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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内部
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六种语言学作为全书的框架．特别是对索绪尔提出但没有研究的言语的语言学首
次在高校教材中进行较为系统的挖掘．并设“交叉语言学”一章把语言学的新发展分专题进行介绍。
该书较好地处理了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但由于当时编写的时间比较仓促。
内容显得有些单薄。
这次修订。
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内容，如语音部分音节的音步概念和非线性语音学：语义部分的句义
、语义指向：词汇部分的言语的词汇内容：语法部分语序类型分类、主位推进模式：文字部分的文字
运用内容。
交叉语言学部分的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等等。
本书力争四个结合，即：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单一与交叉相结合：理论与运用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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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交际工具应从两方面去理解“人类独有”的真正含义：其一，动
物的所谓“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二，动物掌握不了人类的语言。
（1）动物的所谓“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有着根本的区别。
俗话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
”动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际”。
在交际的时候，不同的动物会运用不同形式的动物“语言”，大致可以分为用声音的和不用声音的两
类：飞禽（如雀鹊之间、鸡鸭之间⋯⋯）有着多种声音的信号（昆虫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走兽
（如猴子之间、猩猩之间⋯⋯）有着不同形式的喊叫。
这样的交际形式属于动物的“有声语言”。
至于蚂蚁的所谓“香味语言”、蜘蛛的所谓“震波语言”、蜜蜂的所谓“舞蹈语言”、萤火虫的所谓
“闪光语言”，则是属于动物的“无声语言”。
但是，动物之间无论有声还是无声的所谓“语言”都是和人类的语言无法相比的。
第一，人类语言具有社会性。
人类语言具有社会属性、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
社会属性是其最根本的属性。
语言起源于人类集体劳动的交际需要，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人类运用这个工具的目的不仅在于适应自然界，而是在于集体地改造自然界。
动物的所谓“语言”仅仅是为了适应自然界，是在某种情绪和欲望的引发下产生的生理现象。
第二，人类语言具有单位明晰性。
人类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
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等各个要素都可再分析出明确的单位。
动物的所谓语言则分析不出来。
第三，人类语言具有任意性。
语言是一种规则的系统，人们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语。
但是语言系统本身的最基本的音义结合单位——语素和词，用什么音表达某一个意义，从根本上说，
是任意的。
例如，各种语言对同一个义就可用不同的语音表达。
动物的所谓“语言”除了分析不出单位外，不同地方的动物表达同一情绪和欲望时所发出的声音和动
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第四，人类语言具有能产性。
人类语言虽然是一个相对稳固的系统，各个结构成分是有限的，但是人们能运用这个系统，产生出无
限多的句子，传递出无限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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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言学基础理论(第2版)》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汉语言
文学基础课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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