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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语言学事实的存在源远流长，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实验性学科其历史则较短。
1870年波兰语言学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应用语言学”这一术语，经过近百年的酝酿
、探索，到20世纪40～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的发展，对语言在各
方面的应用提出了诸多课题，于是一门多学科结合的应用语言学才作为独立学科建立起来，60年代开
始进入发展时期，其标志是1964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的成
立。
弗赖斯(C．Fries)、拉多(R．Lado)、弗格森(C．Ferguson)、里弗斯(W．Rivers)等对应用语言学的建立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在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及语言教学理论、方
法和手段等方面都比较先进。
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是随着语言学与计算机的紧密结合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沃古瓦(B
．Vauquois)、伍兹(W．Woods)、维诺格拉德(T．Winograd)、海斯(D．G．Hays)、巴希勒(Bar
―Hillel)、马丁·凯依(Martrn
Kay)等贡献很大。
社会语言学在欧、美一些国家先发展起来，拉波夫(W．Labov)、甘柏兹(J．J．Gumperz)、海姆斯(D
．H．Hymes)、罗曼(S．Romaine)、特鲁吉尔(P．Trudgill)等人很有贡献，他们以其研究成果及方法论
为支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在社会上影响较大。
语言规划方面，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也比较领先，威因里希(Vreil
weinrich)、费什曼(S．Fishman)、克洛斯(Kloss)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总体上看，国外应用语言学发展很快，但在理论上还比较薄弱，这有多方面原因：一个是学科形成
到现在的时间还不太长，学科基础不够深厚，理论研究自然比较薄弱；另一个是应用语言学涵盖的内
容繁多，不容易进行总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加强应用语言学各分支学科方法论的综合梳理与总结，加强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研究，将是应用语言
学今后在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
中国应用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其标志是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成立和1992年《语
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
1995年召开“首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会上的学术成果丰富多彩，充分显示我国的应用
语言学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我国应用语言学能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独立学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二
是受国外的影响。
这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强调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更加重视应用，
强调科学研究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而国外的应用语言学已经比较成熟，并成为热门学科，我们引
进了这门新兴、实用的学科及国外的先进成果。
我国应用语言学自建立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了语言应
用、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处理等专业刊物，筹备成立学术团体，建立了一批硕士点和博士点，并逐步
建立了学科基地，在高等院校开设了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专业队伍，取得了不少
有价值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我国应用语言学在研究、解决语言应用的实际问题，正确引导我国语言生活，满足社会
、文教、科技的需求等方面，应当做出更大的成绩，同时为世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应用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分广义、狭义两种。
狭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
中国一般取广义的，也有取狭义的。
我们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具体包括四大部分：一是语言教学，主要
研究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二是语言规划，主要研究语言地位问题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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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同社会的关系和语言的社会应用；四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现
代科技的关系，例如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同相关学科发生关系的学科。
作为交叉学科，它和本体语言学具有交融性。
如，语法学谈语法结构属于本体研究，而谈语法运用就跨界了，谈语法规范基本上属于应用语言学了
。
应用语言学既注重语言应用规律和基础理论的研究，更着眼于语言的实际应用研究；既注重思辨性的
探讨，更立足于自然观察、社会调查和科学实验。

　　正是由于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比较薄弱，所以过去国内外有些人认为，应用语言学没有什么理论，
它只是对语言学理论的运用。
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没有理论怎么能成为一门学科？
事实上应用语言学有自己的理论，如交际理论、动态理论、中介理论和人文性理论，尽管这些理论还
不够成熟，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交际理论是居总纲位置的理论，是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结合的纽带。
交际是一种活动，语言存在于交际活动之中。
因此，语言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性是语言的本质。
其实人们早就看到了语言的动态性，问题是如何看待语言的动态和静态的关系和地位。
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静态看作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认为动态
是对静态使用的表现。
语言的动态理论则认为，物体运动速度不同，速度相对比较慢的叫稳态，速度相对比较快的叫动态，
动态是语言的主导方面。
而所谓的静态只是为了研究、说明、解释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状态。
中介理论一开始是从语言教学中来的，现在不仅语言教学讲中介，社会语言学也重视中介。
还有人文性理论。
这三者都是语言交际理论下位层次的理论，此外还有层次理论、潜显理论等。
与理论相关联的是方法，应用语言学的方法有综合的，也有本学科常用的，总体上是兼容的；其实有
些方法很难截然分开是属于本体语言学或其他学科还是应用语言学的，只是在研究中有时会有所侧重
。
另外，方法和方法论也有层次，在一个层次里是方法，在另一个层次里它可能又是方法论。
应用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决定它的方法主要是兼容综合的。
有传统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如比较法，它从本体语言学中来，在应用语言学中也非常重要。
应用语言学也有自己比较常用的方法，比如实验法和计量法，这些方法在传统语言学和有些学科中也
使用。
现在就我国来看，实验法在应用语言学中用得不够好。
计量法在我国应用语言学中有的用得比较好，但总体上用得还比较少，而国外这方面用得很好。
还有调查法，在传统语言学和有些学科中也用，但应用语言学中用得更多一些。
可以说，实验法、调查法和计量法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方法。
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论，特别强调使用的方法要受到实践的检验。

　　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有自己的特色。
我国应用语言学建立的背景是：那时语言教学需要加强，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语言文字
工作决策要进一步科学化；语言研究要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新兴的交叉学科要进一步发展。
语用所就是随着这几个条件成立和发展的，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实际上也是随着这几个条件产生和发展
，并为这些条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十多年来与上面几个方面的需要和发展同命运，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命运，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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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国外相?较，我们的应用语言学比较注意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实际问题和总规律，而且认为应用语言学
不只是理论的应用，本身也有理论。
在理论方面，有从国外借鉴而有所发展的，有主要是我国提出的。
在分支学科方面，尤其是语言规划、语言与社会文化、语言信息处理等，我们也有许多特点。
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一建立，基本上就是取广义的，在研究中跟语言实际紧密结合，力求解决我国语
言应用、语言教学和语言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我国的语言应用研究还跟本体语言研究密切结合。
一个时期我国的本体语言学很受重视，现在研究应用语言学的有一批是从本体语言研究中?的，他们兼
做本体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这对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十分有利。
有比较好的本体语言研究做基础，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好传统，也是我国语言应用研究的一个特
点和长处。

　　近些年来，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这是令人鼓舞的。
一门学科的发展，要具备两个相互推动的基本条件：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外部条件；二是及时
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内部条件。
从外部条件看，我国社会条件的改善，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深化等等，
对我国的应用语言学提出了许多要求，同时也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内部条件看，重视、关心、参加语言应用研究，是我国自古以来语言研究的传统。
同时，我们还有了一支良好的研究队伍。
我国的应用语言学正遇到好时机，在今后时期内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理论和方法方面也会有所加强和
完善。
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在理论建设、方法研究、队伍建设及学科的整体规划方面，还存在
不足，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
理论建设的不足，跟我们的语言应用研究工作急于求成，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很大关系。
语言应用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启动起来需要一定时间，而要停下来，由于惯性作用也需要时
间，所以语言工作有时要适度超前，做好促进工作。
对队伍建设的重视不够，也跟过去对语言应用的认识不足有关。
在方法、方法论建设方面，现在做得不够好、研究不够深入，计量、实验等方法用得较少，还有为方
法而方法的情况，采用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
对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不够完整、不够清晰、不够具体，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存在上述问题，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
历史上，我国的语言学理论建设有较大局限，科学方法没能很好发展起来。
现实中，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比较薄弱。
今后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加倍努力。
应用语言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因此队伍建设要重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加强两栖人才、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
作为现代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应该懂语言学又懂现代科技及其他相关学科。
学科建设，还要有学科带头人、学术领袖和高层次的学术群体。
纵观我国学科发展情况，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领袖起了很大作用。
学术群体不一定是地域性的，可以跨地域跨学科，既有共同点，又有个性，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合作的
、交融的。
我们还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空气，要提倡学术民主，在这方面我们和国外差距较大。
应用语言学搞得好不好，要看我们对问题的解决程度，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是
学科发展的立足点。

　　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材建设。
在1998年第二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上，许嘉璐先生对应用语言学科今后的发展谈了三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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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是要加强理论建设，二是要使应用语言学进入大学课堂，三是研究人员要实行知识更新。
会后，我们讨论了应用语言学进入大学课堂问题，想组织人员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
不久，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和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共同策划此事。
1999年10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应用语言学
教材建设。
陈章太在会上作了?关于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陈章太说：“应用语言学在国际、国内建立以后，其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主要方法，以及新的研究
成果，应当编入有关的教材当中；而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用语言学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教
育、文化、科技等对它提出的问题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也要通过教材把它总结、肯定下来，以
便传授给众多的专业受业者，并促进本学科的不断发展。
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成体系的应用语言学教材，更谈不上教材的多样与选择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
小的损失和遗憾!摆在我们应用语言学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有利的条件
，尽快编写、出版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较高水平的应用语言学教材。
”(《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1期)这次研讨会之前，已经策划快一年了。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了总主编、分册主编、策划人员等参加的工作会议。
陈章太就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缘起、特色、编写人员、具体要求和第一批书目等问题做了具体
说明。
计划第一批编写10本，都叫概论。
总主编是我们两人。
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俞士汶主编《计算语言学概论》，庄文中主编《中小学语言教学概
论》，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陈章太主编《语言规划概论》，戴庆厦主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张颂主编《传播语言概论》，李如龙主编《文化语言学概论》，曹先擢主编《中国辞书学概论》
，袁晖主编《汉语语体概论》。
会议决定成立这套教材编委会，由总主编、分主编和有关人员组成。
各分册编者请有实力的本学科学术带头人担任，组织编写人员时应注意老中青结合、教学人员与科研
人员结合。
每一分册的编写组拟出大纲，其框架和内容经过编委会详细讨论，最后由总主编和分主编审订。
会议商定2002年陆续完成初稿，由分主编统稿，总主编审稿，最后由分主编定稿，2003年分期出版。
?间又召开了几次编委会，主要讨论全书的内容、写法、体例，及有关的编务，交流各书大纲和编写过
程中的问题。
编写、出版工作大体按计划进行。
这套教材的体例总的来说是统一的，第一章是“绪论”，最后一章是“回顾与展望”。
一般每节后面配有思考和练习题，章后附有参考文献，书末附有术语表。
各书有自己的内容，但有的内容是共有的，共有的内容在观点和写法上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可以
说是大同小异吧，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可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这套教材的编写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两年?，我们将根据读者意见和学科发展及教学实际的需要，再进行认真修订。

　　最后我们要衷心感谢参加这套教材编写的全体同仁，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编写工作才得以
顺利完成。
我们还应该真诚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有关同志，正是由于他们的最大支持和认真督促，这套教材
才能够如期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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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语言规划
　　第一节 语言规划的性质、意义
　　第二节 语言规划的对象、内容
　　第三节 语言规划的理论、原则
　　第四节 语言规划的方法、步骤
　　第五节 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
第九章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的素质和要求
附录一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问?》例选
附录二 社会语言学研究报告中的图表示例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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