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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是一本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理论语言学
著作。
汉语有悠久的语言研究历史，与希腊一罗马、印度的语言研究一起构成了世界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
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
汉语研究的传统重实际语言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很少进行理论的探讨，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留
下系统的理论语言学论著。
现在流行的语言理论都是从西方语言学中引入的。
这样，“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所有的语言理论都是外来的”就成为汉语学术界的一种通
论。
面对这样的议论，从事语言研究，特别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这种压力，另一方
面也不能不承认这种严酷的、与国家的学术地位不相适应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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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通锵，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海。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工作，从事语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1982～198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加州伯克莱分校进修历史语言学。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指导教师。
主要著作有《语言学纲要》（与叶蜚声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语言论--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
其中，《徐通锵自选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之一）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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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西学东渐和中国的语言学一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和它们的相互结合二　“印欧语的眼光”和汉
语的研究三　字的研究和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途径第一编 一般原理第一章 语言是现实的
编码体系一　两种对立的编码原则和语言研究二　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和汉语的编码机制三　编码方式
与思维四　语言的两种结构类型第二章 语言的结构原理一　共时、历时的划分和静态的语言系统说二
　变异和动态的语言结构三　结构关联和语言的自组织性第三章 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原理一　“主语一
谓语”结构和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二　词的结构与“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关联三　重音在结构
关联中的地位和音系的研究四　语义的研究和它对印欧语结构关联的冲击第四章 汉语的结构原理一　
字和汉语的结构关联二　音节与字音的结构三　字的顽强的表义性和汉语语义型语言的结构特点第二
编 音韵第一章 声母和声母系统一声母和声母位置上辅音的运转规律二　介音的作用和声母的演变方
式三　介音和汉语声母系统的历史演变第二章 音系的结构原理和元音系统的演变一　汉语的韵母系统
和音系的非线性结构二　音核和元音的运转方式三　离散式音变和音系结构的调整四　合口韵的形成
第三章 韵尾的变化和阴阳对转一　韵尾的变化和音系结构格局的调整二　阴阳对转和它的性质三　现
实方言的“阴阳对转”和叠置式音变四　阴阳对转和方言差异五　《广韵》阳声字的阴阳异切和它的
文白异读的性质六　汉语语音演变的机制⋯⋯第三编 字和汉语的构辞法第四编 语义句法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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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语方言研究的情况大体与音韵的研究类似。
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兴起于结构语言学的兴盛时代，而其奠基的学者就是结构语言学派的权威学者赵元
任，但是他没有照搬结构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而一切以字为基础，并于20年代编成《汉
语方言调查字表》；有了这个《字表》，我们就能照字记音，进行方言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的研究。
不要小看这本《字表》，它一开始就使我们摆脱了结构语言学的纯分布的语言调查方法和先音位后语
素的机械的方法论。
直至今天，这本《字表》仍旧是我们进行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手册。
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也是以“字”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讲“二字组”
、“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从来不说语素和语素的连读变调。
这种以“字”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性的进展。
　　音韵和方言的研究虽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发生过要不要以“字”为基础的争论，这说
明它们的研究方向没有偏离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其研究的成果都比较成熟。
语法研究的情况截然相反，它抛弃了“字”，而以印欧语类型的词为基础，这就偏离了汉语的结构本
位，因而引起了一系列争论。
　　“字”和“词”，看起来仅仅是一字之差，但以哪一种单位为基础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却代表了
两种不同的语言观、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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