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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评介国外非线性音系学理沦，以新的理论视角全面分析了汉语的单字音与派生音的性质不同
，普通话或方言中儿化、双声叠韵、连调、轻声等多种语音构词法的共时和历时表现，现代汉语各级
句法韵律单元（音步、停延段、浯阔段）的特点及其与语法语用层面的关联。
本书分析揭示出汉语的音系和句法韵律均以单字音为枢纽，是字本位的，与多音节语言以韵律词为枢
纽明显不同。
书中的讨论涉及世界各种类型的语言，对汉语普通话与方言的讨沦尤为深入，并对研究方法有专门的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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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非线性音系学溯源　　非线性音系学从大的理论范畴来说属于生成音系学。
生成音系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952～1956年酝酿期，1956～1968年形成期，1968
～1975年标准理论期，1975年至今非线性理论期。
下面分期做简要介绍。
　　1.1　生成音系学的酝酿　　1.1.1　酝酿生成音系学的时代背景　　生成音系学是生成语法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是作为结构主义、特别是美国描写派结构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可参考Anderson l985
）。
　　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一直被认为是模范的、科学的学科。
但当一门学科发展到顶峰，危机也就伏下了。
20世纪50年代初。
正是科学哲学史上两种理论潮流交替的时代转折点，而结构主义被视为模范、科学的理论基础却属于
即将被替代的一方。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哲学的主流是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凡科学，对世界的解释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少数的原子命题（atomic
proposition）。
原子命题是_些能直接感觉到的、不用证明的基本事实。
另一部分则是由原子命题按照逻辑推导出来的大量的分析命题。
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就取决于：①原子命题是否符合事实；②其他命题与概念能否用原子命题加逻辑
推导来证明。
由于一门学科中大量的命题是分析命题，所以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几乎就取决于其命题的推导过程是否
合乎逻辑，是否具有操作性（即重复演算而结论相同）。
换句话说就是，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就取决于其大部分命题能否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用形式化的方
式得出。
所以，当时有这样一句名言：“是不是正确的答案无所谓，重要的是得到该答案的方法是否正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编辑推荐

　　本书是关于研究“汉语非线性音系学”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非线性音系学溯源、标准理论
时期（SPE时期）、结构主义的双向单一性原则使音系格局混乱、双向单一性原则使音系规则复杂化
、语素的深层形式反映两音系本质上的相似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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