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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语言学研究乃至一般人文科学研究中，总会遇到一组组二元对立的现象：传统与现代、共性与
个性、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广义与狭义⋯⋯这些对立概念，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理论研究视角
；既是范畴归类，也是方法分野。
这些对立的概念或范畴并不是决然水火不相容的，在研究中也是可以加以综合的。
总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对立概念体现了不同的研究思路。
　　现代语言学（1inguistics）是以20世纪初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为标记的，一般认为之
前的语言研究为语文学（philology）。
就我国而言，传统语文学即“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没有语法；而在西方传统语文学中，
语法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学者必须具备的“七艺”（sevenliberalarts）之一⋯。
由此可见，语言学与语文学就研究的内容来看并不是完全分割开的。
传统“小学”包含的汉语文字、词汇、语音诸语言要素，研究路子当然与现代语言学大相径庭。
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中，虽然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也难做到绝对不相往来，尤其是在应用语言学
领域。
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例，与一般的语言教学不同，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因素除语音、词汇、语法之外，
还要加上汉字，汉字“一直被看作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也是汉语国际教育
的瓶颈，如何教授汉字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难点。
汉字教学必然牵涉到汉字学，汉字学与汉字教学如何接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一线的对外汉
语教师提出了很多意见、想出了很多办法，如强调对外汉字教学应注重结果而不要纠缠过程，就是不
要在乎学生的书写笔顺；教学中为便于学生记忆随意拆解汉字⋯⋯面对这种情况，有专家强烈反对这
类“戏说汉字”的做法，要求按文字学规范进行教学，坚决维护正字法。
实际上，无论在语文学研究还是在语言学研究中，“正”与“俗”、“体”与“用”的矛盾一直就存
在，此消彼长。
汉字学之外有“俗汉字学”，是“正”与“俗”的关系，也关乎“体”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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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语言学可以分为普通语言学和专门语言学，后者以某种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如汉语语言学就是
。
普通语言学不以某种具体语言为对象，研究一般语言现象的性质、规律、结构，等等，着眼语言的共
性，于是语言学研究就有“普遍语法”之类的说法。
对应到宏观微观，普通语言学宏观研究就会比例高，反之，专门浯言学微观考察就会多，当然这也不
是绝对的，在具体或局部问题上两种方法都会用到。
专门语言学，像汉语语言学，以汉语言为对象，自然以汉语的个性勾主要观察角度，而记录汉语的书
面符号是汉字，这就注定汉语的很多特性与作拼音文字的汉字特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汉语的构词、句法等结构方式都与汉字有关。
汉字作为汉语的语素组合排列在一起，并不是简单·平列。
，我们认为四个意义接近的汉字组合成一个短语，其关系不一定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很
微妙的，可能会呈现出多种层次，这些是将汉语的本来面貌描写清楚的重要内容，也nr能是印欧语言
所不具备的。
同样，在汉语篇章语用上，因为汉字的特殊性，也造成汉语篇章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特点，无论是话语
结构方式、组织特点还是表达方式，都具有鲜明的汉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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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言语交际学1986年，刘焕辉《言语交际学》的问世，从一个新的角度代表了对汉语修辞学革
新的又一次探索。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焕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汉语修辞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检讨，着重阐述
了从修辞学转向言语交际学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
他认为，修辞现象是言语交际中的一种成功的言语表达现象，因此，修辞原是言语交际的产物。
人们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完成预定的交际任务才去进行修辞活动的。
但以往的修辞研究却长期停留在就修辞论修辞的阶段，未能自觉地把修辞现象放在言语交际的广阔背
景中来考察。
《言语交际学》共分三部分十四章。
第一部分是言语交际学总论，主要阐述言语交际、言语交际学的任务、言语交际的主要矛盾和交际环
境；第二部分是言语交际的基本规律，主要讨论制约着言语表达的交际目的、交际对象、具体场合、
社会环境诸方面因素；第三部分是言语交际的语言组合手段，主要讨论语义、语音、结构、话语等方
面的语言组合手段。
《言语交际学》对汉语修辞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它强调了语言的运用与评价对语境的依赖关系，其价
值主要体现在它的第一和第二两部分中。
第三部分用语言组合的观点去解释如何达到最佳表达效果，虽然作者力图突破过去选词、炼句、辞格
的模式，而从语音、语义、结构三方面的组合形式去概括语言交际的表达手段，但其内容从本质上说
并没有离开汉语修辞学的传统框架，新意不多，影响也不大。
1991年王绍龄主编的《言语交际》和刘焕辉的思路完全相同，但此后这方面的书就没有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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