守

传统教条 ,同时只有通过用一种理性的存疑的方式取代形而

上学绝对肯定的方式 ,才有可能尝试对指称实在事物的逻辑

进行解释。[ 1 ]显然 ,这种解释与对隐喻指称假定的本体论澄

清密不可分。当代科学实在论试图在超越传统符合论的基

础上去探究科学理论实体所对应的指称和逻辑 ,并且非常注

重这种对应的趋同性和一致性 ,从而使对于实在的指称和逻

辑问题成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 ,对实在世界的认

知随着科学实在论的演进而不断地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

化。在隐喻指称所涉及到的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中 ,世界

的意义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理解 ,而是既包括现实的外在世

界 ,同时也包括心理映射的意向世界以及可表征的理论实体

世界等更为丰富的内容。显然 ,隐喻语言对这种多世界的指

称关系大大拓展了传统指称理论的解释范围。科学实在论

者正是由此发现了一条继续推进实在论进展的可能路径。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隐喻所具有的指称功能也具

有自身的独特性。从本质上来说 ,隐喻指称可理解为一种二

阶指称。隐喻对与陈述的字面解释相符合的指称进行了消

解和悬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所有指称 ,相反 ,它解放了语

言的另一指称维度和实在自身的另一维度。如果把字面意

义的指称称之为“第一层次的指称”,那么 ,隐喻指称是在解

释中通过悬置这种“第一层次的指称”从而释放出来的“第二

层次的指称”。“隐喻陈述正是那种清楚地指明被悬置的指

称与被展示的指称之间关系的那种陈述。正如隐喻陈述在

字面意义的破碎处获得它的隐喻意义 ,它同时在可以 (以一

种对称的方式) 被称之为其字面指称的破碎处获得它的指

称。”[ 2 ]从另一种角度 ,隐喻指称可理解为直指指称的一种变

体形式。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认为隐喻是作为直指指称的一

种极端表现形式而存在的。当然 ,其结果是对直指指称的意

义进行了扩张、转换或变化。

具体来说 ,隐喻指称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

它具有一种无限开放的特征。成功的隐喻并非是将确定的

相关类似性或类比传达给听者或读者 ,尤其是对于在科学理

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建构隐喻来说 ,隐喻指称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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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征具有鲜明的归纳性。“理论术语必须具有一种语法

上的无限性 ,因为其介绍涉及未来研究的一个假定主题。这

样 ,这种理论术语的介绍通常要求的正是理论建构隐喻所提

供的特征。对假定事物类提供一种尝试性的初步描述的途

径 ;对指称同样普遍种类的假定事物类的并非不明确的特

征 ,是通过对其特征在某些方面更易理解的事物的无限性的

类比。表达此种类比的一个途径即是通过指称这些更易理

解事物的语词的隐喻使用。”与此同时 ,“如果对包含相同隐

喻主题的隐喻体的接合和提炼证明在科学理论建构中是真

正有效的 ,那么 ,惟一可能的认识论上的解释是 ,大部分相关

隐喻指称 ,以及科学问题中的隐喻表述 (当在其隐喻语词的

无标准的所指对象中被解释时) ,表达了重要的真理。”[ 3 ]隐

喻指称这种开放的无限性或非确定性 ,对于指称特点体现为

非定义确定的理论术语和理论陈述极为典型。事实上 ,不仅

不存在纯粹的语言学的精确性 ,所谓科学的精确性也只能理

解为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精确性 ,科学语言使用的精确性仅

仅是隐喻指称所表现出的特征或结果。隐喻以其开放的无

限性特征进行一种含蓄的指称 ,在此意义上它们并不与所指

的某种精确定义相符合 ,而是为其指出可能的方向。因此 ,

隐喻的开放指称为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间性机制提供了发挥

作用的平台 ,从而将科学探索与独立存在的实在世界的特征

联结了起来。[ 4 ]

其次 ,隐喻指称表现为一种非定义的指称确定战略。普

特南关于科学理论术语实指指称的理论认为 ,对“水”等诸如

此类的实体以及一些基本物理量如“电势”的指称确定可看

作是一种“命名仪式”;克里普克则将其描述为一种“授予称

号”的活动。当然 ,通名实际上并不是十分严格地按照这种

“命名仪式”或“授予称号”的理想化模型被引入的。但这种

模型却可以解释 ,一种既缺乏充分必要条件的逻辑根据 ,也

没有按照所谓“标准特征”或“操作程序”进行明确定义的指

称何以达到无歧义的效果。从本质上来看 ,实指指称确定可

被理解为旨在调整语言用法、使之适应尚未发现的世界因果

结构的一种程序或方式。这也就是说 ,引入通名实指指称的

基本原则在于 ,将其用于那些基本特征与属性尚未被揭示的

客体 ,由此调整了语言学范畴 ,使之适用于仅有部分因果特

征被认识或理解了的世界。在这样一种非定义指称确定战

略的应用过程当中 ,隐喻所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 :如果相关

隐喻喻体的基本特征得到了足够清楚地理解 ,那么这些隐喻

就可以被用来为其所包含的隐喻表达式确定非字面意义的

所指 ;如果不同喻体间基本特征的差异足够大 ,与它们的类

比或相似性就足以消除所引入语词的新指称的歧义性 ;随

之 ,发展了相同隐喻主题的隐喻就可被用于报导新的发现或

进行相关的理论推测 ,这样 ,所引入隐喻术语的新指称也就

被确定下来。认知科学中计算机隐喻的应用充分证明了这

种理论术语的实指引入。

再次 ,隐喻指称可视为一种对实在的“认知通道”。指称

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可以通过指认、明确定义或命名等

多种不同的模式进行 ,它本质地与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对知识

探索的不同方法与路径相关。指称理论的核心任务就在于

解释在知识的获取、评价、增进、交流过程中语言的作用 ,特

别是在使社会合作和在此活动中的理性思考得以可能的作

用 ,需要解释的是我们何以能够成功地探测并发现关于世界

的诸种事实。此外 ,指称的因果理论之所以取得成功 ,其主

要原因并不在于它承认指称包含了与命名引入仪式的因果

关联 ,而是由于一个术语与其所指的指称关联是典型地被一

组认识论上相关的因果关联所证明的。这包括术语及其所

指实例的使用者之间的关联。一种新知识的获得以及对科

学新领域的探索 ,都需要语言用法不断被修正以适应并标志

新发现世界的因果特征。因此 ,具有鲜明动力学和辩证性质

的隐喻指称无疑是一种通达实在的最佳“认知通道”。由于

科学术语必须被理解为提供了一种最适合于典型科学发现

的认知契合 ,所以隐喻指称也是体现相关科学共同体达成一

致认知的显著标志。

最后 ,科学隐喻指称的对象可被解释为一种具有自我平

衡特征的群簇现象。事实上 ,指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具

有平衡特征的群簇现象。这种具有平衡特征的群簇定义表

征一种特殊的对世界的描摹。它代替内容由世界的因果结

构支配的可能概念现象 ,其自身具有自然主义特征 ,并表现

为一种可能的历史地个体化的世界中的因果现象。这种具

有平衡特征的群簇提供了最生动的调适科学语言使之符合

世界因果结构现象的例证 ,同时也说明了理论建构隐喻的重

要调适功能。例如 ,当术语 t 作为一个理论术语被隐喻地使

用时 ,科学家们开始探索 t 隐喻地指涉的现象与其字面地指

涉的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关系 ;在此期间 ,科学家将之与真实

的 t 联系起来的特征群簇也就引导了他们对于隐喻 t 的思

考。因此 ,t 所指涉的现象在其理论建构隐喻的使用中就是

一种具有平衡特征的群簇现象 ,其本质由一个特征群簇给

定 ,而非一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 t 的字面所指也属于一种

具有自我平衡特征的群簇种类 ,那么其本质结构就与其隐喻

所指相一致。[ 5 ]

必须加以强调的是 ,隐喻指称问题的最终澄清必然涉及

到相关的隐喻逻辑问题。隐喻与逻辑非但并不互相排斥 ,相

反 ,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本质上 ,科学隐喻的直觉

性与科学理论表征的逻辑性之间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 ,而

是共同为融合科学语言的一致性服务的。这一点体现在两

个维度 :一方面 ,隐喻思维具有一种前逻辑的性质 ,是人类最

原始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是

在隐喻思维和具体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

逻辑句法的框架之内 ,才会作出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的二元

区分 ;在逻辑思考之前 ,在所有分类之前 ,隐喻思维早已在发

挥其作用。另一方面 ,隐喻虽然是前逻辑的 ,但并不是非逻

辑的 ,试图在隐喻与逻辑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是徒劳无

益的形而上学想法。事实上 ,用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有助于

更加深入地认识隐喻的本质及其作用机制。对隐喻的现代

逻辑分析始于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马克斯·布莱克于 1962

年发表的经典论文《模型与隐喻》。随后 ,塞尔和戴维森等人

也作出了自己分析隐喻逻辑的尝试。2001 年 ,美国威廉·帕

特森大学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的教授查尔斯·斯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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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Charles Steinhart)发表了专著《隐喻的逻辑》,更为详细全

面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书中 ,斯坦哈特提出了自己

的隐喻结构理论 ,并且建立了一种计算机程序进行验证。他

认为 ,隐喻的逻辑问题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

首先 ,隐喻与可能世界语义学问题。可能世界语义学认

为 ,实在以一种最小限制形式填充了一个逻辑空间 ,该逻辑

空间则进一步分裂为已知世界的各个部分。现实世界是这

些世界中的一个 ,其他世界在不同程度和方面与现实世界有

所关联。这为隐喻逻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概念

分析工具 ,如 :逻辑空间、情态、多世界、可接近性、对应物等。

其次 ,隐喻的逻辑真值条件问题。对此可作如下定义 :在世

界 W 中 ,一个形式为“x 是 y”的隐喻陈述为真 ,当且仅当在

世界 W 中存在情态 S和 T ,并且 x 在 T 中是 y 在 S中的对应

物。这里 ,所谓“情态”是逻辑空间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情态

均包含特定的、彼此之间有所关联的个体。再次 ,隐喻的逻

辑语法分类问题。至少存在六种不同类型 :形式为“A 是 B”

的简单同一型 ,例如“朱丽叶是太阳”;形式为“A 是 F”纯述谓

型 ,例如“朱丽叶很明媚”;形式为“A 是一个 K”的类别述谓

型 ,如“人是狼”;替换隐喻 ,通过将一个在字面上不适用的词

替换可适用的词而形成 ;形式为“A 的B”的名词函项隐喻 ,如

“对科学实在论的赞同处于我理论的核心”;形式为“A Vs B”

的动词函项隐喻 ,其中 V 是一动词 ,A 不能字面地施动、或不

能字面地受动于 B ,例如“我的车子喝汽油”中的“喝”或“这

个学派孕育了一个观点”中的“孕育”。最后 ,隐喻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视为不明推论式推理的一种类型 ,同时在分类层次

以及部分 - 整体层次理论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6 ]

事实上 ,在对任何一个隐喻进行解释和理解的时候 ,认

知主体必然会由之出发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推论。表面上看 ,

隐喻摧毁了原有的逻辑秩序 ,犯了赖尔所谓的范畴错误 ,但

实际上却潜在地补充了发现范畴的逻辑。因此 ,既然隐喻对

实在客体进行了重新描述 ,那么 ,所谓的范畴错误就是在已

经描述的对象与重新描述的对象之间中介的解构阶段。这

个过程扰乱并取代了既定的逻辑秩序、概念层次和分类架

构 ,也造成了重新进行分类的后果。所以 ,在一定意义上 ,隐

喻应当是逻辑学和分类学的固有部分 ,它涉及被构造的语言

作用。隐喻在表面上对原有逻辑结构的违反使新逻辑秩序

的形成成为可能。

由于隐喻的指称和逻辑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根

本性 ,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尝试都保持了鲜明的探索性 ,其

结论则表现出理性的开放性。但是 ,这些领域的开拓性成果

无疑对研究隐喻与实在的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奠基性意义。

二 　隐喻 :描述实在的认知和方法论工具

隐喻通过将标记转移到反对这种转移的新的对象上来

拓展指称的范围 ,这一过程并不与逻辑相背谬 ,其结果是相

距遥远的不同意义之间建立了某种近似 ,并且由此产生了一

种新的实在观。隐喻的指称因此能够在不同层面以及不同

意义上体现与之相关的语言实体。当然 ,它所体现的这种语

言实体在不同语境中有时是现实的有时是虚构的、或者可能

有时表征一种逻辑可能性有时表征一种心理意向性 ,但无论

属于哪一种情形 ,隐喻指称所具有的那种不同本质的实在性

总是存在的 ,而且归根结底是可以经由逻辑所通达的 (尽管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过程 ,但并非是不可能的) 。在

逻辑语言中 ,当一个符号的指示趋向于零时 ,其组织能力反

而趋向于无穷大 ;在此意义上 ,多重指示、单向指示和无指示

在本质上都属于指示的一种形式 ,都对某种特定的外部实在

有所指称 ,隐喻当然不是一个例外。相反 ,古德曼称隐喻所

指称的这种实在是一种隐含的“再造实在”,从而赋予了隐喻

在描述的基础上合理地建构实在的能力。

对于这一点 ,比平·英德加 (Bipin Indurkhya) 在《隐喻与

认知》一书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表述。英德加认为 ,认知主

体与现实也就是康德所谓的“物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感知

器官决定了其对于世界的看法 ,并因此产生了主体感知运动

的数据集合。在此基础上 ,更高一级的感觉层以及认知层进

一步重组或简化了感知运动的数据集 ;从更高或更抽象的认

知层的概念网络来看 ,认知主体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仅仅是概

念网络的同型拷贝而已。这一过程是由贯穿一切低级认知

与感觉层的投射机制所实现的 ,而这也正是隐喻的根本运作

方式。此外 ,认知主体可以通过不同概念网络的投射而在现

实世界中发现不同的结构 ,从而意识到一切可能知识的隐喻

本性。[ 7 ]例如 ,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许多根本概

念都是人类的心灵所形成的一些抽象概念 ,其最根本的目的

在于给实验结果表面上复杂而混乱的现象赋予规律、秩序和

简单性。因此 ,通过科学知识对于实在的把握 ,在本质上只

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层面 ,正如用简单化、抽象化的线条

描绘一个结构复杂的对象一样 ,无法得到实在自身的全貌。

在物理学实验中 ,当电流的作用越过空间使磁针偏转或在不

相连的另一电路上产生感应电流时 ,观察者就必须想象空间

里有一种传达效应的媒介或桥梁。在这种情况下 ,法拉第合

乎逻辑地假想 :在电介极化里必定存在某种力“线”或质点

“链”,而这种力“线”或质点“链”在离开其来源后 ,仍然可以

在空间中自由地存在并起作用。[ 8 ]

科学隐喻对结构复杂、本质神秘的实在事物的有效描述

充分体现出一种“科学的智慧”。在许多情况下 ,科学家事实

上是把表述外部实在世界整个图象的科学理论想象为一个

特定的隐喻系统 ;该系统描绘了观察者所观察到的复杂的、

用业已掌握并使用的传统科学概念或术语所无法理解和描

述的实在。这种关于外部实在的图象不仅受到认知主体在

某一特定时期认识能力的限制 ,而且也受到当时所能够应用

的观察工具的限制以及科学理论范式的限制 ,以致总是呈现

为一种不完善的、未完全显露、暂时性的外观。因此 ,作为这

样一副隐喻图象的科学理论 ,尽管并不是作为绝对真理或终

极描述而存在 ,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 ,它是当时的科学家

共同体所能够提供的最好图象。[ 9 ]

用康德的术语来说 ,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实在总是处

于可观察体认知的现象界的彼岸 ,而不是径直地、毫无保留

地呈现在观察者的眼前或显微镜下。尽管人类的观察仪器

和认知能力在不断地得到飞速的发展 ,但是在客观实在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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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主体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顽固的“外观之幕”而无法克服。

无论使用多么先进高级的观察仪器 ,人类所观察到的并不是

实在或“物自体”自身 ,而不过是实在的影射或现象 ,甚至是

现象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实在向观察者显示的非但不是其本

体的现象 ,而是这种现象的结构或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把握

这种所指物即实体所投射的现象及其关系 ,除了利用隐喻的

方法别无可能。因此 ,即便是科学家们 ,也无法摆脱柏拉图

洞穴隐喻所描述的被囚于洞中的囚犯的地位。所有的科学

理论所描述的只不过是实在的投影或隐喻 ,甚至是投影的投

影。这种情形在宏观世界的表现并不十分明显 ,但是如果站

在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层面上就可发现 ,惟一的选择就是

借助于隐喻间接而曲折地面对实在并且反映现象 ;在渺观世

界和胀观世界情形更是如此。因此 ,如果用一种诗意的隐喻

语言来描述的话 ,就是 :人类形而上学的理性冲动和求知本

性使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停留在自在之物的彼岸而无所作

为 ,甚至无法满足于知其然 ,而总是力图知其所以然 ;所以 ,

在认识实在的艰难旅程中 ,既然不存在一条笔直的阳关大道

可以直接通达实在的本性 ,“人类便不得不借助于隐喻这根

拐杖 ,沿着羊肠小道 ,迂回曲折地向自己理想和憧憬的目的

地踽踽独行。”[ 10 ]

总之 ,隐喻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对客观实在的一种语境化

把握。正是语用语境的不断分化和重构决定了隐喻语境的

存在及其把握实在本质的有效性。隐喻绝不是人们通常所

认为的单纯的语言游戏 ,它关涉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对实在

进行有效的指称和描述。在认知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 ,隐

喻的“表现形态本身所内聚的语义内容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

形成了多重隐喻的有力策略 ,从而超越自身而形成了一种把

握实在意义的方式。”[ 11 ]科学隐喻的本质极为鲜明地呈现出

这样的特点 :从根本上来说 ,科学隐喻的发明和应用出于科

学家共同体认知、交流、建构相关理论的需要 ;是基于实现对

客观实在世界某种特征猜测、探察和描述的目的 ,而从一种

相对中立的认知标准出发去捕获特定的、尚未被完全揭示的

关于客观实在的知识。[ 12 ]

三 　基于隐喻的科学实在论

科学理论知识必须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之上 ,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其自身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这是传统

科学实在论的一个基本主张。知识对实在在一种严格意义

上的符合是传统科学实在论者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 ,实在之

不依赖于人类文化、历史、语言而独立存在也是他们默认的

前提。普特南认为 ,这种科学实在论的传统观点建立在二元

分裂的基础之上 ,可以称作一种“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他进

而对于这种传统思想的理论根源进行了剖析 ,认为人类有这

样一种朴素的自然倾向 :因为意识中发生的一切内容必然确

定意向内容和语言所指 ,似乎存在着某种“理智射线”把思维

记号或语言与所指对象联结在一起。这种“指称魔力论”的

自然倾向实际上早在原始民族那里就已经存在。它主张“某

些表征 (特别是名称)与其承担者有一种必然联系 ;知道了某

人或某物的真实名称 ,就获得了征服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

自于名称和其承担者之间的那种魔力般的联系”。[ 13 ]对此 ,

普特南提出了他著名的“缸中之脑”论证 ,指出了这种指称魔

力论的虚幻性 ,从而使传统的科学实在论把科学理论的客观

性植根在对于实在世界的惟一对应上的作法成为梦想。

普特南的上述思想为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开辟了

道路。在此基础上 ,莱考夫和约翰逊 (Lakoff & Johnson) 在

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了一种“经验的实在

论”,认为人类对世界的反应是通过一种自动或无意识的方

式、在一种量的中间层次上通过对对象及其特征的直接感知

实现的。后来 ,哲学家穆莱克 ( Mulaik) 在一篇发表于《科学

哲学》杂志的论文中干脆把这种“经验的实在论”称为“隐喻

实在论”,并且提出了“主观性和客观性均为基于感知图式的

隐喻”的观点。[ 14 ]由此出发 ,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实在是一

种感知域”的隐喻实在论结论 ,其中来源域与对象域、整个感

知域与整个客观 (外部、空间、物质、物理) 实在、现象时间与

客观时间、感知域的部分与客观实在的部分、感知特例与客

观特例、感知联系与客观联系、感知特征与客观特征、感知域

间的感知符合与实在各部分间的客观符合、感知的因果关联

与客观的因果关联、经验概念与准经验概念、经验命题与准

经验命题、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主观可能性与客观可能性

分别一一对应。[ 15 ]这样 ,对于实在的认知是通过隐喻结构而

实现的 ,实在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

科学理论知识要求为不可观察的对象进行一种因果关

系的说明和解释 ,因此科学实在论通过预设一些特定的科学

概念用来指称此类实体。这种预设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途

径即是通过所谓的理论建构隐喻。事实上 ,科学实践的观察

已经对这种隐喻的存在提供了支持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波”

和“粒子”概念在量子力学中的应用。这样 ,科学中的真理概

念作为对实在的符合是隐喻地建立在感知领域相关概念的

基础之上。实在的部分 ,正如在感知领域部分的语词中隐喻

地理解一样 ,可以对含有经验内容的句子起到客观的真理建

构的作用。外部实在的概念是建立在感知领域概念之上的

隐喻概念。真理概念作为外部实在的符合 ,则是建筑在我们

对不同感知领域的比较能力之上的隐喻概念。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 ,科学实在论表现出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的特

征 ,而隐喻则发挥了其真理建构者的重要角色。由于语言系

统中的大部分语词是一词多义的 ,它们首先被用于我们在感

知领域中所发现的对象 ,然后通过隐喻映射假设外部实在的

元素。[ 16 ]

玻姆物理实在论的建构典型地体现了隐喻实在论的基

本特点 ,其重要前提即在于隐喻性概念“隐秩序”的设定。玻

姆认为 ,“隐秩序”是潜在的、隐藏的 ,人类无法通过它来直接

认知实在 ,而必须借助“显秩序”也就是经验世界的秩序对之

进行把握。很明显 ,“显秩序”是语境的 ,是语境与“秩序”之

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隐含在整体中的“秩序”只有在语境的作

用下界定了特定范围、具有特定语境结构之后 ,才能表现为

特定秩序中的“显秩序”,从而成为我们直接认识的对象。因

此 ,可以说 :“显秩序”(即经验世界)是“隐秩序”(即完整的实

在)在“度”(即语境)的界定下 ,对实在某方面特征的体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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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秩序”特征的一部分。相应地 ,对“显秩序”的认识也就是

对某种语境意义的把握。任何认知形式只要具备合适的条

件 ,在特定的语境下就会从完整运动中显示自身 ,即从“隐秩

序”拓展为“显秩序”。然而 ,不同语境和秩序界定不同层级

的整体性语境 ,而不同语境又体现了不同特征的“显秩序”,

因此 ,所限定的语境结构改变时 ,已显现的“显秩序”会重新

卷入整体的“隐秩序”之中 ,此时 ,在“显秩序”中拓展显现的

又是具有新特征的实在形式。这样 ,任何一种对特定时期实

在世界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而不是绝对的。无论是经

典物理世界还是量子世界都是“隐秩序”在特定的条件下的

“显秩序”的显现 ,当它所适合的语境结构发生变化时 ,它又

会卷回到整体运动中去 ,因此 ,经验世界只不过是不断地卷

入和拓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17 ]

由于玻姆的物理实在论将整个实在世界视为一个流动

的整体 ,所以他相应地提出了一种描述这种实在的新的语言

流动模式 ,并且据此指出 :与一种复杂的外部实在世界相适

应的只能是一种动态的、整体性的语言概念系统 ,因此 ,在科

学论述中应该消解传统实在论中基本概念的静态指称 ,因为

它象征着词与所指对象的一种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 ,

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模式才可以更好地描画实在的这种流动

性呢 ? 事实上 ,玻姆在建构他自己的实在论的时候 ,大量地

应用了隐喻的方法 ,包括使用“隐秩序”、“隐变量”等关键性

隐喻概念和术语 ,也包括大量隐喻模型的建构 :如“卷入”与

“卷出”的隐喻、实在的“全息像片”隐喻、油墨滴 - 甘油实验

隐喻、多维隐秩序的“鱼缸”隐喻等等。[ 18 ]玻姆的整个科学实

在论体系离开了其独特的隐喻便无法说明 ,也无法理解。

除此之外 ,当代意向实在论由于把计算机隐喻作为其核

心内容也成为隐喻实在论的一个明显例证。意向实在论认

为 ,人类的精神和心智活动在本质上是大脑的一种计算活

动 ,理解人类的心智活动离不开某种程度的抽象 ,这正如人

类在编程或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对硬件进行抽象一样 ,心智活

动代表软件所起的功能。意向实在论通过将人脑的实在环

境隐喻为计算机、将人的大脑和心理过程隐喻为计算机程序

处理和运行的过程 ,使心理表征的假设与计算机隐喻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 ,从而提供了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哲学基础。当计

算机隐喻在认知科学特别是在认知心理中获得成功运用时 ,

那些隐喻地使用的计算机语词就在心理学理论建构的语境

中获取了新的所指。[ 19 ]这表明 ,意向实在论的核心内容也是

隐喻地建构起来的。

四 　结束语

隐喻研究尤其是科学隐喻的研究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启

迪了科学实在论的进展。科学实在论发展至今 ,早已超越以

往所追求的以纯粹归纳逻辑为核心方法的思想体系 ,而正不

断向着一种容纳不同科学方法、呈现立体网状结构的更具有

包容性的科学哲学体系迈进。随着以隐喻为主导的科学修

辞学转向的全面展开 ,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特征体现得更

加明显。在此过程中 ,隐喻有效地摆脱了纯粹形式语言先验

逻辑预设的局限性 ,把科学理论论述的语用语境推到了前所

未有的重要位置 ,为科学家在建构理论过程中战略性的心理

定向和广阔的概念创造空间提供了可能。科学隐喻合法性

地位的确立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帮助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

排除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结构与意向结构、论述证明力与

修辞劝说力之间的僵化界限。可想而知 ,随着科学隐喻研究

的深入 ,科学实在论的理论域面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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