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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簡評： 

    鄭凱元副教授的三篇代表作皆環繞著一個關於語意的哲學基本問題：當事人

的話語、書寫及言行中產製的符號，在恰當的條件下表達特定的意思（以下通稱

為「語意」）；但究竟在什麼條件下，言行中產製的符號不只是聲音或筆跡的型態，

而具有語意？具有語意的產製品，總會有恰不恰當的規範性約束與要求。由此，

高度複雜且難以入手的語意問題可暫且從規範性的約束，或哲學研究裡常稱的

「規則遵循」的維度切入。即使將問題定調在「規則遵循」上而得以有個下手處，

且得以用相當嚴格精確的問題設定與論述方式進行。但此面向之語意問題仍是有

待深入討論的議題。鄭副教授第一篇論文對此基本的哲學問題提出一個相當有創

意的連結──他跨越專業的藩籬，將語言學關於 genericity 的研究，扣連到遵循規

則的研究，從而初步建立起如何由認知的角度處理規則遵循的問題。此篇論文應

是三篇中最具探索開拓的精神，且是最好的一篇。 

    第二篇論文是篇嚴格精深的批判性論文，文中分析並解釋對於遵循規則的語

意問題而言，怎樣的要求才不會是過當的要求。第三篇論文以批判的方式建立起

語意/遵循規則與經驗科學中「在其他條件相當下」這類附帶條件之間在論述上

之重要關連。整體而言，鄭副教授的研究成果展現了對於重要的基本哲學問題深

入探索的開拓精神，並能以嚴格精確的問題設定與論述方式，批判剖析其中難解

的問題。 

    三位審查人分屬歐洲、亞洲、美國等不同學術區域相關專業的頂尖學者，都

不約而同地給予其學術研究成果高度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