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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涉及语言本质问题的象似说与任意说之争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及中国先秦诸
子百家的争鸣中都已出现这一争论。
20世纪初起，随着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流行，语言符号任意说逐步为大多数语言学者所接受，似
乎成了语言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索绪尔同代的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提出的语言象似说重新进入语言学家的视野
。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人类的体验和认知在语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以Haiman的专著Natural 及其主编的，正式出版为标志，语言象似性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
点，深入到了语言的各个层次，构成当今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马氏文通》以来，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在理论上主要以借鉴西方传统为主，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过程与西方基本接近。
20世纪80年代末，许国璋先生率先质疑任意说，汉语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也开始大力批判语言任意说，
自此我国掀开了研究语言象似性的新篇章，许多学者开始深入思考语言的这一本质问题，引发了不同
观点的争鸣，使得我国语言学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组织出版了本论文集，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为了便于广大语言研究
者了解国内外象似性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以促进该领域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二是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加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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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大致反映了我国当前在语言象似性方面的研究状况，所收文章都已见诸各大期刊、报纸
或论文集。
全书共收录论文30篇，包括理论综述、音义象似性、词汇一句法象似性、语篇象似性四个部分。
编者组织出版本论文集，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为了便于广大语言研究者了解国内外象似性研究的最新
动态和成果，以促进该领域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二是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加深
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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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讲述了：涉及语言本质问题的象似说与任意说之争源远流长，早在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及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中都已出现这一争论。
20世纪初起，随着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流行，语言符号任意说逐步为大多数语言学者所接受，似
乎成了语言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索绪尔同代的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提出的语言象似说重新进入语言学家的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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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理论综述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　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三论　一论：
苟子的王者制名论与约定俗成说　二论：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与复归  　三论：论语言符
号的论证模式及其价值李葆嘉　语言的本质在“遥远的目光”中澄明——语言哲学的新视野　语言理
据探究　Iconicity的译名与定义　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  　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问题
的辨析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　国内语
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学术争鸣述评　我国的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第二部分  音义象似性　谈汉语声
调对词义的象征性  　语言的象似性探微　汉语语音与语言意义象似性例举　音义学：研究音义关系
的一门学科　果裸转语与R语族比较第三部分  词汇一句法象似性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　语言象似性概
说　标记象似性　象似性：取得文体特征的重要手段　论语言符号的距离象似性　词序的象似性探讨
　语言符号衍生义理据探索　语言结构的顺序象似性第四部分  语篇象似性及其他　福克纳小说文本
的象似性——福克纳语言风格辨析　语篇象似性及其认知基础　象似性原则的准则和象似性的语用性
　诗歌象似修辞研究　象似性与“形神皆似”翻译　句法象似的文化阐释参考文献总汇附录：蜾赢转
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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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只是一个补充，也就是非重点。
但我们知道“你”是听话人，是一个已知信息，一个旧信息，正常情况下都位于句首，不重读，甚至
可以省略，如祈使句“坐好”。
而“怎么了，你”中，“你”是应该重读的，并且既然听话人“你”位于句末的话，正说明“你”的
重要性，是说话人更关心的问题，这也才符合句尾焦点的一贯性，而不必一会儿是句尾焦点，一会儿
是句首焦点。
　　3．对比重音对比重音是很能说明语音形式与语言意义之间的象似性问题的。
如：　　例18昨天我去公园散步。
　　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会重读的，但为了强调“我”而非他人时，会把“我”重读，可以回答
“谁”等一类的问题：如果重读“昨天”，是为了与今天或前天、明天相对照，突出时间；如果重读
“去公园”，则是为了与“绕校园”“去体育场”等地点形成对比，突出地点；而“散步”重读是为
了说明不是去“游园”、“划船”等，突出目的性。
一句话，说话人会随着所表意义重心的不同，调整自己的重音结构，达到最佳的交流目的。
　　4．元音对比元音对比主要是指由共鸣器的大小变化而形成的语用上的对比。
　　（1）《围城》中有一段描写，说到方鸿渐一行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由于资金不足，需要分头
行动，李梅亭与方鸿渐之间发生了争执。
回到旅馆后，孙小姐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评论：　　例19“李先生是嘴里的热气，你是鼻子里的冷气。
”　　孙小姐的评价之所以精彩，正在于她抓住了两者最突出的特点：李梅亭小肚鸡肠，动辄大动肝
火；而方鸿渐冷嘲热讽，但往往幽默得不彻底。
“嘴里的热气”与“鼻子里的冷气”把一个怒火中烧恨不得张嘴要吃人，另一个则是不屑一顾但又不
愿让步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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