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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托·叶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1860--1943)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杰出语言学家，英语语法
权威。
本书根据叶氏三方面的学术贡献和他在语言研究中的原则，选编了这本文集，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选自《人类、民族和个人》，这一部分从论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开始，进而探讨个人在语言变化中
的作用，继而详述正确语言的标准，最后讨论人的共性和语言的共性。
第二部分是语言和语言演进，这一部分从语言的根本问题开始，主要涉及语言习得和儿童语言，随后
转入这一部分的重点：语言演变的原因。
这部分选自《论语言》，但只选了三章。
这是因为1941年叶氏对他半个世纪的语言演进的研究作了总结，补充了以前的论述，所以更为全面。
这就是《语言变化中的效用》，也就是选集的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是语法哲学，选用了《语法哲学》中的理论部分，包括叶氏的基本语言观和语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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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如何，诺林对这种观点的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
我们看不出为什么选择语言学史上某一特定时代，而不选择其他时代作为他们的起点。
更加没有道理的是，为什么今天的人要让古人的言语管束。
最后语法学家制定的法则毕竟是人的创造，在很多情况下，看起来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释，而
且一代研究者制定的法则，可以为下一代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取代或修订。
因此，经诺林和塞塔拉正确地批评之后，语言正确性的第一种观点虽然塞塔拉并没有对其全盘否定，
但几乎已荡然无存。
　　第二种观点被诺林称做自然—历史观，是建立在19世纪某个时期流行的学术基础之上的。
这种学术认为语言是一种生物体，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最能发展，所以，对于语言的任何教条主义的
阐释或干涉都是邪恶。
这种观点——或多或少已加以掩饰——还是为许多语言学家所坚持。
他们因而倾向于把外行人提的“什么是对的”的问题搁在一边，认为这与语言科学无关。
对于这种观点，“无政府主义”比之“自然一历史”是更为中肯的名称。
　　严格地说，根据这种观点，语言中就不存在对与错。
但是诺林说，我们不能深究这个观点的后果，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极度荒唐的境地。
　　对于诺林来说，只有一种观点还能成立，那就是他自己的观点。
他称这个观点为理性观或常识观。
他这样称他的观点有他不难理解的偏爱，这点他自己也承认。
其实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观点。
他滥用了这个公式：“现场听众能最确切、最快捷理解而说话人最容易说出的语言是最好的语言。
”但是他接受了弗劳德斯特朗改动后的措辞：“使最大可能的简洁与必要的可理解性相结合的语言形
式为最佳。
”正如诺林承认的，这个观点已在泰格奈尔（Es Tegner）的早期公式中表达出来。
“最容易说就最容易懂”。
用诺林的标准衡量，这个公式更为可取，因为诺林的公式绝大多数人不能像了解这个公式那样确切，
那样快捷。
　　所以，我们是在谈论一个是否方便的标准，或者是在谈论我在其他地方称作“能量学”的问题。
它取决于发话人和听话人省力与否（或者能量支出的大小）。
塞塔拉认为先前提出的两个观点有一定道理。
诺林的方便标准只是部分合理，因为它实际上没有肯定某一个形式是对或是错，只是肯定了它是不是
有用。
可以想象如果语言中具有某些差别，使用起来可能方便，但是如果语言中实际不存在这种差别而引进
了这种差别，那就是语言使用的错误。
所以，用法是最高的裁定：是用法确定正确与否，其次才是方便或便利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在用法
不定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我看来，塞塔拉似乎对“便利”的理解太狭隘，因为和一般的语言用法一致是“便利”的。
因此我们同样有理由把他的看法颠倒过来，说方便是最高原则，是方便要求我们适应我们所说语言的
固定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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