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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观察并研究中国现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史，汇集曾经为中国现当代语言学的发
展作出贡献的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从而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口述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主动性和互动性。
口述史学家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口述防谈工作，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从而获得第一手的口述史料。

对中国语言学家的口述研究填补了语言学史上某些重大事件中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了文献资料
的可靠性，从而再现中国语言学的发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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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宜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美国佰鲁姆斯堡大学教育学硕士，辽
宁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沈阳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
委员。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方向)”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工作二：十余年来。
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设大学英语实践课、语言学理论与流派、英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等课程
。
主要科研项目、论文和著作有《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档案研究》、
《中国外语教育传统的实证研究》、 《大学英语教师素质调查》、《新世纪英汉双解多用词典》、
&lt;《英语词汇量标准测试软件》、 《新发展大学英语听力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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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年，在批评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成果时，胡适认为“我们的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
，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
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
这里面虽然有一部分有价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绝大部分“完全是枉费心思”，“是开倒车的学术”
。
对此，胡适的解释是：“纸上的材料不但有限，并且在那一个‘古’字底下罩着许多浅陋幼稚愚妄的
胡说。
”对比之下，胡适肯定了西洋学者的研究方法——“从自然的实物下手，造就了科学文明，工业世界
，然后用他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文字的材料”。
凭借科学的方法，西洋人的“余力便可有惊人的成绩”。
由此，胡适呼吁中国有志做学问的青年人不要把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故纸堆里，而应该换条路走
，即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然后“拿出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
这番话虽然是20世纪初期一个人文学者的感悟，但对今天的学科史研究仍有积极的作用。
单靠纸上的材料并不能做好纸上的学问，单有精密严谨的方法是不够的。
史料可以制约方法，但是史料也能帮助方法。
也许几千年的故事和传说禁不得三两个学者的批评和指责，但是有时纸上的记载也靠不住。
如果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这些记载辗转经过若干人之手，即便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也足可以
使这些记载面目全非；何况记载上面免不了要烙上记载者的时代精神或者记载者不自觉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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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可以说，中国语言学口述历史的系统规划是从张宜开始的。
她参考国外口述史学的惯例，使受访对象达到一定的规模，能涵盖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且设计
了严格的操作程序：访谈有设定的话题，围绕这些话题逐步展开，先行录音，再转为文字，文字稿复
由受访者审读；与受访者签立协约，规定双方的义务和权限。
这样获取的文本，便成为拥有声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口述档案。
这本《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不是要撰写一部“20世纪中国语言学史”，而是要以访谈所得
充实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记录。
将来人们会发现，本书为认识这一时段的中国语言学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旁白。
　　——姚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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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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