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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程“语言学概论”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课程。
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撰著出版了《语言学原理》(1933)、《语言学概论》(1934)
等著作，翻译了英国学者福尔的《语言学通论》，他是我国引进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先驱之一。
另一位前辈是中文系乐嗣炳先生，他在30年代撰写出版了《语言学大意》。
　　建国以后，20世纪50年代，中文系首次开设“语言学概论”课，讲授课程的是吴文褀先生。
同时，李振麟先生在外文系讲授此课程，并主编了《语言学概论》。
濮之珍先生撰写出版了论述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的理论著作《语言》。
60年代，在复旦中文系讲授“语言学概论”的是濮之珍先生和高天如先生。
　　在我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学习的时候，给我们77级讲
授“语言学概论”课的正是濮之珍老师。
当时汉语专业在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这三所大学有。
作为汉语专业的重要的基础理论课，濮之珍老师的“语言学概论”课整整讲授了一年(这在今天是不可
想像的)，对语言理论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记得每次授课后濮老师都会布置一个思考题，要我们写“小论文”。
每一篇“小论文”都会得到濮老师认真的批改，写下评语，并在课上讲评。
这极大地刺激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我们的理论知识和理论意识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印象很深的是在讲授“语言与思维”部分时，濮老师把我们全班带到上海杂技场，听杂技团的驯兽员
讲动物的第一信号系统，在现场讨论动物的思维；又把我们带到上海聋哑学校，旁听那里老师的课堂
教学，和他们一起讨论聋哑人的思维和语言。
回到学校的课堂上再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争先恐后地发言了!
　　在濮之珍老师之后，给我们讲授其他语言学理论课程的还有高天如老师、董达武老师、徐志民老
师、赵蒙良老师。
他们的讲授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深层结构》讨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就是在高天如老师指导下获得上海市?7
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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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字学科的基础课教材，也是复旦大学“九五”重点建设课程的教材之
一。
全书吸收了国内外最新而又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全面论述了语言学各主要分支的内容。
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与教学实践的实际情况，教材对长期沿用的“语言学概论”的框架作了适
当的调整。
书中增加了对语言人文属性的阐述，而不仅仅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语言；书中注意从汉
语的文化特征和中国语言学特征来论述语言现象，丰富了一般语言学理论；此外，考虑到语言与文字
合为一系的具体情况，本教材专设“语言与文字”一章，拓宽了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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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小龙，1952年9月出生，上海市人，祖籍浙江杭州。
1988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
1993年评为教授。
199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理论语言学研究室主任。
撰著出版有关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汉字的文化内涵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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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仅是儿童语言发展中的共性规律证实了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理基础，而且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个体
差异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家在研究双生子的心理学，探索遗传和环境如何作用于儿童智力的发展时发现，遗
传在儿童心理发展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②：一是通过素质影响智力的发展；二是通过气质类
型的因素影响儿童的情绪和性格。
就语言而言，他们调查了这样一个一胎三婴的情况：老大老二为同卵，老三为异卵。
三个婴孩出生后在同一个环境抚养，语言能力的发展却存在一定的区别：同卵之间一个样，异卵之间
又是另一个样。
老三六个多月就开始发“爸”“妈”的声音，七个月以后就能较清楚地叫“爸爸”、“妈妈”，语声
较粗。
老大、老二却晚两个月才能叫“爸爸”、“妈妈”。
他俩发音时间接近，语声较尖。
这表明遗传因素越近，语言习得的相关系数就越大。
这一点在对双生子的运算能力的测验的研究中同样被证实了。
　　二、人脑机制的语言功能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又得到神经生理学的证实。
神经语言学家在检查三个月龄之前死亡的婴儿的大脑时发现，大部分婴儿的颞平面兰半球大于右半球
，而左半球正是专司语言功能的。
这表明在婴儿会讲话之前．大脑的生理基础已有了语言的先天准备，这种准备甚至在胎儿身上也可以
发现。
神经语言学研究还证明，大脑中与语言功能有关的那些区域比大脑其他部分成熟得晚一些。
这表明这些区域是在进化的历史上比较晚近才形成的。
　　为了探索人脑左半球与人的语言能力是如何联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了失语症患者。
失语症患者因脑部遭受损害而引起话语障碍。
脑部不同区域的损害会引起不同的语言障碍。
例如在左脑的布罗卡氏区受损害的情况下，病人能理解语言的含义，但说话困难。
他们说出来的话就像电报的语言，省略了介词、连接词，有时甚至省略了名词、动词的尾部变化，只
讲出主要的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
例如让病人描写他看到的一幅图画，他只能说出孤立的名词来；让病人读一些虚实同音的词，
如would和wood，and和，nd，病人读出了wood、end这类名词，却读不出表示语法意义的词。
这说明布罗卡氏区和人的语言能力中的语法相联系。
由此产生布罗卡失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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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程“语言学概论”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课程。
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撰著出版了《语言学原理》(1933)、《语言学概论》(1934)
等著作，翻译了英国学者福尔的《语言学通论》，他是我国引进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先驱之一。
另一位前辈是中文系乐嗣炳先生，他在30年代撰写出版了《语言学大意》。
　　建国以后，20世纪50年代，中文系首次开设“语言学概论”课，讲授课程的是吴文褀先生。
同时，李振麟先生在外文系讲授此课程，并主编了《语言学概论》。
濮之珍先生撰写出版了论述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的理论著作《语言》。
60年代，在复旦中文系讲授“语言学概论”的是濮之珍先生和高天如先生。
　　在我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学习的时候，给我们77级讲
授“语言学概论”课的正是濮之珍老师。
当时汉语专业在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这三所大学有。
作为汉语专业的重要的基础理论课，濮之珍老师的“语言学概论”课整整讲授了一年(这在今天是不可
想像的)，对语言理论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记得每次授课后濮老师都会布置一个思考题，要我们写“小论文”。
每一篇“小论文”都会得到濮老师认真的批改，写下评语，并在课上讲评。
这极大地刺激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我们的理论知识和理论意识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印象很深的是在讲授“语言与思维”部分时，濮老师把我们全班带到上海杂技场，听杂技团的驯兽员
讲动物的第一信号系统，在现场讨论动物的思维；又把我们带到上海聋哑学校，旁听那里老师的课堂
教学，和他们一起讨论聋哑人的思维和语言。
回到学校的课堂上再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争先恐后地发言了!
　　在濮之珍老师之后，给我们讲授其他语言学理论课程的还有高天如老师、董达武老师、徐志民老
师、赵蒙良老师。
他们的讲授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深层结构》讨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就是在高天如老师指导下获得上海市?7
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的。
　　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导师是张世禄先生，正是他启发我形成了文化语言学的思想。
1988年初，我在复旦学习十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理论语言学研究室
工作。
不久就开始在中文系讲授“语言学概论”课。
理论语言学研究室主任高天如老师特地来听我的课，课后他对我说：“语言学理论课要多提问，多和
学生交流。
”老师的批评养成了我后来讲课的习惯——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和学生自由交流。
现在，这门课程正由更年轻的教师卢英顺等讲授。
　　复旦大学的语言学概论教学，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形成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在普通语言学理论
中注重阐发汉语汉字的理论，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
　　张世禄先生早在《语言学原理》的“例言”中这样阐述教材的宗旨：　　本书编制的目的，在使
读者明了语言的性质，并关于构造、组织、发生、变化种种的原理，以为各种语言学专门研究的准备
。
⋯⋯要想进求解决中国语文问题的，便可因此得着一个切实科学的基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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