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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非线性音系学的学术渊源　　音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20世纪前半叶的结构
主义音系学和后半叶的生成音系学。
19世纪末，以Trubetzkoy为代表人物的布拉格学派创立了结构主义音系学，倡导以某一特定语言的语
音系统为研究对象并以音位（phoneme）为最基本的研究单位。
20世纪30年代，以Sapir和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发展壮大起来，把音系研究称为音位学
，认为音位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套操作程序，并借助某种语言的有效语料分析出该语言的音位系统
。
在具体的音位分析中，他们提出了“双向单一性”（bi.uniqueness principle）、“音位分析不依赖意义
”和“层面分隔”（sepatation of levels）等原则。
然而，这些原则在进行具体的音位分析时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例如，根据层面分割原则，分析音位层面时不能涉及构词法和句法，在这样的原则管辖下，句子重音
的分析便无从进行。
20世纪50年代，由于其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不断暴露出缺陷，结构主义音系学慢慢失去了主流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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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系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分支。
非线性音系学的多元化理论框架和研究视野大大超越了SPE实现了质的飞跃。
《非线性音系学》在广泛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分析和研究了非线性音系学
核心理论流派产生的背景，主要的理论主张，突出的研究优势及发展困境等。
《非线性音系学》对专业学者及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各类人员了解和掌握当代非线性音系学理论的发展
脉络、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主张以及存在的问题，继而开展新的研究，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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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年10月，布拉格语言学会（The L，inguistic（1ircle 0fPrague）召开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布拉格学
派的正式形成。
布拉格卡罗林大学的语言学教授Vilem Mathesius担任这个学会的首任主席。
该学会于1928年在海牙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并作了题为“语言学现代研究的行动纲领”
的报告，首次提出把音系学（phonology）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来研究。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一功能语言观”是在Saussm‘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在与新语法学派的对立中
发展起来的。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Mathesius认为语法学派存在很多弱点，例如，过分强调历时语言研究，不够重视
共时语言研究；在观察鼓励的语言现象的同时，忽视了语言的整体系统；对语言的声学特点没有予以
重视，等等。
针对新语法学派的这些缺陷，并在对Saussure的基本理论和俄国喀山学派（Kazan Sch001）兼收并蓄的
基础上，布拉格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在重视历时语言研究的同时，强调共时语言研究的重要
地位；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语言成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分析此成分与彼成分之间的关系，不考虑语言成分在交际中的功能，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语言
成分；在研究语言形式的时候，应从语言功能人手。
　　布拉格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1）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
根据语言行为与超语言现实的关系，语言的功能可区分为交际功能和诗歌功能，前者是针对表达对象
而言的，后者是针对表达本身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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