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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的系统指称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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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探讨密尔的系统指称论，分析其核心概念、理论架构以及在语言哲学领域的重要意义。通

过对密尔相关著作的研读，梳理其指称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名称的分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等，并与其他指称理

论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独特性与局限性。研究表明，密尔的系统指称论为现代指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

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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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ill's systematic refer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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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lves into Mill's systematic referential theory, analyzing its core concep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rough the study of Mill's relevant work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his referential theory, includ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na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etc.,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other referential theories to reveal its uniqueness 
and limita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Mill's systematic referential theory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ferential theories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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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 19 世

纪英国杰出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

治家，其思想广泛渗透于多个领域，在自由主义历史上

极具影响力。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称他为 “19 世纪最

有影响力的英语哲学家”，著有《逻辑体系》《论自由》

《政治经济学原理》《功利主义》等多部颇有影响力的

著作。在语言哲学领域，密尔是第一个发展出系统指称

论的哲学家。 
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常被提到的意

义理论有：意义的指称论、意义的观念论、意义的途径

论、意义的行为论、意义的可证实理论，以及意义的成

真条件论。在语言哲学的演进历程中，意义的指称论始

终是探究语言与世界关联的关键理论。意义的指称论

主张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这个语词所指的对象。奥古

斯汀曾有过对意义的指称论的粗略提法，而密尔则首

次构建了系统的意义的指称论。密尔关于意义的指称

论的思想主要见于其著作《逻辑体系》一书中。密尔的

系统指称论为后续学者钻研语言意义和指称问题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源泉。正如哲学家 A. J.艾耶尔在《语

言、真理与逻辑》中所提及，密尔的理论开启了对语言

意义深入探究的新方向，深入研究密尔的系统指称论，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把

握指称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1]。 
2 密尔系统指称论的背景与渊源 
密尔所处的时代，哲学界对语言和逻辑的探索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传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在学界仍占据主导，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认

知的拓展，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哲

学在英国根基深厚，从洛克（John Locke）到休谟（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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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e），经验主义始终强调知识源于经验，这一思想

深深地影响了密尔。密尔试图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构

建一套能够阐释语言如何精准表达思想并反映现实世

界的理论体系，这便是其系统指称论诞生的重要背景。 
密尔的指称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英国经验

主义传统。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词语是观念

的标记，借助观念与事物建立联系。密尔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他更关注名称与对象的直接关联，试图摒弃

观念这一中间环节，使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更为紧

密。同时，密尔也受到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启迪，

期望运用精确的逻辑方法剖析语言现象，从而赋予指

称论更强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3 密尔系统指称论的核心概念 
3.1 专名与通名 
密尔将名称分为两大类：专名（proper names）和

通名（general names）[2]。专名是指仅仅用来指称一个

特定对象的名称，例如“苏格拉底”“伦敦” 等。专

名没有内涵，它仅仅是对某个对象的标记，其作用仅仅

是把这个对象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通名则是可以应

用于多个对象的名称，例如 “人”“动物”“红色” 
等。通名既有内涵又有外延，其内涵是一组属性，这些

属性是通名所适用的所有对象所共有的；其外延则是

所有具有这些属性的对象的集合。斯特劳森在《论指称》

中对名称的使用和指称进行了深入探讨，也从侧面反

映出密尔对名称分类的理论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基础概念框架[3]。 
3.2 内涵与外延 
内涵和外延是密尔指称论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内

涵是指名称所传达的属性或特性，它是对事物本质特

征的一种描述。例如，“人” 这个通名的内涵可以包

括理性、会使用语言、具有社会性等属性。外延则是指

名称所适用的对象的范围，即所有符合该名称内涵所

描述属性的对象的集合。对于 “人” 这个通名来说，

其外延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类个体。密尔强调，内涵决

定外延，一个名称的外延是由其内涵所决定的。也就是

说，只有当一个对象具有某个通名所包含的内涵属性

时，这个对象才属于该通名的外延。当代语义学家克里

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虽然提出了不同的指称观点，

但也承认密尔对内涵和外延的区分是指称理论研究的

重要基石，为语义分析提供了基本维度[4]。 
4 密尔系统指称论的主要观点 
4.1 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 
密尔认为，名称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所指称的对象。

对于专名来说，其意义就是它所标记的那个特定个体；

对于通名来说，其意义就是它所涵盖的具有相应内涵

属性的所有对象。例如，“苏格拉底” 这个专名的意

义就是古希腊那位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本人；“人” 
这个通名的意义就是所有具有理性、会使用语言等属

性的人类个体 。密尔的这一观点强调了语言与世界的

直接联系，认为名称是对世界中对象的一种直接反映。

哲学家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关于概念意义的探讨也

在一定程度上与密尔这一观点相呼应，体现出语言与

现实世界紧密关联的哲学思考[5]。 
4.2 命题的意义在于其组成名称的意义 
密尔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是由其组成部分的名

称的意义所决定的。例如，“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命题，

其意义就是由 “苏格拉底”这个专名的意义（指称苏

格拉底这个人）和“人”这个通名的意义（指称具有特

定属性的人类集合）共同决定的。命题表达了两个名称

所指称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在这个例子中，表达了苏

格拉底属于人类这个集合的关系。奥斯汀在《如何以言

行事》中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也涉及到命题意义与词语

意义的关联，从言语行为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密尔这

一观点的理解[6]。 
4.3 归纳推理与指称 
密尔的指称论与他的归纳逻辑密切相关。他认为，

我们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经验，归纳出通名所包

含的内涵属性，从而确定通名的外延。例如，我们通过

观察许多具体的人，发现他们都具有理性、会使用语言

等共同属性，从而归纳出 “人”这个通名的内涵，并

确定了其外延。这种归纳推理的过程是基于对事物的

指称和属性的认识，是密尔指称论在知识获取和科学

研究中的应用体现。 
5 密尔系统指称论与其他指称理论的比较 
5.1 与弗雷格指称论的比较 
弗雷格提出了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的

区分，认为名称不仅有指称对象，还有涵义，涵义是确

定指称的方式[7]。与密尔不同，弗雷格强调涵义在理解

名称意义中的重要性，认为即使两个名称的指称相同，

其涵义也可能不同，例如“晨星”和“暮星”都指金星，

但它们的涵义不同。晨星的涵义：清晨东方天空最亮的

星。暮星的涵义：傍晚西方天空最亮的星。两者最终指

向金星（Venus）。而密尔则更侧重于指称，认为专名

没有内涵，通名的内涵主要是为了确定外延。达米特在

《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中对弗雷格和密尔的理论进行

了深入对比分析，指出两者在名称意义理解上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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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为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对比提供了深度视角[8]。 
5.2 与罗素指称论的比较 
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将专名看作是缩略的摹

状词[9]。他认为专名的意义不是其所指称的对象本身，

而是通过摹状词来描述的。例如，“苏格拉底”这个专

名可以被看作是 “柏拉图的老师”“饮鸩而死的古希

腊哲学家”等摹状词的缩略。而密尔认为专名是直接指

称对象的标记，没有内涵。罗素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密尔指称论中对于专名意义解释的不足，但也引

发了关于摹状词的诸多讨论和争议。古德曼在《事实、

虚构和预测》中对罗素摹状词理论与密尔指称论的关

联和分歧进行了探讨，进一步挖掘了两种理论在专名

解释上的不同路径和影响[10]。 
6 密尔系统指称论的贡献与局限 
6.1 贡献 
奠定理论基础：密尔的系统指称论为现代指称理

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对名称的分类、内涵与外

延的区分等观点，成为后来许多指称理论研究的出发

点和重要参考。例如，现代指称理论中对于专名和通名

的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密尔理论的影响。众多

语言哲学教材在阐述指称理论基础时都将密尔的理论

作为开篇内容，足以证明其奠基性作用[11]。 
促进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密尔强调名称的意

义在于其指称，突出了语言与世界的直接联系，促使哲

学家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语言如何反映世界、语言表达

式与世界中的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等问题，推动了语

言哲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哈贝马斯在《交往行

为理论》中也提及语言与世界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密尔

的理论为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早期的理论动力[12]。 
对逻辑和科学方法的影响：密尔的指称论与他的

归纳逻辑相结合，为科学研究中的概念形成、知识获取

和推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科学哲学

和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科

学方法论的发展。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阐

述科学方法时也涉及到密尔归纳逻辑与指称论的关联，

肯定了其对科学方法论发展的推动作用[13]。 
6.2 局限 
对专名内涵的忽视：密尔认为专名没有内涵，仅仅

是对对象的标记。然而，在实际语言使用中，专名往往

也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信息，这些信息可以

被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内涵。例如，“孔子” 这个专名

不仅仅是对一个古代人物的标记，还蕴含着丰富的儒

家文化内涵。密尔对专名内涵的忽视，使得他的指称论

在解释专名的意义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泰勒・考恩

在《塑造现代经济的五十个发明》中关于文化符号与名

称意义的讨论，从文化经济角度揭示了密尔理论在专

名内涵解释上的不足[14]。 
内涵与外延关系的简单化：密尔认为内涵决定外

延，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关系。在

实际情况中，内涵和外延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一个名

称的外延可能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入和社会文

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而内涵也可能需要不断调整和

完善。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一些科学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托马斯・库恩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关于科学范式转变与概念内涵

外延变化的论述，体现出密尔理论在处理这一关系时

的简单化局限[15]。 
无法解释空名问题：空名是指那些没有实际指称

对象的名称，如 “独角兽”“孙悟空” 等。密尔的指

称论认为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这就导致他难以解

释空名的意义问题。因为空名没有实际的指称对象，按

照密尔的理论，它们似乎就没有意义，但在实际语言中，

空名却具有一定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彼得・斯特劳森

在《逻辑理论导论》中对空名和预设的讨论，指出了密

尔理论在面对空名时的困境[16]。 
7 结论 
密尔的系统指称论作为语言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

理论，为我们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

通过对名称的分类、内涵与外延的阐述以及对语言与

世界关系的探讨，密尔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指称理

论体系。尽管该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后世语

言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后续学者研

究语言意义和指称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语

言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密尔的系统指称

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功能的

认识，推动语言哲学研究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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