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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学概论”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一门必修课程。
本课程是语言学的基础理论课，讲授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
展的一般规律等问题，在分析具体语言现象的基础上概括出人类语言的共同特性。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基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结合语言学近年来的新成果，从教学对象的实际
出发，我们确定《语言学概论》的主体内容由十章构成：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语言的本质；第
三章 ：语音；第四章 ：语义；第五章 ：词汇；第六章 ：语法；第七章 ：文字；第八章 ：语言的发展
；第九章 ：语言的分类；第十章 ：新兴交叉语言学。
科学性、系统性、时代性和条理化、清晰化、通俗化是我们编写本书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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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内容和形式171一、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171二、语法方式173三、语法范畴177四、词类181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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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255三、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英语256第二节 语言的分类257一、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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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270五、几种主要的第二语言教学法271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275一、什么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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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语文学研究　　在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人们对于语言的学习和研究只是为了给
古代经典文献作注释，我们称那段时期的语言研究为语文学。
语文学（Philology）是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学科的总称。
它以文献评审为主，目的在于解释、注疏和考订。
在东方和西方都有着十分发达的语文学。
　　（一）语文学的开端　　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都在探讨名称和事物的关系问
题，但这种讨论还只是在哲学的范围内进行的。
　　在古希腊，柏拉图在《克拉底洛篇》中主张名称是由事物决定的，就是说名称与事物是有本质联
系的，他是个本质派。
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个坚定的约定派，他主张名称由习惯决定，就是说名称与事物的关系是人为的。
如“水”为什么叫“水”，不是因为这种东西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于人们的某种习惯决定的。
古希腊的这场论争持续了很多年，有很多哲学学派都参与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再看看中国的名实之争，所谓的“名”就是事物的名称，而“实，，就是指客观事物。
“名实之争”所争的也就是名称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老子提出的，他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
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客观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说出的名字也并非不变的，自然是无名的，而有
名是万物的母体。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子认为名和实是没有本质的联系的。
　　还有一些人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孔子就主张“正名”，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
”公孙龙子《指物篇》中说：“物莫非指。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
天下无物，可谓指乎？
”这里所谓“指’，是事物的特征，凡物就有它的特征，没有特征就不可以称为物，没有物当然也就
没有什么名称可言了。
一切名称都是由这些特征产生的，都是代表这些特征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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