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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通语言学》中提出了普通语言学领域的诸多尚未得到论证或解释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帮
助学习者了解各种已有学术成果的个性化目标，而且还可以激励学习者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不断地追问
，在整个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版图中指认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
《普通语言学》以追问的方式来完成对语言基本问题的思考，尝试对普通语言学领域已经完善的或尚
未完善的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以此理解世界现存语言的状态以及语言理论的基本路径、目标和成就
。
　　这部著作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共五章，分别对语言的起源、世界的语言、语言的流变、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学等
方面进行一般性的追问和探讨。
第二部分是基本结构原理，共五章，分别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包括语音、词语、句法、语义、文字等
进行一般性的描写，界定词语的基本形态以及词语形态与句法之间的关联，分析语义关系，同时确立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第三部分是观点及方法论，共五章。
首先明确语言研究的一般观点及原则，包括语言符号的性质、语言结构的原则、描写的原则、比较的
原则以及理论原则。
　　《普通语言学》的后面附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普通语言学常见问题集（附录1），另一个
是世界部分语言文本凡例（附录2）。
前者旨在为普通语占学的学习者提供一个思考或练习的方式。
后者则是帮助普通语言学的学习者或研究者直接感知部分世界语言文字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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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语言学提供语言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式及方法。
本书以汉语、英语、法语、梵语、日语等32种语言为基本观察对象，呈现普通语言学观察语言、感知
语言、分析语言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普通语言学领域的诸多尚未得到论证或解释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学习者
了解各种已有学术成果的个性化目标，而且还可以激励学习者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不断地追问，在整个
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版图中指认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
本书以追问的方式来完成对语言基本问题的思考，尝试对普通语言学领域已经完善的或尚未完善的理
论进行合理的解释，以此理解世界现存语言的状态以及语言理论的基本路径、目标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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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学的范围　　鉴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语言学的范围必然遭遇理性限定：　　第一，
它必须是对人类语言共性特征的研究：　　第二，它必须是对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比较：　　第三
，它必须是对某一种语言的发展及方言变体的研究。
　　通常，语言学分为普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学。
前者研究语言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后者研究某一种或某一些种类语言，如英语语言学、日耳曼语
语言学。
这是语言学的两大基本范围。
　　但是，实际上，在“语言学”这个名称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所
有这些成果都有益于对人类自身的理解。
的确，既然语言学是对自然语言的系统研究，语言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成为语言学的范围。
从前的语言学与当下的语言学不可同日而语。
现如今，语言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研究者关注社会变量对方言的影响以及对语言历时变化的影响：有些研究者关注双语、克里奥语
和洋泾浜语等等。
有些研究者关注亲族语言、礼仪语言、种族语言等等；有些研究者关注语言的工具性和语言与语境的
关系；有些研究者关注语言与心理的关系、语言与认知的关系、语言与神经的关系；有些研究者关注
话语分析、语音分析、语用分析、语法结构等等。
语言学考察的范围包括从古至今的语言文本资料和语音记录资料，包括语法、历史比较研究以及交叉
学科等领域的先前研究成果。
　　语言作为交流_丁具是灵动的。
在不同的层面，小的语言结构可以组建大的语言结构。
就语言内部结构来看，语言学包括诸如语音、词汇、语法、语义方面的研究。
比如，句法结构尝试描写词语组建语句的结构原理和规律。
形态学尝试研究词语的内部构成原则和方法，包括词根、词缀等。
音位学研究语音单位及其各种可能的组合模式。
语言中意义的研究属于语义学。
语音学则研究人们如何言说及理解话语。
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从多个层面联合呈现一个意义与结构相结合的系统。
从语言的外部关系来看，语言学需要涉及民族、政治、社会等语言的外部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等
。
有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语言与人类学、社会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语言与生理学、生物学的依存
关系。
人类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物语言学、教育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哲学语言学、宗
教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经济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统计语言学、临床语言学、神经语
言学等相继涌现。
　　似乎，语言学是一个可以没有约束而包罗万象的领域，而这与科学门类精神是不相吻合的。
至少，我们应该在语言学之下分析出各个门类以及各个门类之间并行或隶属的结构关系。
　　遵循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思想，语言学的范围大体由四组相对的概念所框定：
　　第一，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
　　外部语言学研究言语体系中言语的地理扩展和方言的分裂语境，不涉及语言的内部系统和规则。
例如，交际的力量和乡土的观念等。
它研究的对象包括普通语音学、词源学，民族语的历史、地理等等，是一种异质的安排、鉴定与整理
。
内部语言学研究言语体系中语言的组织以及语言的内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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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横向组合关系和关联聚合关系，等等。
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遵循严密的、同质的分类原则。
　　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
外部语言学是内部语言学的承载，内部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的前提。
内部语言学涉及言语体系的恒定方面，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语言抽象的部分。
外部语言学则观照语言的动态方面，受制于时间和空问，是言语体系的具象部分。
　　第二，言语的语言学和语言的语言学。
　　言语体系由言语和语言两个方面构成。
言语指个人说话的方面，是言语器官发出的一定声音与意义内容的结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个人组合活动。
它是个性化的，又是暂时性的，所以，表现出千差万别的言语现象。
但是，它又不是纯粹创新的，因为言语的无限多样性都是由相同符号的反复出现组成的。
这种相伺符号的不断重复与组合是具象的，而且逐渐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制度，从而抽象化为语言。
那么，语言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的言语现象。
它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不是一种行为或活动，而是一种集体的契约，是社会化的制度。
言语体系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语言学的两个领域：言语的语言学和语言的语言学。
前者以言语体系的个人方面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言语，其中包括发音等物理现象，它是心理一物理的
。
后者以语言为唯一研究对象，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且来源于个体，语言的语言学是纯粹心理的
。
　　第三，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
　　历时语言学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种持续变化的存在，它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和结构变化，所有的
民族语言都随着时间而流变，语言学家用比较的方法进行考察，发现了语言要素同化和异化的现象、
语音交替、辅音音变现象及类比规律等。
他们用类推的方法推导语法演变尤其是形态学方面的演变，构拟始祖语言及语言的较早形式，以研究
语言的谱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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