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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语言学纲要》是关于理论语言学的专著，力求立论严谨、材料详实、内容通俗、语言简朴
，适合于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也可供对语言学理论感兴趣的
语言工作者和从事语言学工作的专业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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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语言学是较早采用比较方法的一门学科，所以对其他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学科纷纷有意识地模仿语言学，形成了比较神话学、比较民俗学等多门学科。
根据比较语言学关于原始语言所作的构拟，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提出了原始日耳曼宗教和整个原始
印欧文化的各种推测。
民俗学中的所谓芬兰学派研究民间故事的各种地方变体的分布情况，据此构拟出最原始的民间故事的
原型，明显地受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的影响。
比较语言学对研究民族学（如古代民族的迁徙）、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经济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经济学中表达某些基本概念的词的起源并获得了成功。
　　2.结构主义及其思潮在文化界的传播　　到20世纪，语言学的领先地位就更加明显了。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时代的开始。
1930-1960年是结构主义的鼎盛时期。
结构主义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母体中诞生的。
结构主义的奠基人都精通历史比较语言学，他们的语言学影响西方整个学术界。
特鲁别茨柯依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是在一切科学中都有用结构主义取代原子主义，用普遍主
义取代个别主义。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罗斯把雅可布逊和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分析方法广泛运用
于人类学研究，并把他的人类学称之为“结构主义人类学”。
他仿照语言学中的音素，提出了神话素，并以此作为分析神话的基本单位。
他认为艺术、宗教等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跟语言是相同的。
1952年在纽约举行的人类学的一次大型国际讨论会上，他把语言学中结构主义的兴起对人类科学的意
义比作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所引起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乔姆斯基登上语言学舞台之后，批评结构主义只注意语言的表层结构和形式特征
，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结构主义在语言学界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在其他某些学科，结构主义仍在继
续发挥作用，除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外，在哲学、逻辑学、文学、音乐、美学、历史学、民俗学，甚至
建筑学、精神病学、数学、教育学中都有结构主义思潮，这充分显示了语言科学的先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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