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学和语言研究

语 言 学

!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的科学#研究语言的结构$功能及其历史

发展%揭示语言的本质以及存在$发展的规律#
语言学的性质与研究范围 语言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

语言学包括语文学和 ’(世纪中叶以来以新方法进行的语言研究

与语言理论#语文学主要研究书面语和古文献%以及书面文献语

言与文学有关的语言的历史发展#狭义语言学则专指现代语言学#
语言学以研究近现代语言和口语为主%分析它在某种特定时期所

起的作用#
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可分为三个相对的方面&共时的与历时的%

理论的与应用的%微观的与宏观的#研究某一时期的语言情况%叫

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叫历时语言学或历史

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又称描写语言学%因其要对语言习惯进行如

实描写%所以有时又被当作与传统语法或规定语法对立的学科名

称#理论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共同规律%又称普通语言学#将语言

)*+,语言学和语言研究



学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实际工作是应用语言学!它包括文字创制"语
言政策制订"通信技术研究和语言疾病治疗#特别注意语言原在

教学方面的应用!微观语言学只分析语言本身#宏观语言学包括

语言研究的一切方面!通过对语言和词形的比较#追溯某些语言

的亲缘关系#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用比较的方法探索人类各种语

言的共同现象#是类型语言学!
语言学的历史 世界古代语言学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中国语

言学历史"印度语言学历史"希腊语言学历史和阿拉伯语言学历

史!公元前 %&’世纪#中国"印度和希腊形成世界三个语言研究

中心!受到希腊和印度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世纪时阿拉伯语言学

兴起!所谓现代语言学主要是西方语言学!中国语言学吸收了西

方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形成了现代中国语言学体系!
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先秦时#就有学者已指出语言的社会性与

逻 辑的关系!文字学和词典学 )包括字典学*已形成!出现了

+史籀篇,"+仓颉篇,和 +急就篇,等教授学童识字的课本!公元

前 -世纪#出现了第一部汉语解释词义的著作 +尔雅,!.-.年汉

代许慎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考释字源#解释字义的词书

&& +说文解字,!汉代扬雄的 +方言,也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

方言词典!魏晋的李登的 +声类,和吕静的 +韵集,为中国韵书

之先!中国近代语言学较之宋"明有很大的发展!清代对周秦"隋

唐音的研究"训诂研究"文字研究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清末

甲骨文研究兴起!.(/(年#马建忠写出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

作 +马氏文通,!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由于发现了大量考古资料#
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使古文字研究取得了很高的

成就!语言学研究也较之乾嘉学派有更高的成果!语法研究摆脱

了印欧语系的束缚#着力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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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语言学在制订语言政策"推广汉语普通话"简化汉字"实

行汉语拼音等实用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古代印度语言学在公元前$%&世纪已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出

现了波你尼的 ’卷本梵语语法著作#
欧洲及阿拉伯语言学出现于公元前(世纪#公元前)世纪!亚

里士多德派提出语言 *整齐论+!斯多葛派则提出与之相对立的

*参差论+#公元前 ,--年!狄奥尼修斯.斯拉克斯写出第一部语

法著作 /语法艺术0#约 (--年后!拉丁语法著作纳图斯的 /语法

艺术0和普里西安的 /语法规范0相继问世#约公元 1--年!阿

拉伯语言兴起!先后出现了巴士拉学派和库法学派!编出了阿拉

伯语的词典#他们同时也对土耳其语"蒙古语和波斯语进行了研

究#欧洲语言学至 ,1世纪才有了一些新的成果!法国巴黎波尔瓦

罗亚修道院编写的 /普遍性理语法0问世#,2世纪!欧洲语言学

开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广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
现代语言学研究 西欧"北美和苏联是现代外国语言学的三

个主要区域#3-%1-年代!西欧"北美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4
$-年代前的半个世纪中!结构主义统治了语言学研究5生成语法

在(-年代兴起5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在(-年代后应运而生5
类型学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引起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出

现了一些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语言学分支#3-世纪的苏联语言学与

西欧"北美语言学交流甚少#3-世纪初!苏联语言学主要有两个

流派!一派继承俄国传统"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同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另一派是以马尔为代表的反历

史比较语言学派#(-年代中苏联语言学界又对语言学展开了广泛

的讨论#
语言学与语言学分支学科 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意义的符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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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语言研究的中心就是研究以音表义的这个体系"语言学与许

多其他学科的交叉!形成了它的分支学科"

分支学科及分类

#语音学$语言学分支学科"研究构成言语声音的方法及其声学特

点的语言学部门"用以描述不同的语言%解释词和句子的构成以

及了解语言的历史演变"其研究可分三个分支&’()发音语音学

’又称生理语音学)!研究发音器官在发音过程中的运动*’+)声

学语言学!利用声学仪器研究语言的物理属性 ’如语音传递时的

频率%振幅)*’,)听觉语音学 ’又称感知语音学或心理语音学)!
研究听觉和语音感知"实验语音学是使用机器或电子设备进行语

音研究的学科的总称"

#语法学$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以语言的结构规律为研究对象"由

于研究目的不同!语法学可分为&’()研究某一语言语法构造发

展演变的历史语法学*’+)研究亲属语言语法结构之间关系的比

较语法学*’,)研究某一语言在某一历史时期语法构造的描写语

法学"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语法学又有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

法和转换生成语法之分"

#语义学$又称词义学"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语言符号及其所

指对象之间关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词语的意义%演变

及其分类!揭示语义的一般规律"’+)符号学中对符号意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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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一类研究历来在哲学和语言学两个领域中交叉进行"后一

类研究一般视为纯语义学"主要在逻辑学领域中进行"但其中大

量概念和方法都已引入自然语言语义研究!当前的发展趋势是两

者汇流"相得益彰!

#词汇学$研究语言词汇的科学!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般分为%
&’(普通词汇学"研究各种语言词汇的共同规律)&*(历史词汇

学"研究某种语言整个词汇的发展历史)&+(描写词汇学"研究

某种语言在某个时期的词汇系统!狭义词汇学只研究词的构造,本
质,意义和词汇发展,构成及其规范"广义词汇学还包括语义学,
词源学,词典学等!

#描写语言学$-对某一时期的语言结构作分析研究"找出规律"
进 行静态描写的学科!与共时语言学含义基本相同!.*/世纪

+/01/年代美国语言学中结构主义流派之一!要求根据既定原则

对语言作形式描写!

#社会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的社会本质有关的问题!主要研究语言

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将语言学和社会科学各学

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应用于研究社会语言!例如研究个人用语对

其社会环境的依赖作用等!

#应用语言学$研究利用语言来解决实际任务的语言学分支!开始

仅指语言教学"后也包括词典学,翻译,言语病理学及言语损伤

治疗!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理语

言学,计算语言学,风格学和信息论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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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学"对语言进行纵向的历史研究#从历史发展上研究一

种语言结构的变化及其规律性的学科$从历史演变上对语言结构

的不同要素进行研究#可以分出历史语言学%历史词汇学%历史

语法学等部门$历史语言学研究语音变化&历史语法学研究形态

和句法的变化&历史语义学则研究词项意义的变化$如汉语史%英

语词源学等#就属于历史语言学$它传统上和比较语言学联系在

一起#后者研究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旨在找出它的共同母语$历

史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对称时即历史比较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又称理论语言学$语言学的理论部门$研究人类语

言的一般性质和共同规律#寻求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是

在研究具体语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常研究语音%语法%词

汇等分析和描写的原则#以及语言学与其他科学部门的关系$除

研究个别语言外#还对多种语言作综合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共

同规律#探讨语言学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语言学的分科#语言

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

!语用学"符号学中的实用学在语言学领域的运用$研究语言符号

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对符号使用者心理学的%社会学

的研究$语用观点把语言信息的交流看成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

的一种行为和相互作用$后者对前者发出的各种类型的信息作出

反应$在此过程中#语言环境即文化%生活和风俗的现实以及人

的感知能力%信念的认同程度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信息的一部

分因此可以通过语义来表达#发送者的行为有些是非言语行为#而
言语的框架也可以是不完整的$语用学与逻辑学%句法学%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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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遗传学!文学有关"

#语言$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利用语言来彼此交际%交流

思想%传递信息%达到相互了解"交际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社会

功能"其他交际工具如文字!旗语!电报!代码!红绿灯以及身

体姿势!表情等%其重要性远不能同语言相比"语言是人类最重

要的思维工具%思维离不开语言%必须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的

发展而发展%社会以外没有语言"任何动物都没有语言%语言是

人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语言具有全民性%它一视同仁地为社会

全体成员服务"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本身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

号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其形式

是表达一定内容的声音%即语音%其内容即语义必须靠一定的语

音表现出来"这两个部分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但其结合却是

任意的%即语音与语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以什么

样的语音表达什么样的语义完全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

具有线条性的特点%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符号作为符号形式的语

音%只能一个跟着一个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绝不可

能在同一时间里说出两个符号或两个声音"语言是一个十分复杂

而严密的体系"按照传统的观点%语音!词汇和语法是构成语言

体系的语言三要素&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语音!语义和语法

是构成语言体系的三个要素"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语言体系中

的两种根本关系"参见 ’语音(!’语义(!’语法(!’词汇("

#语音$语言的声音%构成语言的要素之一"是语言的物质外壳%
语言必须借助语音才能表达"语音是同意义紧密结合的%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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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意义!不起交际作用的声音!如风声"海啸"蝉鸣"啼哭"
咳嗽等都不是语音#语音具有生理属性!它是通过人的发音器官

的运动发出的声音#语音具有物理属性!同其他声音一样是由音

高"音强"音长"音色 $个要素构成的#语音具有社会属性!它

是语言的物质存在形式和语言职能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语音的

社会属性是它的本质属性!各种语言的语音在成分上和结构上都

有自己的系统性和特殊性#语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同的

单位!如音素"音位"音节等#

%语义&语言的意义!构成语言的要素之一#是通过语音所传达的

信息内容#语义分为两大类型’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前者指语

言体系中所固有的意义!它是客观事物的特征以及事物之间的关

系在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们头脑中的概括反映!这种意义得到这

个社会集团的公认并且用一定的语音形式固定下来!是抽象的"概
括的"相对稳定的#后者指人们在使用语言交流思想时!在一定

的交际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意义!临时的意义和隐含的意

义#例如 (天要下雨了)这样一句话!其语言意义就是指明 (天
要下雨了)这样一种情况!而其语用意义则可以由于环境"对象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可以是让家里人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也
可以是暗示某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叫他趁早快走等#语言意义又

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词所含有的意义!称为词汇意义!简称词

义*一类是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称为句义*一类是由各级语

言单位在组合或聚合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意义!称为语法意义#语
用意义也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语境在交际中使用词语获得的特

殊意义!称为语境意义*一类是社会文化生活所赋予词语的背景

意义!称为社会意义*一类是听话者通过推理"联想作用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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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的意图所得出的超出句子字面意义的隐含意义!称为联想

意义"

#词源学$研究词的形式的意义的来源的学科"例如汉语 %佛&和

%佛陀&源出梵语’())*+,学悟-!%木乃伊&源出阿拉伯语./.012
,蜜人-"词的音义演变或词汇中的同源词!也属词源学研究的范

围"例如汉语 %张&的本义是 %生长&!后引申为 %两端距离大&!
不但意义变了!语音也发生了变化"又如汉语中的同源词 %柔&和

%弱&3%刚&和 %强&3%明&和 %灭&3%寒&和 %暖&!就意义上

看!有同义或反义的关联4就声音上看!有双声或叠韵的关联"参

见 %词汇学&"

#语言分类$依据一定标准对世界语言所作的分类"常见的有两种5
谱系分类和类型分类",6-谱系分类!又称发生学分类!是运用

历史比较法!把世界上的语言按其亲属关系分为若干语系!如汉

藏语系3印欧语系3阿尔泰语系3乌拉尔语系3高加索语系等4在

语系内部!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又分为若干语族!如印欧语系可

分为日耳曼语族3罗曼语族3斯拉夫语族3印度3伊朗语族等4在

语族内部!可按关系的远近再分为若干语支!如斯拉夫语族可分

为东斯拉夫3西斯拉夫3南斯拉夫 7个语支"这种分类可以帮助

人们了解亲属语言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但是!由于语言间的关

系十分复杂!语言学家对语系的划分并不一致!名称也不完全相

同!有些语言的系属至今不明",8-类型分类!又称形态分类!根

据语言的语法特点!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若干类型"如以词的构

造为主要标准!将人类语言分为词根语 ,又称孤立语-3粘着语3
屈折语和多式综合语 ,又称复综语-4或按语法意义的主要表达方

6698语言学和语言研究



式分为分析语和综合语!类型分类有助于语言结构的描写研究"但
不能概括所用语言的类型"也找不到完全适合这种分类标准的语

言!此外"还有一种功能分类"即按语言所承担的社会交际功能

进行的分类!一般按范围和功能的大小分为民族语#族际语#区

域语和国际语!

学派$人物

%巴士拉学派&阿拉伯语法学主要流派之一!’世纪产生于伊拉克

南方海港城市巴士拉!注重研究阿拉伯语基本规律"强调语言的

普遍性!在格位理论#词的分类及其派生关系等许多根本问题上

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建立起一个较完整的阿拉伯语法体系!创始

人海利勒制定了一个阿拉伯语法大纲"其学生西伯维在此基础上

加以充实发展"写成第一部阿拉伯语法著作(( )书*!全书分句

法#词法两部分"以 +施事,#+受事,论的格位学说统领全书!这

部著作为阿拉伯语法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很高的权威

性!

%库法学派&阿拉伯语法学重要流派之一!’世纪产生于伊拉克库

法城!创始人凯萨依 -./0(’123是古兰经训读学七大名家之一"
曾南下巴士拉"求教于巴士拉学者"进而发展自己的语法体系"最

后形成与巴士拉学派长期对峙的局面!库法学派注重研究阿拉伯

语的特异现象"强调语言的特殊性"在格位理论等许多根本问题

上 持与巴士拉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凯萨依的学生法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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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 $界限%一书为库法学派代表作&

’新语法学派(又称青年语法学派或个人心理主义语言学派)*+世

纪 ,-年代由德国莱比锡大学布鲁格曼 .*!/+0*+*+#1奥斯特霍

夫1德尔布吕克等人建立&其学术思想导源于 *+世纪前期的历史

比较语言学家格林和中期的施莱歇尔等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按

规律进行的)无一例外&他们强调语音变化中的类推作用)注重

研究活的语言)对于梵语与古希腊语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代表

性刊物为 $形态学研究%&

’喀山学派(*+世纪 ,-0!-年代在俄国喀山大学建立的语言学流

派&创始人博杜恩2德库尔德内是波兰语言学家)喀山大学比较

语言学教授&主要成员有他的同事和学生克鲁舍夫斯基1博戈逻

迪茨基1布利奇等&其宗旨在于提出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理

论概括)主张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强调研究活的语言系统

和语言现象)提出了当时很有创见的一些看法)例如语言是符号

系统的观点以及音位的概念)对当时的俄国语言学以及后来的结

构主义语言学派都有影响&

’法兰西学派(*+世纪 "-世纪之交在法国建立的语言学派&创始

人是格拉蒙 .*!330*+/3#和梅耶 .*!330*+43#&其后是房德里

耶斯和柯恩&班维尼斯特和马丁内是第三代&格拉蒙和梅耶主张

研究语言演变要注意心理和生理因素)同时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他
们致力于说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认为要证明两种语言是否

有亲属关系)最重要最可靠的是研究语法形式&*+5-年以后)其

成员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尽管如此)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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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看作社会现象这一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

"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语言学流派之一!形成于 $%世纪 &%年代!
将语言看作符号系统’有明确划分的结构成分’力图严格地描述

语言!其理论受索绪尔的影响!分为布拉格学派(丹麦学派(美

国描写语言学派三个支派!参见 )哲学*中的 )结构主义*!

"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之一’+,$-
年形成’活动中心为布拉格’故名!主要代表有特鲁别茨科依(马

泰休斯等!把语言看作与其他社会现象有联系的符号系统’注重

)分配关系*’同时进行音位和语法的区别特征的分析!首次系统

地阐明了音系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代表著作是特鲁别茨

科伊的 .音系学原理/!代表刊物为 .布拉格语言学学会会报/!

"伦敦学派#又称英国语言学派(弗斯学派!英国语言学家弗斯在

伦敦大学创立的语言学派!该学派很注重语言的 )社会功能*部

分’认为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语言片断的意义就是它所产生的

后果’既取决于参与者的素质’又取决于社会环境以及语言要素

构成的上下文0语言片断除了有句法层次之外’还有独立的语音

层次的结构0区分语言的结构和系统’以此作为语言描写的纵横

双轴!该派另一代表人物哈利迪进一步发展了弗斯的语境和系统

学说’认为语言是一种系统’提出了系统语法!

"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或语符学派’受索绪尔影响而出现

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

的成立为其产生的标志!创始人是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教授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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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列夫!其理论称为"语符学#$即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
提倡演绎分析法$试图通过 "成素#%形式的最小要素&和关系来

说明语言的内在结构$揭示语言的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上以及这

两大平面间各个形式要素依存关系的网络!其方法论的基础是卡

纳普的符号逻辑!其机关刊物是创刊于 ’()(年的 *语言学文献+!
由于语符学代表了人文科学和精密科学相结合的趋势$因而使得

这一学派成为当代语言学重要流派之一!

,波你尼-印度古代语法学家!生卒年代不详!一般认为在公元前

.世纪$诞生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为古印度语法学集大成

者$对后世语言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著有印度第一部梵文和部

分吠陀语规范语法著作 *波尼尼经+%又称 *八章书+或 *声明

论+&!全书以近 .///条口诀描写梵语的语音语法$包含一个完整

科学的语法体系$对语法结构重在分析!在印度是学习梵语的圭

臬$在欧洲促成了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产生!

,洪堡德-%’0102’3)4& 一译洪堡或洪堡特!德国语言学家5哲

学家5政治家!生于波茨坦$卒于柏林附近的泰格尔!历任普鲁

士宗教和教育大臣5外交官$’3/(年创建柏林大学 %即洪堡大

学&$’(’(年后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一生研究过美洲语

言5埃及语言5巴斯克语5梵语5汉语5日语等$是比较语言学

创始人之一!在语言类型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他把世界语

言 %除汉语外&分为屈折语5粘着语和综合语 )种$认为梵语是

最发达的语言!主要著述有6*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5*依照语言

发展的不同时期论语言的比较研究+5*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

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提出的有关语言本质5发展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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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等理论对欧洲语言学说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格林#$%&’()%’*+, 又译格里木-雅各布.格里姆!一译雅

各.格林!德国语言学家-民俗学家-童话作家-历史比较语言

学的奠基人之一!生于哈瑙/卒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耶

拿大学教授!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日耳曼民族语言!提出了印欧

诸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则/被后人称为 0格林定律1/阐明了可据以

把日耳曼诸语言与其他印欧语分开-把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分开

的对希腊语-拉丁语的两次辅音变化!著有 2德语语法3$后人称

之为日耳曼语言的基本教程,-2德语史3-2德语词典3以及 2儿
童与家庭童话集3等!

"拉斯克#$%&’&)%’+4, 丹麦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

人之一!生于丹麦菲英岛/卒于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大学教授!运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北欧诸语言/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大体上解决了印欧语的辅音变化规律问题/揭示了拉丁语-古

希腊语和冰岛语三种语言词形的相似性!著有 2古代北方语即冰

岛语起源研究3以及冰岛语语法-古英语语法和弗里西亚语语法

等方面的著作!

"博普#$%&5%)%’*&, 又译葆朴!德国语言学家!普鲁士科学

院院士/历史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东方文学与普通语文学教

授!对希腊-波斯-拉丁-日耳曼等语言与梵语进行了广泛的比

较研究/认为古代欧洲诸语言与印度的梵语同出一源!所著 2论
梵 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比

较3标志着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其后著有 2梵语-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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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
#$%&&’$%&(年分卷出版)!*梵语语法"#$%+,)等-

.施莱歇尔/#$%+$’$%0%) 又译施莱赫尔-德国语言学家!自

然主义语言学派的创立者-布拉格大学及耶拿大学教授-最早主

张从本地人学语言1最早提倡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语言1构拟了

原始印欧语形式1其 *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是 $(世

纪02年代对印欧语系最有系统的描述-他把语言分为孤立语!屈

折语!粘着语三类1提出 3谱系数4的模式说明语言的转变1所

使用的比较法为后来新语法学派开辟了道路-著有 *印度日耳曼

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0$’$%0+)!*立陶宛语手册"#$%50’
$%5,)-

.博杜恩6德6库尔德内/#$%75’$(+() 波兰语言学家-生于

波兰拉杰明1卒于华沙-彼得堡大学!华沙大学教授-喀山学派

创始人-现代音位学先驱者之一-主张从形态学和构词法的角度

分析语音1提出了语音交替理论1为形态音位学的建立打下了基

础-他认为语言学属于心理’社会科学1一生用多种语言写了022
多篇论文和专著1主要著作收在 *普通语言学文选"#$(0&)中-

.布鲁格曼/#$%7(’$($() 德国语言学家-生于威斯巴登1卒

于莱比锡-弗赖堡大学教授1后执教于莱比锡大学-新语法学派

创始人之一-主张 3语音规律无例外41类推使用是语言演变的普

遍原因-认为语音和音变可当做独立存在的实体1不受社会和个

人的任何制约-他继承历史比较语言学传统1从事印欧系诸语言

的比较研究和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工作1对于施莱歇尔所构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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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印欧语语音系统作了重要修正!著有 "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

语法概要#$%&’卷(%))*&%)+’,!

-索绪尔.$%)/0&%+%1, 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

基者!先后在巴黎高等研究所2日内瓦大学任教(%+30&%+%’年

首创并讲授 "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由 4能指524所指5两部

分组成的符号系统(指出了这一系统的特性(揭示了系统内的两

类关系(还创造了 4历时524共时5两个术语且特别强调共时研

究(强调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系统描写清楚!其理论对诸多

学派都有重大影响(其全部理论要点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

概念!他主张建立符号学的理论已影响到人类学2社会学等邻近

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 4结构主义5(其理论对 4结构主

义5语言学派有重大影响!因此也可以说他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

的创始人!是心理社会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

-梅耶.$%)**&%+1*, 法国语言学家2心理社会学语言学派代

表人物之一!生于穆兰(卒于沙托梅扬!巴黎高级研究学院印欧

语比较语法研究部主任(法兰西学院印欧语比较语法教授!研究

范围极广(如斯拉夫语2亚美尼亚语2伊朗语以及希腊语史2拉

丁语史等!著有 ’6种专著(/63篇论文!其著述可分为四大类7
$%,专讲某一种具体语言的历史8$’,总述某一语族的共同特征8
$1,论述某一语系的各种方言8$6,总括某一语系各种语言历史

比较研究的成果!其中以第 6类最为著名!善于用精密的比较方

法研究印欧语史(从社会学角度说明语言演变的原因(指出语音

变化导源于心理机制!主要著述有7"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
$%+31,2"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2"日耳曼族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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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特征!"#$%&’()印欧语方言!"#$%&’()希腊语历史一瞥!
"#$*%’等+

,萨丕尔-"#&&./#$0$’ 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曾任美国

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人类学会会长+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观

念主义语言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支派之一’创始人1形态音

位 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发展了音位理论1提出了结构压力论

"认为语言变化是由于受到语言本身固有的有关模式的影响’1认

为印欧语言同闪族语言可能同出一源+其语言人类学研究包括2美
洲印第安民族及其语言3人类一般概念3文化和个性的关系 0个

方面+注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1认为语言有表现其语言精神

的模型+在语类型研究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主要著作有2)语言

论!"#$*#’和 )萨丕尔选集!"#$.$’+

,乔姆斯基-"#$*&/ ’ 美国语言学家1生成语法创始人+生

于美国费城+美国科学促进会委员(全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

科学学院院士+提出形式语言分类法1并用于自然语言1通过数

学模拟论证了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语法不适用于描写自然语言+
#$45年正面提出了与结构主义背道而驰的生成语法+主张语言学

家的研究对象应从语言转为语法3研究范围应从语言使用转入语

言能力3研究目标应从观察现象转向描写和解释现象3研究方向

应从处理语言素标转到评比语法假设+他把语言学看作一种心理

学1而最终是生物学1是研究人类这一最高等生物大脑机制的科

学+自生成语法问世后1学术界对其理论有很多争议1当前各种

语言学理论大都以他的理论为参照点+其影响波及哲学(心理学(
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各个领域+主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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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有!"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句法结构#$%&’*()"句
法理论的若干问题#$%&+’()"论管辖与约束#$%&,%(等-

汉 语 研 究

汉语研究

.汉语音韵学/又称声韵学或韵学-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

支-在普通语言学里叫历史语音学-是辨析汉字声)韵)调的发

音和类别0研究其古今流变的专门之学-音韵学分今韵学)古韵

学)等韵学等部门-

.声纽/音韵学术语-又称纽)音纽-声母的别称-西洋文字未传

入中国时0音韵学家随便拿一个字来代表一个纽-例如声母 1230
唐人即认作是一个纽0以 4帮5作为这一纽的代表字0凡以 123
为声母的字0如 4包51267304布51273等都称帮纽字-汉语声

纽的 最 早 标 目0是 音 韵 学 上 传 统 的 4三 十 六 字 母50即 8+个

4纽5的代表字0相传为唐代僧人守温制定-三十六字母的名称是!
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
娘)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见)溪)群)疑)
影)晓)匣)喻)来)日-这 8+个声纽大约代表了唐宋之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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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汉语的声母系统#

$韵部%音韵学术语#韵书中把同韵的&可以相押的字归在一起成

为一部#如 ’堂(&’皇(&’鸯(同属 )广韵*唐部#’韵母(和

’韵部(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韵母可以切分为韵头 +又称介

音"&韵腹 +又称主要元音"和韵尾 ,个组成部分-也有韵头&韵

尾不具备的#在诗歌韵文当中-韵腹&韵尾相同-只是韵头不同-
或是韵腹相近的字-也可以用来押韵#如唐部的 ’堂( +./0"&
’皇(+1./0"&’鸯(+2./0"韵头即不同#可见同一韵部内的字韵

母也可以不同#)广韵*分韵为 345部-)平水韵*为 !45部-)中
原音韵*为 !6部#各种分部韵均在每部中采取一个字作代表-叫

做 ’韵目(-如 ’东&冬&钟&江(等就是韵部的标目#

$平水韵%韵书#又称诗韵#宋以前的韵书-依据 )切韵*分韵为

345部-为了方便作诗押韵-在 345部中注有 ’独用(&’同用(的

规定#诗赋韵文的韵脚字不一定要在一部-只要 ’同用(-即可通

押#宋以后-有些韵书就根据当时口语合并了许多韵部-较 )切
韵*简化多了#)平水韵*即是#平水是旧平阳府城 +今山西临汾

市"别称-因书刊行于此-故得名#宋淳!年间 +!37!8!393"-
刘渊增修 )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合并 ’同用(之韵为 !4:部#其

书今已失传-其韵目见于熊忠 )古今韵会举要*#同时-金人王文

郁有 )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又将原不同用的上声 ’迥(&’拯(合

并为一部-成 !45部#为元代以来作近体诗者押韵的依据-沿用

至今#不少传统语言学工具书以 )平水韵*分韵编次-如 )佩文

韵府*&)经籍纂诂*等#熟悉 )平水韵*对作旧体诗及翻检上述

工具书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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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平#上#去#入 $种声调的总称%以声调辨别意义&是汉

语的特点%六朝以前&并无四声的名称&因此&上古汉语里共有

几种声调&尚无定论%齐#梁时&沈约#周"等人才以平#上#去#
入四字作为各类声调的调名&总称四声&沿用至今%古入声有’()’
*+#’,)’-+#’.)’/+0个塞音韵尾%古四声的调值&今天已经无

法确定%普通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个声调是从古代四声

演变而来的&因而其演变轨迹可以寻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平分阴

阳&浊上归去 1浊指辅音发音时声带振动2&入派 0声%

!双声"音韵学术语%指两个字声母相同&这两个字一般都是双音

节词%如 3孤高41.5.672声母同是 .83美满419:;9<=2声母

同是 9%古今南北对一字的读音不同&两字是否双声必须依时地

条件而定%

!叠韵"音韵学术语%指两个字韵部相同&这两个字一般都是双音

节词%如 3荒唐41>?@=.-@=.2&二字同属普通话 )@A+韵&B广
韵C唐部83从容41DE=.FE=.2&二字同属普通话 )?A+韵&B广
韵C钟部%古今南北对一字的读音不同&两字是否叠韵必须依时

地条件而定%

!反切"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又称反语#反言#反音&也单称反#
翻#切%3反4和 3切4都是拼合的意思%这种注音方法&是用两

个字辗转相拼来为一个字注出读音%古书是直行书写&用作反切

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 3反切上字4&简称上字&后一个字叫 3反
切下字4&简称下字%反切上字与被注音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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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注音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这样"取出反切上字的声"反切

下字的韵和调"放在一起一拼合"就是被切字 #即被注音字$的

读音!比如 %冬"都宗切&!就是取反切上字 %都&的声母 ’()*"
和 反 切 下 字 %宗&的 韵 母 +,-(./*拼 在 一 起"再 按 反 切 下 字

%宗&的声调发声"就是被切字 %冬&的读音了!这种注音方法"
大致东汉时已产生!它的出现"证明当时的人们已把一个汉字分

析成声0韵0调 1个成分"懂得了对汉字从音理上进行分析"标

志着汉语音韵学的开始!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有很大局限!一是

反切上下字都含有拼音时用不上的多余成分 #如上字的韵和下字

的声$"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二是反切用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

掌握!同时"由于从古至今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后人使用

旧时的反切就感到很困难"虽然人们因此在反切的基本规律之外

又补充了几十条 %门法&"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2联绵词3又称联绵字或连绵词!双音节单纯词"由两个字构成的

一个词!这两个字只有联缀在一起才能表达意义"不能折开来解

释!由于组成联绵词的两个字都只有表示音节的作用"它可以有

多 种不同的写法"只要读音相同就行!如4%犹豫&可写作 %犹
与&0%犹预&5%踌躇&可以写作 %踌蹰&0%踌伫&5%匍匐&可以

写作 %匍伏&0%蒲服&0%蒲伏&0%扶服&等!联绵词根据两个音

节在语音上的关系一般可以分为6类!#7$双声联绵词4犹豫0参

差0踌躇0倜傥0流离0仓卒等!#8$叠韵联绵词4彷徨0披靡0
逍遥0望洋0蹉跎0徘徊等!#1$双声叠韵联绵词4匍匐0辗转0
逶迤等!#6$既非双声又非叠韵联绵词4滂沱0周旋等!

2韵书3分韵编排的字典"为写作韵文者检索押韵之用!现存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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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先分四声!再分韵部"凡同声调同韵的字为一部!取其中一

个 字标目!用反切注音"中国最早的一部韵书是魏李登所撰的

#声类$%&卷"稍后的是晋吕静撰的 #韵集$’卷"两书都久已失

传"隋陆法言所撰的 #切韵$!书成于 ’&%年!原本也失传"近代

发现几种唐写本 #切韵$残卷!有人认为其中一种最接近陆氏原

本!因而考定 #切韵$分 %()韵"唐代王仁# #刊谬补缺切韵$!
为增订 #切韵$而作!分 %(*韵!此书现存"#要韵$传至唐代!
经孙$重新刊定!改名为 #唐韵$!原本失传"#唐韵$到了宋大

中祥符元年 +%&&,-!陈彭年等奉诏重修!名 #大宋重修广韵$!简

称 #广韵$"#广韵$分 .&’韵!也是在 #切韵$基础上增订"#广
韵$是中国现存最古的韵书"研究古代语音!该从 #广韵$向上

推求/研究今音!该从 #广韵$向下推求"#广韵$分部太繁!不

便于科举庄试作诗"到宋理宗 +赵昀-淳!年间 +%.0%1%.*.-!
平水人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并韵部为%&2"此书失传"另

有金人所编 #平水韵略$已并韵部为 %&’!即后来所谓 3平水韵4"
元5明5清以来的科举考试和文人平日作诗赋!都以 #平水韵$的

%&’部为准!直至近代也还有不少人以此为作诗押韵的依据"#切
韵$一系的韵书!无论如何增订5合并!都与实际语音不完全相

符"元代周德清为北曲的创作而编的 #中原音韵$!根据北方语音

分 %(韵/每韵再分阴平5阳平5上5去四声!不用反切注音"这

是韵书上的一大改革"#中原音韵$不仅是北派曲韵的代表作!成

为后来作北曲的准绳/而且对于北京话也很有影响"因为它所载

的音!符合当时的大都 +北京-音"而元代的大都音!正是今天

北京音的发端"韵书虽然主要供查韵用!但有的也具备字典的效

能!只不过按韵编排罢了"如 #广韵$!#集韵$+宋丁度撰-!把

一组一组的同音字排在一起!用一个反切注音!很像同音字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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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字的读音而推知一组字的读音!如遇冷僻字"虽从字典内查

出反切而仍不能正确地发音时"不妨试查 #广韵$%#集韵$!只要

找出同组中一个常见字"即可推知这个冷僻字的读音!#广韵$%
#集韵$等韵书还有一个特点&除分韵标音外"还说解字义"辨识

异体字"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汇集了丰富的资料!在韵书中查字"
首先要辨明这个字属于平上去入四声中的哪一声"其次还要知道

这个字在哪个韵部内"才能按声按部查到这个字!由于普通话无

入声"又由于普通话中声同声近的字在韵书中不一定在同一韵部"
所以检索韵书时常会遇到麻烦!除去翻阅以期熟悉那些韵部外"只
有编单字索引"附在书后"才能弥补韵书体例上的缺点!如近代

学者沈兼士所编的 #广韵声系$"附有单字笔画索引"为检索 #广
韵$提供了方便!

’训诂学(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

科!)训*是说明解释的意思")诂*本义是古言的意思"引伸作

解说古语讲!训诂学偏重于研究古代的词义"特别是以研究汉魏

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也综合分析古书中的语法%修辞等语文

现象!训诂学著作有注释先秦经典的#毛诗注疏$%#论语注疏$等"
亦有专门解释词语的 #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
旧时训诂学只看作是 )小学*的一个部门"现在正发展为一门有

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

’本义(一个词本来的意义"与引申义相对而言!一般说来"一个

词在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大多是单义的"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有关

的意义也常用它来表达"于是逐渐产生了引申义"而变成了多义

词!所以本义往往是那个最早的原始义!语言的产生远在文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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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之前!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语言是怎样的情况"词义是如

何演变的"已经无法考察"因而无法随意推测哪一个意义就是某

个词的原始义!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它常能体现出在造字时代

人们对某个字的初始意义的理解"而这个意义又确实在古代语言

中使用过!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本义"大都指有文字形体可考#
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证的初始意义!例如"$元%的本义是人头!这

个意义可从汉字形体看出来!甲骨文 $元%写作 $ %"指示出人

体上部!古代文献也可证明这一意义"&孟子’滕文公下()$勇士

不忘丧其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如生%*狄
人送还他的头颅"面容还像活着一样+!头是人体的开始"由此引

申出 $初始%义!$元年%即第一年,$元旦%即一年的第一次日

出"也就是一年的开始!词的本义不一定就是典籍中常用的意义"
典籍中更常用的是词的引申义"有时是假借义!确定词的本义主

要靠分析字形结构!

-引申义.一个词在本义的基础上发展衍化出来的其他意义!又称

别义"转义"是与本义相对而言的!由于引申义都是从本义发展

衍化而来的"所以引申义和本义之间总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例

如)$间%的本义是缝隙!&说文()$% *又作&"简化作 $间%+"
隙也!从门月!%段玉裁注)$门有缝而月光可入!%故 $间%的本

义指两门之中的缝隙!&管晏列传()$某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
句中 $间%用本义!引申为一切间隙"如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故君臣多间!%又可引申为制造嫌隙"如 &陈丞相世家()$间其

君臣%*挑拨他们君臣间的关系+!又可由空间的空档引申为时间

上的间隔"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如 $立有间%!有空档就可以使人

或物参与其中"故又可引申为 $参与%!如 &曹刿论战()$肉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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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之!又何间焉"#空档又意味着有其他的人或物参与其中!故又

可引申为 $私下#%$秘密#的意思!如 &信陵君列传’($侯生乃

屏人间语#)侯生于是避开众人!秘密交谈*"词义引申的结果!丰

富了词的含义!控制了词的数量!从而使人们可以用有限的词去

表示更多的客观现象"

+形训,通过对汉字形体构造的分析来解释词义的方法"汉字不是

一种纯表音的文字!它的形体构造往往和字的意义有密切关系"因
此!对汉字形体构造进行科学的分析!就可以使我们准确%具体%
深刻地理解和说明一个字的真正含义"如 &廉颇蔺相如列传’(
$臣愿奉璧往使#)我愿意捧着玉璧去出使*"奉!甲骨文作 !整

个字形表示用两只手托着一个东西"在利用字的形体来解释词义

时!有三点应该注意()-*只有本字的形体才与词义相合!假借

字只是一种同音替代字!不能用形训的方法进行分析").*只有

词的本义才与字的形体紧密切合!引申义与字形的关系则不十分

清楚"因此!只有在分析词的本义时运用形训的方法才是可靠的"
)/*只有早期的文字形体!如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才能反映出

字的意义!后代的文字形体已有很大变化!不一定能反映字的意

义了"我们在运用形训的方法时!一定要按早期的文字形体进行

分析"

+义训,不利用字形%字音!只是从意义上来解释词义的方法"这

种 方 法 是 解 释 词 义 时 最 常 用 的 方 法"义 训 有 两 种 主 要 的 形 式(
)-*用同义词来解释词义"这种方法!一般都是用常用词来解释

冷僻词!用今语来解释古语!用普通话来解释方言"这种方法在

通古今语%方言%俗语!在文言文的对译等方面有着便捷%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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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的优点!但没有对被释词的具体内涵外延进行说明!"#$义

界!又称界说!就是给词义下界说%用一串词 "词组或句子$来

给词义做定义式的解释%以指明词义的内涵和外延%使人明了这

个词与其他语词的同与异!义界的基本要求是用最精炼的语言对

词义进行准确的描写&概括%突出这个词的主要的本质特征!因

此这种方式能较全面地反映词义的全貌!但有些词%如表示抽象

事物的名词%某些动词和形容词%很难描绘和概括%不易采用义

界的方式!这种方式虽便于理解词义%但不便于把这种解说直接

用来对译文言文!

’互训(训诂学术语!用同义词来互相训释的释义方式!如 )说文

解字*+,舟%船也!-,船%舟也-!这种释义方式重在用易知词去

解释难懂词%用今语去注解古语%用通用语去注释方言俗语%它

突出了相互训释的各词之间的同义关系%在沟通古今语&方俗语

等方面%有着别的释义方式所不能企及的准确和便捷的优点!但

不能揭示一个词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没有显示同义词之间的区别!
因而常常要与其他的释义方式配合使用%来全面解释一个词!

’反训(训诂学术语!用反义词来解释词义的释义方式!在古汉语

中%有的词由于词义引申等原因而造成了同一个词形可以表示两

个相反的意义的现象!如 ,乱-%有治理&紊乱两个意义.,受-%
有 授予&接受两个相反的意义!古人把这种现象称作 ,美恶同

辞-%,正反同辞-%,施受同辞-!这种现象阻碍了人们思想的交流%
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所以后代大都为其中的一个意义造了新的

词形%而使原来的词形成为表达专一意义的词%如 ,乱-只表达

紊乱义%,受-只表示接受义!这时%再用 ,治理-来解释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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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来解释 !受"#就被认作是反义词相互训释$

%文字学&’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文字的形状(体系(起源(
演变和发展的学科$文字学研究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书写系统#不

限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汉语文字学的简称$即研究汉字的形体

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中国文字学研究历史

悠久#由于汉字结构复杂#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往往一个字

又是一个有完整意义的单音词#因此#很久以前#前人就对汉字

的形(音(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字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并把这种

研究语言文字之学称为 !小学"#或与训诂(音韵等同列为 !小
学"的内容之一$文字学对古文字的研究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同时也有助于改进或改革文字$

%六书&古人对汉字形体分析后归纳出的*种汉字造字方法$实际

上是战国后根据汉字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归纳出的汉

字字体分类法$六书一词最早见于 +周礼,地官,保氏-$班固

+汉书,艺文志-说六书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郑众 .东汉经学家/注 +周礼-#认为六书是0象形(会意(转注(
处事(假借(谐声$许慎 +说文解字,叙-认为六书是0指事(象

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三家对六书的解说基本相同$清

以后#一般对六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说 .只有 !形声"#有时也

叫 !谐 声"/#六 书 次 序#一 般 采 用 班 固 排 列 法$即 .1/象 形#
.2/指事#.3/会意#.4/形声#.5/转注#.*/假借$

古人并不是先定出六书的原则然后才造字的$文字是社会历

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而不是某一

个人事先订好了条例再着手造字的$六书只是对以篆文为主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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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体使用情况的分析归纳!这种分析是合乎汉字实际情况的"是
汉字创造和应用的逻辑结果!这种分析基本符合当时汉字的实际"
是后人上溯古文字面貌"分析汉字形义关系的工具!

对六书的定义"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里作了解释&’一曰

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

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
比类合谊"以见指物!(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

一首"同义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从许慎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汉字的形体结构造字方

法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种!转注和假借只是用字方法"
它们的形体都可用前面的四书来分析!对于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表音成分的纯粹表意字 -包
括象形)指事)会意."一类是有表音成分的形声字!因此有人认

为只有象形)指事)会意才是造字方法!形声应属用字方法"因

为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都可用前面 /种方法进行分析!
运用六书来分析汉字"了解古人造字意图"说明汉字的形义

关系"应该以篆书和更早的金文)甲骨文为对象!隶书以后的汉

字字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字的形体上分析字义已很不准确!如

’因+"有靠)就)因袭的意义"而隶书和楷书字形从 ’口+"从

’大+"看 不 出 字 形 与 意 义 之 间 的 关 系"甲 骨 文 ’因+字 写 作

’ +"它的 ’口+像席子的形状"中间的 ’ +指 ’席子+!席子

是人所常凭依的"所以有靠)就的意义!古代席都放在筵 -大席

子.之上"因此有因袭的意义!对于一个具体的汉字属于六书中

的哪一种"有时会出现不同的分析结论!这主要表现在象形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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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及指事和会意之间!如 "齐#$"飞#%有人认为是象形字%有

人认为是指事字&"高#$"夹#%有人认为是会意字%有人认为是

指事字!对这些字%主要弄清楚它们的形体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不

应过分拘泥于六书的分类!如 "齐#%小篆作 "’#%也作 "(#%
像禾麦吐出的穗齐平&"飞#%小篆作 ")#%像张开翅膀直向上飞

的 鸟& "高#%小篆作 "*#%甲骨文作 "+#像高台上的房子&
"夹#%小篆作 ",#像一个人两腋下夹着东西!弄清了这些字的

形体结构%理解这个字的意义就不困难了!六书的分类本身有界

限不十分清楚的地方%今天运用六书为工具来分析汉字时%要注

意到这一点!

-通假字.即借字!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古人在行文时

常有不写本字而写别字的情形&或因古代字少%一时找不到合适

的字&或因仓猝间忘了本字的形体%而用一个同音字替代!时间

越早%这种现象越多!例如/0愚公移山1/"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据 0说文1"厝#本义为 "厉石#%是名词%在此句中是 "措#的

通假字%是 "放置#的意思!0苏秦始将连横1/"2苏秦3状有归

色#2苏秦面带愧色3!"归#本义为 "嫁女#%在句中是 "愧#的

通假字!"早#在汉代以前多通用跳蚤的 "蚤#!通假习惯上又称

假借%但严格说%通假与六书中的假借不同!区别在于%通假是

本有其字%而假借是本无其字!通假字不等于现代的写别字!

-甲骨文.又称卜辞$契文$龟甲文字$殷墟文字等!古汉字最早

的一种书体%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文字!是古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

的文字%大部分为殷商时代的占卜记录!始发现于 4566年%至今

已发掘7万多片%刻有单字共7899个左右%其中已识4:99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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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的最早成系统的汉字!其形体已由独体趋向合体!并出

现大量形声字"甲骨文图形性强#线条细瘦!方笔居多!字形还

不定型"亦是书法艺术中的书体"早期书体雄伟瑰丽$中期整饬

工丽$后期严整细密!秀逸雅丽"

%钟鼎文&金文的旧称"泛指古代所有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参见第

六卷中的 ’金文("

%石鼓文&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因石刻形状似鼓而得名"唐

初在陕西陈仓地区发现!又称陈仓十碣"鼓有 )*块!大小不一!
每块都镌刻有籀文四言诗一首!记述秦国君游猎之事!故又有猎

碣之称"刻石时代及内容说法不一!有唐张怀’等的 ’周宣王大

狩所作(说$宋程大昌等的 ’周成王所作(说$郑樵的 ’秦刻(说$
金马定国的 ’北周时物(说等"经近代和今人进一步研究!公认

为秦刻石"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馆"石鼓文书体介于古文与秦篆之

间!或称 ’大篆(!体态浑穆!画如屈铁"清康有为 +书镜,-’金
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潘迪 +石鼓音训,-’字
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宗也"(唐宋以来!
凡擅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书体"清代后期!碑学兴盛!
石鼓文影响更为广泛"近代吴昌硕把石鼓文的圆劲笔法!灵活地

运用在他的书画篆刻之中!表现有突出成就"石鼓文传世北宋拓

本以明安国十鼓斋 ’先锋(#’中权(#’后劲(三本为最"后传入

日本"现有影印本出版!被书家视为籀文之圭臬"

%篆书&.大篆和小篆的统称"狭义专指籀文和小篆"广义指甲骨

文#金文#籀文和小篆等先秦古文字"/王莽时六书之一"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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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大篆#$又称籀文!因录于字书 %史籀篇&而得名!与小篆对称!
’泛指除小篆以外的先秦文字(即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所有文

字!其书体大多古朴典雅(具有图案性的特点!

"小篆#又称秦篆!大篆的对称!传为秦代李斯等在大篆基础上加

以整理简化而成!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统一文字(废除六国文

字(以小篆为正字!小篆形体圆通匀称(世存 %琅 琊 台 刻 石&)
%泰山刻石&*残石+为其代表!

"草书#汉字字体之一!是书写草率简捷)笔画呼应相连的汉字字

体!有章草)今草和狂草之分!章草为隶书的草写体(又称草隶(
始于汉代!今草是楷书的草写体(是章草的演变(而脱去章草笔

画上隶书的形迹(字与字往往多连带)偏旁多互借代(形成于东

汉末(沿用至今!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进一步减

省)更加放纵(气势连绵恣肆(兴于唐代!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汉字字体之一!形成于汉末(盛行于魏

晋南北朝(通行至今!是在章草和隶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字

形方正均称(笔画平直!因可做 ,楷法-*楷模+而名!是书法艺

术的主要书体之一!

"古代汉语#古代汉民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古代汉语大致可以分

为文言和古白话两大系统!
文言 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先秦时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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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已经有很多完整的书面语言材料和一些成篇的著作!如"#尚
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庄
子$%#韩非子$等&这些文献材料与当时的口语应该是接近的!但

因有文人加工!还不能说是口语的如实记录&秦汉后!这种书面

语更加定型化!主要沿袭先秦的词汇%语法&但越来越与口语相

脱离!成为少数人的交际工具&在古代历史中!尽管有许多作家

曾把一些口语带进文言文!但由于他们使用的是一种仿古语言!仍
脱离不了先秦书面语言的模式&因此!文言既指先秦书面语!也

包括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
古白话 从唐宋时代兴起!以北方话为基础%与一定时代的

口语相接近的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魏晋以后!在某些作品中已经

出现了一些口语材料!而古白话的真正兴起则是在唐宋时代&如

唐代流传下来的佛经中的故事!宋代某些外交使臣的记录%理学

家的语录等都含有较多的口语成分或是很接近口语&通篇用较纯

净的口语来写作品的!是宋代出现的某些话本!即讲故事人所用

的底本&元%明%清以来!用当时口语写的小说及其他通俗文学

作品更多!如 #水浒$%#红楼梦$等&这些作品是古白话这种新

的书面语言的宝库!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由于这些作品所使

用的语言和五四以后形成的!也就是现代人所使用的口语的面貌

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别!所以人们把它叫做古白话或旧白话&古代

汉语在数学体系当中!以文言文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小学(传统语言学的旧称&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隋唐后!范围

扩大!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文字学以文字为研

究对象!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文字形%音义的

关系&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故文字学在我国特别发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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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许慎作 !说文解字"#依据文书说解文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化

分析字形和研究字源的著作#代表了中国早期文字学研究水平$音
韵学#又称声韵学#以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研究汉语语音系统

的沿革#注重辨析字音中的声%韵%调 &种要素#并研究其不同

时期的分合异同$音韵学在汉代已有发端#不少人在著书立说中

注意到了古今音的异同#但未系统的研究$隋唐后#各种韵书相

继出现#音韵学研究已成体系#发展到清代#音韵学#进入全盛

时期#对古韵的研究成绩最大$训诂学以古代语义为研究对象#特

别是以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也综合分析古书中的句

读 ’标点(%语法%修辞等语言现象$中国训诂学先秦即已萌芽#
两汉时期进入全盛#训诂学著作可分为两类$’)(搜集词语#分

类编次#解释其意义的$如 !尔雅"等*’+(专门解释某部古书

的#如汉人毛亨作的 !毛诗诂训传"等$清代是训诂学复兴时期#
专家%著作众多#水平最高$清以前#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

附属于儒家经学#研究小学是为了通经$至清末#章炳麟认为#小

学应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专门从属语言学$,小学-一词也不确切#
主张改为语言文字学$因小学名称简约#今天习惯上仍把传统语

言学称小学$

.修辞/根据使用语言的具体目的%场合#运用各种语言材料#使

用各种方法恰当地表达思想内容的一种活动$通俗地说#就是尽

可能地提高表达效果$修辞方式有两大类型$一是消极修辞#它

以表达明确无误为准#不求语言的华美%出奇$比如#某地去年

产粮 011吨#今年 0+0吨#应表达 为 ,今 年 产 量 超 过 去 年 产 量

02-$可这句话常误为 ,33超过去年产量的 02-$这多余的

,的-使句义大变$消极修辞就是要使表达不犯这种错误$二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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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修辞!它是在消极修辞基础上层可能地使语言生动"感人#比

如惊讶某人长得高!可以说 $你可真高%!也可说 $你比电线杆子

也就矮一点儿%#后一句虽未用 $高%字!而且用了 $高%的反义

词 $矮%!但生动"具体"形象!给人印象就深#
修辞的手段有&’()利用语音#如中国诗歌中的平仄"压韵"

节奏#’*)利用词汇#主要是同义词的调度#如鲁迅小说 +孔乙

己,中!主人公与别人争论 $窃书%不算 $偷%!用同义词间的差

异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利用语法格式#主要指句式上的变化!
如长句与短句!正常语序和倒装语序#’.)利用修辞格#修辞格

是一些起修辞作用的语言格式!如常用的比喻"夸张之类#
$修%是调整!$辞%是言辞#$修辞%就是调整我们的言语!

使之适当#科技文章!务求准确明白!外交辞令可以故意含糊!声

讨民众之公敌!不妨言辞犀利!劝人从善又要委婉动听#总的原

则是&依具体目的与环境 ’语言的和社会的)!做最佳的调整#

/汉语修辞学0以汉语修辞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科#中国历史文献

浩如烟海!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修辞例证#古代学者在讲求语言

艺术时也及时总结规律!这成为今天汉语修辞学的先驱#较突出

的有南朝齐末梁初 ’公元 1世纪)刘勰的 +文心雕龙,"北宋欧阳

修 +六一诗话,"南宋陈(的 +文则,#到元代!有王构 ’(*.12
(-34)的 +修辞鉴衡,!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以 $修辞%为书名的修

辞学著作#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以现代白话文为对象的修辞学

著作#(4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汤振常 +修辞学教科书,是现代修

辞 学最早的专著之一#(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唐钺的 +修辞

格,!这是中国第一本修辞格专著#(4-*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陈望

道+修辞学发凡,#此书继承中国传统修辞理论!又引入现代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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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的理论!结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实际!对中国修辞学

做了全面的整理"归纳并积极探索!使汉语修辞学达到了一个新

水准!被认为是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年!吕叔湘"朱

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对消极修辞做了较全面且细致的分析#)*
年代!’中国语文(杂志对修辞学展开讨论!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

设想#$%+%年郭绍虞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尝试把修辞和语法结

合起来#,*年代!汉语修辞学开始从不同方面"角度进行各种研

究!在修辞方法"修辞专书!近代汉语修辞"现代作家修辞"修

辞格!结合写作的实用修辞"与交际功能相关的功能修辞及其他

各方面!均有进展#从整体上看!汉语修辞学尚有待成熟#

语言学家-著作

.扬雄/0前 &12公元 $,3 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

阁!官为大夫#少好学!博通群籍!多识古文奇字!长于辞赋!早

年作有 ’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后转而研究哲学和

语言文字学#哲学上主张 4玄5是宇宙的本原#4玄5发布阴阳二

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按阴阳二气的运

动法则进行变化#他讲的 4玄5带有神秘性!但他主张 4玄5在

天地万物之中!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他批判神仙迷信和谶纬之学!
说人 死 之 后 不 能 为 神 仙6主 张 事 物 是 变 化 的!变 化 中 有 继 承

04因53!也有创新 04革53!这里包含有辩证法因素#扬雄强调

知识的重要!提出 4修性之说5!说 4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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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恶人!"把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看作修性的基本内容#著作有

$太玄%&$法言%等#在社会伦理方面"崇尚儒家学说"主张一切

言论应以 ’五经!为准则"反对老庄 ’绝仁弃义!#在语言文字学

方面"著有 $方言%"叙述西汉时期各地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史

上第一部 ’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方言学上也占有重

要地位#又续 $仓颉篇%"编成字书 $训纂篇%#

(许慎)*+,-./01-2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字叔重"汝南

召陵 *今河南郾城2人#曾为郡功曹"后被举为孝廉"又为太尉

府南阁祭酒"当即丞相府阁下之令史#曾从名儒贾逵问学"通籀

篆 古文#鉴于当时俗儒说字解经多与古义不合"故作 $说文解

字%/+篇#该书是中国最早的最有权威的一部古文字字典"对后

代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形音义及汉字的发展历史有重要参考价

值#还著有 $五经异义%和 $淮南子注%"已散佚不存#参见 ’说
文解字!#

(刘熙)汉末训诂学家#又作刘熹"字成国"北海 *今山东北部2
人"生平事迹不可考#著有 $释名%,卷"以声训法探求语源"考

证名物"为汉语语源学的重要著作#

(郭璞)*314.5332 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字景纯"河东闻喜

*今属山西2人#东晋初为著作佐郎"后为尚书郎记室参军"死后

赠弘农太守#博学善思"通经术"谙古文奇字"兼明阴阳历事"擅

长 诗赋"著述甚多#训诂方面有 $尔雅注%& $方言注%& $尔雅

音%&$尔雅图%&$尔雅图赞%&$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三
苍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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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法言"隋音韵学家#名词 $或作慈%&以字行#临漳 $今属河

北%人&官承奉郎#曾与刘臻’萧该’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

若’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共讨音韵&取古今字书&诸家音韵&捃

选精切&由陆氏编成 (切韵)五卷&为音韵学的重要著作#

!陆德明"$约 **+,-.+% 隋唐经学家’训诂学家#名元朗&以

字行#吴郡 $今江苏吴县%人#初仕陈&为左常侍&入隋&为秘

书学士&迁国子助教&后入唐&征为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精

研经书&搜访异同&博采诸家训诂和汉魏六朝音切 /.+余家&著

(经典释文).+卷&收录经书 01种&为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

总汇#

!徐铉" $20-,220% 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字鼎臣&扬州广陵

$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吴&为校书朗&仕南唐&知制诰&迁中书

舍人&累官至吏部尚书&后归宋&为右散骑常侍#通文字学&擅

小篆’工隶书&曾与句中正’葛湍等人校订 (说文解字)&新增标

目&增加反切&补充注释&并新附 (说文)所未载者 1+/字&世

称 3大徐本4#

!徐锴" $2/+,251% 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字楚金&扬州广陵

$今江苏扬州%人&徐铉之弟&与其兄齐名&世称 3小徐4#精通

文字学&广搜 (说文)传本&著 (说文解字系传)1+卷&纠正李

阳冰刊定 (说文)之失&注意到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时有

创见#另有 (说文篆韵谱)*卷&(方舆记)’(古今国典)’(岁时

广记)等著作&今大多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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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明清之际思想家+语文学家,字宁人-
号亭林-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学识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
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无不探究原

委-著述极富,语文学著作主要有 .音学五书/+.韵补正/+.日
知录/等-考订古音-离析 .唐韵/-分古韵为 $0部-在音韵训

诂上多有创见-被后世誉为古音学的奠基人,

!戴震"#$1)&’$111* 清代皖派经学的开创者,乾嘉时哲学家+
小学家+地理学家和算学家,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著

述甚富且精,与小学有关的著作有 .声韵考/+.声类表/+.方言

疏证/+.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等-分古韵为 2类 )3部-
首创阴阳入对转理论-又作 .转语/)(章-已佚-于音韵训诂多

有建树,

!钱大昕"#$1)(’$(04* 清吴派经学家+史学家和小学家,字

晓徵-又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

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少詹事,著述甚富-多有发明,尤

精通音韵训诂-在古声母研究上有首倡之功-证明古无轻唇音-古

无舌上音,主要著作有 .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

堂金石文跋尾/+.通鉴注辨正/+.经典文字考异/+.恒言录/+
.唐石经考异/等,

!段玉裁"#$1&3’$($3* 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字

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

苏金坛人,曾任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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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岁时称疾告归乡里$#%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曾

师事戴震$并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段

氏博览群书$著述宏富!所著 ’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 ’音学五

书(和江永 ’古韵标准(的基础上细加剖析$分古韵为 )*部$在

古韵学上有重大意义!所著 ’说文解字注($更是体大思精$前所

未有!不仅把 ’说文(在考订文字&语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

值阐发无遗$而且创设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

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还著有

’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
’汲古阁说文订(及 ’经韵楼集(等!

+桂馥,-)*./0)%1#2 清代文字训诂学家!字冬卉$号未谷!山

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云南永平县 知 县!尤 善 ’说

文($时与段玉裁齐名$著有 ’说文解字义证(&’札朴(&’缪篆分

韵(等!

+王念孙,-)*""0)%.32 清代音韵训诂学家!字怀祖$号石月瞿$
江苏高邮人!曾中进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官至直隶永定河道!
罢官后居京师旃檀寺第!谙熟经传诸子$深通音韵之学!曾辨析

’诗经(&’楚辞(&’淮南子(&’易林(等书用韵$定古韵为 3)部$
对古书中文字的假借$声音的通转都深有领会$故能超越前人$独

有创获!所著 ’广雅疏证()1卷$搜罗汉魏以前古训$详加考证$
以形&音&义互相推求!所著 ’读书杂志(%3卷$校正文字$阐

明古义$多有卓见!还著有 ’古韵谱(&’方言疏证补(&’释大(等!

+王引之,-)*//0)%."2 清代训诂学家!字伯申$号曼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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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高邮人!曾中举人"进士#由翰林院编修为礼部尚书#又改为

工部尚书!继承其父王念孙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由治

经 学而深究训诂学#用训诂以说经并校正群经!所著 $经义述

闻%&’卷#既熟于汉学的门户#又不囿于汉学的藩篱!善于以声

求义#发前人所未发!字有假借#则求其本字#以正其解#成就

甚多!所著 $经传释词%()卷#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自

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凡有虚词的文句都一一搜讨诠释#贡

献很大!这两部书都是研究训诂学的重要参考书!

*王筠+,(-./0(.1/2 清文字学家!字贯山#号)友#山东安

丘人!道光元年举人#官山西乡宁知县!博通经史#尤长于 $说
文%#主要著作有 $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
$文字蒙求%等!

*朱骏声+,(-..0(.1.2 清代文字训诂学家!字丰芑#号允倩#
江苏吴县人!博学多识#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尝举乡试#为

安徽黟县训导!著作甚多#刻版的只有 $说文通训定声%和 $传
经堂文集%()卷!$说文通训定声%凡 (.卷#是一部按古韵部改

编 $说文解字%的书!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于古

韵十八部#同从一个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

字之下#先释 $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 3说文45
次陈述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即所谓 3通训45再举出上古韵文中

的用韵来证明古音#阐明字音#即所谓3定声4!全书共收字(-’/)
字#极为丰富!此书不是专门为解释许说而作#而是在 $说文%本

训之外#详举其他意义#以辨析引申义和假借义#对研究词义的

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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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 清末语法家,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曾

在法国人办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读书-通晓法文和拉丁文,曾赴法

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后任驻法使馆翻译,回国后入李鸿章办

洋务,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借鉴拉丁语法-从经.史.子.集

中选取大量例句-加以归纳.描写.分析-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系

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 /马氏文通0-/文通0在汉语语法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汉语语法研究脱离了传统 1小学2的范

畴-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参见 1马氏文通2,

!陈望道"#$%)*($)33+ 中国当代语文学家和教育家,原名参

一.融-浙江义乌人,曾赴日本留学,负责过 /新青年0的编辑

工作-历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职,他毕生从事文化

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

著 /修辞学发凡0出版于 $)45年-全书共分 $5篇-分别讲述修

辞学的各个方面-引例丰富-归纳系统-阐释详明,首先提出了

1消极修辞2和 1积极修辞2两大分界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

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 4%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

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

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他还是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

发起者和组织者-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1大众语运

动2的倡导者和促进者-对文法革新.语文改革.文字改革和推

广普通话工作都作朋了积极的贡献,他的论文和著作-已由复旦

大 学语言研究室编成 /陈望道文集04卷./陈望道语文论集0.
/陈望道修辞论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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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

学家,$&’%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先后著有 -甲骨文字研究.+-卜
辞中的古代社会.+-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周青铜器铭文

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晚年主编 -甲骨文合集.,对古

文字研究多有贡献,参见第三+六卷中的 0郭沫若1,

!黎锦熙"#$%&2($&)%* 中国当代语言文字学家,字劭西/湖

南湘潭人,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

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他从事语文教学和

科学研究近 )2年/研究的领域涉及语言文学的各个方面/有论文

322多篇/专著 32余部,影响较大的有 3个方面4推广普通话和

改革汉字/语法研究和语言教学/辞典编纂,在推广普通话和改

革汉字方面/他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始终不懈/提出过很多建

设性主张,他倡导并组织了国语研究会/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

语统一5与人共同向教育部呈请公布注音字母/创议并参加 0国
语罗马字拼字法式1的拟订/并创办 -国语周刊./提倡白话文/
推 广共同语/宣传汉字改革,这方面的代表作是 -国语运动史

纲.+-中国文字与语言.+-文字改革论丛.+-汉语规范化论丛.,
在语法研究和语言教学方面/颇有建树,他在教学实践基础上/系

统地整理出白话语法规律/写成 -新著国语文法.,这是中国第一

部系统的白话语法著作/从 $&’6年到 $&77年止共印行 ’6版/对

中国语法学界影响很大,语法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 -比较文法.+
-汉语语法教材.#与刘世儒合著*,在辞典编纂方面/他写成了

-中国大辞典长编./主编出版的辞书有 -国语辞典.+-新部首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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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国音字典!"#中华新韵!"#汉语辞典!"#学习辞典!"#同音字

典!"#学文化字典!等$

%罗常培&’()**+(*,)-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字莘田.号恬庵.
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平民家庭.先世属吉林宁塔萨克达氏$历

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先后任美

国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筹

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在少数民族语言研

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各方面都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并

有突出的贡献$著有 #厦门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国音字

母演进史!"#临川音系!"#中国人与中国文!"#汉语音韵学导

论!"#语言与文化!等.并与别人合著 #普通语音纲要!"#莲山

摆彝语文初探!"#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人思

巴字与元代汉语!等.他的重要论文收入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

集!$

%王力&’(**/+(*)0-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诗人$字了一.广

西博白人$曾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清华

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

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1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曾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

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他从事语言科学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0/余年.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

才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生著述 1/多种.论文近 2//篇.共约

(///余万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很多都具有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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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法学方面!他 "#$%年发表的 &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被誉为

(文法革新的宣言书)!*+年代出版的 &中国现代语法’和 &中国

语法理论’!建立了自己的语法体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在音韵学方面!所著 &中国音韵学’及其他一系列论著!对

音韵研究有重要影响,在词汇学方面!所著 &汉语史稿’对汉语

的 语音-语法-词汇作了深入研究,还著有 &中 国 语 言 学 史’-
&汉语诗律学’-&古代汉语’等,他的论著汇编为 &王力文集’!计

划出 .+卷,

/吕叔湘01"#+*2 3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学家,江

苏丹阳人,"#.%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2"#$4
年公费到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留学,"#$5年回国后!先后在

云南大学-华西联合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校

任教学和研究工作,"#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任研

究所所长-名誉所长,"#6*年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5+
年起任副主任,同年被选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语法理论方面的

主要著作有 &中国文法要略’1$卷本!商务 "#*.2"#**年3-&语
法修辞讲话’1与朱德熙合著!开明 "#6.年3-&汉语语法分析问

题’1商务 "#4#年3以及 &汉语语法论文集’1科学出版社 "#66
年3,&语法修辞讲话’从 "#6"年 %月 %日开始在 &人民日报’连

载!该报同时还发表社论 &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

和健康而斗争’,&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一部重要的汉语语法理

论著作,分引言-单位-分类-结构 *章!以语法分析问题为纲!
对一些语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探讨,对国内

外重要语法学派兼容并蓄!取长弃短!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汉语

语法论文集’1科学出版社 "#66年3收集了他在 *+年代研究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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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的主要著作!与叶圣陶"朱自清合编#开明文言读本$初"
二"三册%并亲自为该书写了 #导言$!后来他又把这 &本书缩编

为 #文言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他曾直接参加并指导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并为讲解 #暂拟$的专书 #语
法和语法教学$撰稿!关于语文教学的论文%收入 #吕叔湘语文

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年,中!

.丁声树/’()+)0()*),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号梧梓%河南邓

县人!()&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任职%历任助理员"编辑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20()2*年

去美国考察%参加美国语言学会%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部研究员"
耶鲁大学研究院语言学部研究员!回国后一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曾任 #中国语文$杂

志主编%词典编纂室主任!他治学严谨%除在汉语音韵学"训诂

学诸方面有所贡献外%在语法"汉语方面"词典编纂等方面贡献

突出!曾与吕叔湘等合著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3(
年,%该书系描写语法%在选例"析句等方面均有特色%在中国语

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李荣合编了#汉语方言调查简表$’()43
年,"#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科学出版社 ()4*年,和 #昌黎方言

志$’科学出版社()3+年,!三书均对全国方言普查工作有所助益%
也是对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贡献!他主编的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

()-*年,是一部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中型词

典%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均有特色!

.高名凯/’()((0()34,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福建平潭人!毕

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后%继入燕大研究院!()&3年赴法国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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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语言学!"#$%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任燕京大学讲

师’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至逝世!"#$#年前&
以研究汉语语法为主!自"#()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主任起&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出版的专著 "%余种中&
以 *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言论+’*语法理论+’*语
言和思维+等最有影响!他发表论文 "%%余篇&其中 *关于汉语

词类的分别+,"#()-曾引起语法学界的重视&*中国语文+为此

开展了汉语词类的讨论!苏联语言学家康拉德在其 *论汉语+中

主张 .汉语有词类说/&他的论文意在支持龙果夫’鄂山荫等人的

论点&以反对马伯乐和高本汉等人主张的 .汉语无词类说/!高名

凯 的论文则是支持马伯乐’反对康拉德的!他并且接连发表了

*再 论 汉 语 的 词 类 分 别+ ,"#($-和 *三 论 汉 语 的 词 类 分 别+
,"#((-&坚持了自己的论点!在当时中国语法学界类乎围攻的形

势下&高氏坚持真理’忠于学术的精神是应予肯定的!

0张志公1,"#"23 -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学家!北

京人!金陵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历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教师’副

教授!"#$#任开明书店编辑!"#("3"#4%年任 *语文学习+主编!
"#((年起历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外语编辑室主

任’编审’副总编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

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外语

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会长!著有 *汉语语法常识+,上海教育

出版社 "#(5年-’*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汉语

语法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 "#4)年-!他主要的贡献是在建立中

学教学语法体系方面!(%年代中期他主持编订了 *.暂拟汉语教

学语法体系/简述+,以下简称 *暂拟+-并据此体系主编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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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课本#和介绍 !暂拟"的 !语法和语法教学"$人民教育

出版社 %&’(年)*他的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初版#%&,-增订再版)#是对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的第一

次总结*他关于现行语文教育的多篇论文收入 !谩谈语文教学"
$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年)和 !语文教学论集"$福建人民教

育出版社 %&-%年)中*

/尔雅0中国最早的一部训解词义的书*原无作者署名*后人一般

以为是秦汉间人所作#作者并非一人#当是学者采集训诂注释#递

相增益而成*!汉书1艺文志"著录 !尔雅".卷 +2篇*今本 %&
篇*分为释诂3释言3释训3释亲3释宫3释器3释乐3释天3释

地3释丘3释山3释水3释草3释木3释虫3释鱼3释鸟3释兽3
释畜*4尔雅5是近正的意思*该书以通名释别名#以今俗释古雅#
是考证古代词语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用以解说

儒家经义#至唐宋时成为 4十三经5之一*注释 !尔雅"的#以

晋郭璞注3宋邢*疏的 !十三经注疏"本最通行*清邵晋涵 !尔
雅正义"3郝懿行 !尔雅郭注义疏"在疏解字义方面#远胜于邢疏#
较为精密*

/广雅0训诂书*三国魏张揖撰*本书为增广 !尔雅"而作#故名*
广辑周秦两汉古书中的训诂*原书分上中下 .卷#唐以后拆为 %2
卷#篇目次序依据 !尔雅"#所释训诂名物共 +.22余条#是研究

古代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资料*主要注本有清王念孙 !广雅疏证"*

/说文解字0简称 !说文"*文字学书*东汉许慎撰*共 %’卷#正

文 %6卷#叙录%卷*今存宋初徐铉校定本#每卷分上下#共.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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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小篆!"#"个$列重文%%&"个$根据字的形体结构及偏旁为#’(
部首)据形系联$按部首编排$分析字形结构$说明字的本义$并

用读若和形声声符来说明字音)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文字

进行系统研究的字书)首创部首编排法$奠定了后代字词典的规

范$确立了六书原则$建立了文字学体系$汇总保存了东汉以前

的古词*古义*古音)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和重要

地位)

+康熙字典,中国古代汉语字典)清张玉书等奉诏编纂$’-卷)依

据 .字汇/和 .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补修订而成)全书共收 ’0("#
字$分 %-集$按地支顺序排列)每集又分上中下 "卷)书前附有

1总目2*1辨似2*1检字2*1等韵2各 %卷)书后有 1补遗2%卷$
收冷僻字)1备考2%卷$收不通用字)此书收字丰富$引证详尽)
但因成书于众人之手$疏漏错误较多$使用时应加辨别)王引之

有 .康熙字典考证/$日本人度部温有 .康熙字典考异正误/$均

可作参考)

+文字蒙求,汉语文字学著作)清代王筠编撰)取 .周易/1童蒙

求我23不懂事的儿童向我请求4的意思$表示这本书是为适合儿

童的要求而作$故名)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它作为一种儿童识

字的课本$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本书从许慎的 .说文解字/一

书中选取 -(((多个常用字$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类分别

排列)每个字先列楷书字形$后列小篆形体$然后加以解说)它

的说解力求简洁明了$有的字甚至不加注解)对十分常见的字$也

就不加注音)对一些作者认为 .说文解字/中篆书形体有讹的字$
就在楷书之下列出金文形体)对字义的训释和字形的解说$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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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本人研究所得!有的是吸收当时人的研究成果!大都平实

允当!通俗易懂!十分便于初学"#$%&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文字

蒙求(附有按笔画排列的 ’检字表(!使用方便"

)铁云藏龟*清代甲骨学著作"是 #+$$的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部

甲骨著录书"著者刘锷 ,#+-./#$0$1!原名孟鹏!字云抟2后更

名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性嗜

金石3古钱3碑帖3字画等等"一度收藏甲骨文达 -000片以上!
并第一个识得甲骨文为 4殷人刀笔文字5"’铁云藏龟(于光绪二

十九年 ,#$061抱残守缺斋石印刊行!共 %册!收甲骨拓本 #0-+
片!除去重片和伪刻!实为 #0-#片"书前有罗振玉3吴昌绶和刘

氏自作三序"#$6#年上海虫覃隐庐又加重印!并增附鲍鼎释文!与罗

振玉 ’铁云藏龟之余(合为 %册"#$-$年台湾艺文印书馆重印本!
增加了摹本以便对照"#$.-年严一萍又对原书进行整理!换原拓

本!补失拓背文!缀合!断代分期!编为 ’铁云藏龟新编(出版!
收录甲骨文 #076片"

)马氏文通*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原名 ’文通(!清

末马建忠著"#+$+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 #0卷"卷一正

名!介绍主要术语2卷二至卷九!依次论述各类实词和虚词2卷

十论句读!是句法的总论"该书以典范的文言文为研究对象!取

村于四书3三传3史记3汉书以及韩愈的文章!例句有七八千"该

书体系借鉴西方传统语法!同时也注意到汉语实际"比如在词类

系统中!单立了一类西文所没有的助字 ,语气词1"又如在句法系

统中把静字 ,形容词1和动字 ,动词1并列!认为它们都能充当

语词 ,谓语1"’文通(奠定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在汉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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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汉语语法研究脱离了传统 "小学#的

范畴!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词诠&古汉语虚词词典$近人杨树达著$’(卷$收古书中常见的

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一部分代词)内动词)副词!共*+,个$
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每字先注音!次注明词类!次释义!说明

用法!最后举例说明$全书体例较严谨!释义精当!为汉语虚词

研究的重要著作$

%辞通&辞书$近人朱起凤著$-*卷!分上下两册$收集唐代以前

经)史)子)集中的双音词近 *万条$按平水韵 ’(+韵排列!将

同音异形)音近假借)义同通用的词列在一起$博举古籍为证!说

明用法!注意运用因声求义!明其流变!尤重联绵词的阐释$为

阅读古籍的重要工具书$

%甲骨文合集&中国当代甲骨学著作$是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文以

来划时代的大型甲骨文汇编$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编辑$’,012
’,1-年中华书局用珂罗版影印出版$共 ’3卷!著录 ’1年来发表

或未发表的殷墟甲骨文凡 *’,4+片!前 ’-册为拓本或照片!后 ’
册为摹本$甲骨按 4期断代5第一期!武丁时6第二期!祖庚祖

甲时6第三期!廪辛康丁时6第四期!武乙文丁时6第五期!帝

乙帝辛时$对有争议的或比较特殊的一批甲骨文!则分别集中在

一起!附于一期之后$又按甲骨文内容!分成阶级和国家)社会

生产)思想文化)其他四个大类!以及包括贵族)平民)官吏)军

队)刑罚)战争)方域)贡纳)农业)渔牧)交通)天文气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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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疾病!生育!宗教!梦幻!卜法等几十个细类"该书被誉为

#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表彰

奖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所颁一等奖!吴玉章学术基

金会历史学特等奖"

%中华大字典&中国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 ’(汉语大字典)以前*"
欧阳溥存!徐元诰等编+中华书局,-,.年出版"收字/01万多个+
比 (康熙字典)还多"这部字典的注释编排得非常醒目+每字下

先列反切注音+然后排列义项"每义项下都先释词义+后列书证"
各个义项都按所标的数字号码顺序排列"所释的字如有别音!别

义+就另作一个字头+排在后面另作解说"可以按部首或笔画检

字+是一部较好的古汉语字典"

%辞源&中国规模较大的古汉语词书"它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

书为基础+又吸书了现代词书的特点+在单字词目下收列大量古

今复词!成语!典故!熟语!古代典章制度名词!重要人名!地

名!书名!事件名以及新术语概念+成为中国第一部有现代意义

的词典"收单字,,23/个+复词144-3个+合计词目-1--3条"词

语大多结合书证+探求语源"于 ,-,.年由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
陆尔奎!张元济等编校"又于 ,-5,年出版 #续编$+,-5-年出版

#合订本$+,-/-年出版 #简编$",-.1年开始修订+,-4-年出版

/册 #修订本$"对读者阅读古籍+解决语词典故!古代文物典章

制度等疑难问题+提供极大方便"

%辞海&中国编纂的综合性词典"舒新城等主编"于 ,-56年由中

华书局出版",-.1年开始修订+,-6.年出 #未定稿$",-4-年由

5./2语言学和语言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卷 "修订本#$%&’(年出版%卷 "缩印本#$
%&’!年出版 "增补本#$同时于 %&)&年出版各学科 "分册#本$它

由语词和百科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收单字 %*’)+个,连同一般词

语和专科名词术语共 %(-.)’条$全书在收词/释义/引证以及体

例等方面比较严谨,但有些条目有时代政治痕迹$它以解决一般

读者 "质疑问题#为主,释文重在介绍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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