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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语言学研究如何进行？
国外虽然学出多门，林林总总，但大的学派不外有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以及由此而
派生而出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语法学派，以及与此有关的语用学派、情景或
语境分析、篇章分析；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认知语言学派。
三大派虽各有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理念论。
究其原委，都和西方哲学的古希腊传统有关，即使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影响的功能学派也不例外，
因为在那里“不能想象‘没有形态的功能’的存在”（方光焘语）。
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从柏拉图提出“理念”或“型相”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到亚
里士多德确立形而上学，到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自己的哲学本体，无一不带有诸神的“神性”。
这里的“神”当然不是后起的基督教的上帝，甚至也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格化了的神，如阿波罗神
、雅典娜神、普鲁米修斯神，等等，而是诸神的精神，它恰恰是宇宙创生的动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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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词义的必然性是由“词缀+词根+词尾”组成，这些词的意义由其内部组成看确实是必然的，
可由经验知性推出，语词本身的知性构成表现出自然性。
这种分析当然是肤浅的，甚至是粗俗的，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质，是人类童年时代对语言的一种认识，
启示了人们对语言词源的探索和研究。
　　我们这里使用了康德“知性”的概念。
康德把人类认识分为三段，即感性、知性和理性阶段。
其中，知性认识的阶段很重要。
我国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曾借用康德的认识三分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由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
具体的认识过程。
王先生认为：“我觉得用感性一知性一理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认识的不同性能是更科学的。
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很重要。
”并且进一步作如下阐释：“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通过知性的分析方法把具体的表象加以
分解，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这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而“马克
思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是要求再从知性过渡到理性，从而克服知性分析方法所形成的
片面性和抽象性，而使一些被知性拆散开来的一些简单规定经过综合恢复了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达
到多样性统一”。
①　　苏格拉底的“自然性”是在经验知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在这种思想认识中包含着若干有
利于语言理论研究的提法，如关于句子分析、词的分析、元音和辅音的分析等。
苏格拉底把句子分析为名词部分、动词部分和其他组成部分三大类；把简单词分析成元音、辅音、半
元音，并进行音值模仿，如rho（迅速运动）一词的得义是由于发音时舌头很快滚动了一下。
苏格拉底经验知性的自然性不仅体现在他对句子和词的分析的构成中，也体现在对象声词的概括中。
象声词确实反映外部世界，象征外部事物，汉语和外语都是这样，如各种语言发“妈妈”的语音中便
包含了人类第一声发音有元音“a”。
但象声词的数量毕竟有限的，这种词源分析的方法也是肤浅的，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了语言科学
的发展，这正如裴特生所言：“古代世界给欧洲留下了一笔遗产，里面装满了对语言史的误解；欧洲
的语言科学就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继续了许久；直至语言知识的范围渐渐扩展，远超过古人的
梦想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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