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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作者近二十年来给复旦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语言学课的经验基础上写成的，
编写原则是通俗易懂和深入浅出。
现在市场上同类书籍较多，基本上大同小异，对语音、文字、句法等语言学就平面上的细节按部就班
地进行描述。
本书虽然也是语言学概论性书籍，却具有自身的特色：比如，在介绍语言学基本概念时，本书的做法
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采纳“点击式”的精细描述方式，放弃面上的包罗万象，避免大篇幅的语音、文
字罗列。
在介绍语音的特征时，不是像很多同类书籍那样大量罗列语音和语音特征，而是对比较有代表性的语
音举两到三例进行深度分析和解释，介绍这些语音与系统内其他语音的有机关联，并用蕴含的方式限
制来描述语音特征的数量。
这样读者在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和描述本书中未加涉及的其
他语音。
调查研究表明，语言学类书籍的读者很少细读书中的语音和文字部分，因此本书的设想是，如果读者
要学习语音的一般知识，那么本书中提供的内容已经足够；如果读者对语音产生兴趣打算进一步学习
或研究语音，那么本书语音分析技能的介绍，可以事半功倍地把他们导入后期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在文字、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本书亦采用相同的编撰策略。
　　在介绍语言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本书适度引入了当代认知语义学的若干观点，作者认为这是学
习语义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本书相应的部分，作者还对致使、双宾、被动等句法语义界面现象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纳入了作
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这些都是当代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和比较前沿的课题，把这些内容适当地放入语言学导论书籍内，并非
是企图向研究倾斜或提高本书的专著性，而是帮助读者开拓视野、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
书中有关部分还涉及英汉对比思考，此举也是为了让读者能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个性以及在相
关的语言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运作机理。
我把这些当成“点缀性”思考，可供语言学研究生、语言教师、对语言学感兴趣的人士、语言研究人
员等人群参考、借鉴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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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是高等院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课教材，是复旦大学
重点课程建设的教材之一。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系统地介绍了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方面的基础知识
，取材包括当代语言学最主要、最典型的内容，并适度佐以作者在认知语言学、语义句法界面等方面
的思考。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的写法新颖，在语音、形态、词汇、句法、语义方面不是采取
传统的“面面俱到”的做法，而是用抛砖引玉的描述方式，在每个语言学范畴内对最有代表性的内容
，进行“点击式”的精细讨论。
比如在分析语音时，仅对【p】等几个最有代表性的语音进行描述，这样做看起来放弃了面上的包罗
万象，但是读者可以在弄懂最基本的语音操作的基础上，运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和理解其他语音。
在词汇、句法等其他语言学描写范畴内，作者也采取相同的描述方式。
这种避开宽度注重深度的写法，能达到节约篇幅和事半功倍的交流和学习效果。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的另一大特色，是用简练的语言，通过“类比”等有趣的方式
，深入浅出地介绍相对较为抽象的语言学基本概念，这在《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书稿
的先期运用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的内容虽源于英语语言学教学，但是对英语现象描述的
方法同样适合于对汉语现象的描述，为了扩大读者面和提高教学和理解效果，《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语言学导论》的工作语言选择了中文。
　　由于作者所负责的上海市精品课程《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这些年来一直对复旦大
学外文学院和其他院系的大批学生开放，教学实践证明《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适合于
外语专业和非外语专业的其他所有学生。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除了介绍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恰如其分地纳
入了作者个人的思辨和研究成分，从而给使用《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的读者留下了思
考和回旋的余地。
因此，《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语言学导论》既可以作为语言学初学者的入门学习材料，亦可供语言
学研究生、语言学教师及对语言学感兴趣的人借鉴，对语言研究人员和其他学科亦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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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学亮，199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职称，1997年被聘为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现为二级教授，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学科带
头人。
担任《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兼任中
国语用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早期研究英语传统语法，后转向生成语言学理论。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话语分析研究。
获博士学位后，将研究范围扩大至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认知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等交叉和跨学科领域。
迄今在英语教学、传统语法、生成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认知语用学、功能语
言学、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领域内已发表论文200余篇，已出版著作15种。
独立承担了《英汉指称对比研究》、《语用推理研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等国家社科、国家教
育部、上海社科、上海教委等科研课题1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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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语言学术语的汉英对照第一章 走近语言第一节 交际第二节 正常人类语言的主要特性一、任意性二、
双重性三、可学性四、置换性第二章 语音第一节 语音学一、语音特征二、冗余特征第二节 音系学一
、音位二、变音三、互补分布四、自由变体五、最小对立体六、区别特征七、音系规则第三章 形态学
第一节 自由形位和依附形位第二节 派生形位和屈折形位第三节 语素和变素第四节 形位的定义第五节 
形位、字和词第四章 句法学第一节 结构分析第二节 成分分析法第三节 构式第四节 语义在成分分析中
的作用第五节 生成语法一、概述二、标准理论2．1短语结构规则2．2词库和词项插入2．3语义解释2
．4句法转换三、生成句法中的语义位置四、x加标语法五、生成语法的性质第六节 构式语法一、再访
构式二、增效构式与非增效构式第五章 语义学第一节 概述一、从意义到语义二、意义的哲学思考2．1
命名说2．2概念说2．3行为说2．4心智说三、语义学在语言学中的位置第二节 词汇的意义一、词语的
价值二、词义的外延2．1系统价值2．2指称三、词义的内涵3．1词义分解3．1．1反义3．1．2同义3
．1．3多义3．1．4复语和矛盾3．2义素矩阵3．2．1蕴含3．2．2义素冗余3．2．3选择限制3．3词义内
涵拓扑3．4基本范畴3．5原型3．6词义的理想化第三节 语句的语义一、语义组构二、命题三、语义蕴
含四、语义先设4．1蕴含动词触发的先设4．2存在先设4．3先设的消失4．4先设的投射4．5硬先设分
析第四节 语义和句法的关系一、义元格式二、句法结构变换与义元调整三、句法和语义的互动四、致
使语义和致使表达第六章 语用学第一节 言语行为第二节 会话含义第三节 间接言语行为第四节 礼貌原
则一、范畴辐射二、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第五节 话语的关联性一、认知语境二、共有的认知环境三、显
义和隐义四、语境是变项五、逻辑推理第六节 词义的常规扩展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学导论>>

章节摘录

　　语言习得（acquisition）和语言学习（1earning）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前者指的是儿童通过有限的语言暴露而自动获取语言知识的过程，后者指的是人通过主动学习而得到
的语言知识，且多半指的是从语法和词汇开始的外语学习。
语言习得通常发生在发育之前，而语言学习通常发生在发育之后，此时大脑两半球的分工已经形成。
无论出身背景如何，儿童习得的语言就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中所用的语言，中国儿童在美国可以习
得纯正的美式英语，英国儿童也可以在中国的自然语言环境内习得纯正的汉语。
　　假如把大脑两半球的分工以及人的发育时段定位在12岁左右，在此之后似乎不再存在语言习得的
情况。
比如把一个12岁以后的中国人放到德国的德语环境中，不进行具体的词汇语法学习，他不大会通过与
德国人接触直接习得德语。
　　然而，12岁前的孩童的语言和方言的习得情况就相对比较复杂，原因是此前的孩童可能会与一种
以上的语言或方言发生接触，比如在多语种家庭，或者中国小孩很早开始学习英语，此时语言习得和
语言学习的分水岭可能不会泾渭分明。
　　语言习得涉及人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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