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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的教学辅导书，适合使用该
教材的老师和学生使用，也可供高校其他语言类课程的老师、学生及语言学爱好者参考。
 全书主要由教学指导和习题两大部分组成，以教材各章为序分章，习题分章后附。
本书文字版不附习题答案，这是因为，这些习题有的需要学生自己从教材或指导书中去寻找答案，有
的需要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做出自己的分析，还有的是开放性的，没有唯一的答案。
不附答案有利于促进学生思考。
此外，各章所需延伸阅读的文献及出处可利用教材的脚注，本书不再另外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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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语言学的对象和学科性质 二、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三、语言学有哪些应用价值？
 练习与思考第一章　语言的功能　第一节　语言的社会功能 一、为什么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
象？
 二、如何理解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
 三、如何理解语言的人际互动功能？
  第二节　语言的思维功能 一、如何理解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二、如何理解语言思维功能的生理基础？
  三、如何从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理解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四、如何理解儿童语言习得和大脑分工的临界期(the critical period)？
 五、如何理解语言和思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练习与思考第二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 第一节　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点 一、如何理解语言和说话的关
系？
 二、如何认识语言的符号性？
  第二节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一、如何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
  二、如何理解语言符号的层级体系？
  三、如何理解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第三节　语言符号是人类特有的　练习与思考第三章　语音和音系第四章　语法第五章　语义和语
用第六章　文字和书面语第七章　语言的演变与分化第八章　语言的接触第九章　语言系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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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种符号中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应用比较多。
　　形式和意义作为符号的构成要素是不可分的。
这里要区分形式和物质材料两个不同的概念。
符号中与意义相联的是形式，不是具体的物质材料。
同一符号形式可以体现为具有某种共性特征的不同的具体物质材料。
物质材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只有作为符号形式的体现时，才有意义，否则没有意义。
反过来说，没有意义，物质材料照样存在，但没有意义就根本谈不上符号的形式。
比如，路上汽车的喇叭声是一种听觉符号，它的意义是提醒路上的行人和其他车辆注意有汽车过来。
喇叭声是一种物质音响，是通过汽车内的装置发出的。
走在路上，听到汽车喇叭声，便知道在提示有车过来了，这个喇叭声是符号形式的体现。
不管是在哪条大街上，是哪一辆行驶的汽车发出的喇叭声，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符
号形式的不同物质体现。
但如果购买车辆时为了测试性能按按喇叭，发出同样的音响，却没有提示有车辆过来的意思，这时的
喇叭声不是符号形式的体现，而只是单纯的物质音响。
　　区分了符号的形式和作为形式体现的物质材料两个层次，就容易理解符号的一般性了。
符号的形式和意义都是一般性的，但符号的使用是具体的。
每一次符号的运用都是依托某一具体的物质材料，同时符号的意义也是和具体的情境结合在一起的，
具有特殊性。
　　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没有本质上的、自然属性上的必然联系。
这是符号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性质。
在这一点上，符号和隐含某种信息的自然的征候不同。
　　征候是事物本身的特征，它传递的某种信息，可以通过它自身的物质属性来推断。
例如，路上的行人听到身后有汽车行驶的声音，同样可以知道有汽车过来了。
但汽车行驶的声音不同于汽车喇叭声，它不是符号。
汽车行驶时由于发动机转动以及车轮在路面的摩擦等自然会发出音响，是汽车行驶本身具有的外在物
质表现，是汽车要开过来的征候。
　　符号的产生，符号形式和意义的关联源于符号使用者的约定，这使符号具有社会属性。
同样作为上课的铃声，有的学校用电铃，有的学校用手摇铃，有的学校用音乐铃，形式各不相同，但
意义是一样的。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约定。
　　2.如何理解语言符号与现实现象的关系？
　　语言是所有符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符号。
认识语言符号的性质不仅要了解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关联，还要了解语言符号和现实现象的关联。
这是因为，语言符号不仅像前面所举的各种符号一样可以传递信息，而且还有一个和一般的符号根本
不同的特质，那就是，语言符号是抽象思维的工具，是人类认识摹写这个世界的基本手段。
我们从语言符号和现实现象的联系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语言符号的思维功能。
　　思维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一。
语言符号承载着人类对客观现实的认知成果，同时也是新的认知的基础。
我们要通过了解这个认知过程来认识语言符号和现实现象的联系。
　　现实现象可分为客观现实和心理现实，二者并不完全一致。
客观现实现象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客观现实现象并在大脑中经过脑神经的综
合处理转化为心理现实。
由于感觉器官等自身的局限，人并不能感知把握全部的客观现实。
同时虽然心理现实中的主体是源于人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但其中也有超越客观现实的部分，如幻想、
神话等等都不属于对外在的客观现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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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符号的产生是基于对心理现实的编码。
通过对心理现实进行离散化的分类概括，人创造出各种概念范畴，并赋予其语音形式，于是语言符号
产生了。
这个符号化的过程有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各种概念范畴，一是使这些概念与语音形式相联。
两个方面都是在特定社会中实现的，语言符号对现实的类分，以及符号音与义的关系，都是社会约定
的。
因此，虽然能够运用符号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但具体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社会各不相同。
　　语言符号的产生对人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现实的状态有极大的改变。
语言符号固化了已有的认知成果，提高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识客观现实的能力，使更多的客观现实
现象得到认知，转化为心理现实。
语言符号的产生还扩大了心理现实的来源，人们可以利用语言从他人那里接收间接的经验。
这些都丰富了人的心理现实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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