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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895年到清朝灭亡短短十余年闻，中日两地共出版日语教材近百种。
著者利用赴日访学机会，搜集了大量原始材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这批教材的内容，分析其编写框
架和教学方法。
通过考察清末中国人编写的国语教材，可知清末中国人对日语的认识已有很大进步，从“中日同文观
”、“汉语本位观”逐渐向科学的日语观过渡。
从清末日本人专门为中国学习者编写的教材和文典可见，日本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导入同时期本国母语
教学的语法，这有助于中国人建立系统的日语语言知识体系。
此外，从这些教材的文本细节还可以看到，有些教材不但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方法，还借鉴了中国传
统语言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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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鲜明，1982年4月生，辽宁大连人。
200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亚欧语系日语专业，获得日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2007年硕±研究生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2010年7月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师从姚小平教授，获得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博士学位。
博士在读期间应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中心邀请，担任客座研究员，从事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
教科书的研究。
2009年再次受关西大学邀请赴日参加该校组织的青年学者论坛并做大会发言。
博士在读期间在《中国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语言学学术论文，
并担任北京市教委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以及北京外车语大学“211项目”三期建设之
子项目“优秀博士论文培育”项目的负责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以及语言学史。
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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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些日本教习还通过口语和俗语　　文典，把日语口语的表达方式教授给中国学生。
有的日语教习试图把普遍语言的思想贯穿在文典中，在讲解日语语法时与汉语和英语的相关语言现象
进行对比，来说明日语的特性以及与其他语言的共性。
　　结合清末语言学的学术背景，本著探讨并分析了清末日语教材使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方法以及借
鉴西方语言学方法的现象及其原因。
首先，有的清末日语教材借鉴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方法，表现在语音方面，比如用反切法给日语标音
。
把促音与汉语入声类比；用汉语音韵学的术语给日语半浊音命名；将日语重音与汉语的平上去人四声
作对照，说明日语的重音有区别词义的功能。
词类划分上，有的教材遵照汉语以“字”为中心的语言学传统，采用汉语传统的“实虚二分法”，把
日语助词类比为“虚字”，并采用汉字训读的方式逐字解析日语助词。
其次，有些汉译日语文典借用西方语言学方法向清末学习日语的中国人讲解日语语言类型、语音与语
法。
　　无论是中国语言学方法还是西方语言学方法，都是语言学发展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都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看语言的独特视角。
只有通过对比不同语言才能看到一种语言本身的特点。
我们在学习一种外语的同时，应当重视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
引进语言类型学的视野，提倡语言之间的对比，把一种语言的研究放在整个人类语言的大背景之下才
能真正揭示这种语言自身的规律。
　　此外，不同语言中某些相似的结构特征能够为语言教学提供参考。
当今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各地区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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