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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学史概要(哲学社会科学类)/中国文库》编著者岑麒祥。

《语言学史概要(哲学社会科学类)/中国文库》是作者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语言学史著作。
它首次尝试把中国语言学史纳入普通语言学史框架中去论述，贯通古今中外，是语言学及语言学史研
究者的必读书。
书中将语言学史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和普通语言学史三个部分。
在古代语言学史部分，介绍了世界语言学四大源头的语言研究成果；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史部分，介绍
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和意义；在普通语言学史部分，介绍了从普通语言学的奠基入洪堡特
到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各个流派的观点，并着重勾勒了各个流派之间的历史联系。
本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l1年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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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岑麒祥（1903～1989），广西合浦人。
著名语言学家。
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等。
主要著作有《语音学概论》《方言调查方法》《汉语外来语词典》《普通语言学人物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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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有着各种背景：（1）社会背景。
同长期封建闭关自守的语文学的社会背景不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社会背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努力向外扩张。
语言的横向交流也愈加扩大、频繁。
（2）科学背景。
唯理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标志着科学的新时代（自然科学）。
（3）语言背景。
其一，对古印度梵语的深入研究创造了印欧语对比研究的条件；其二，世界语言标本的收集为不同语
言的历史比较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初，在寻求“物种起源”热潮中，西方学者开始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本身的起源及其亲属
关系。
英国人威廉·琼斯以他的“印欧语假设”，一举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假
设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早近50年）。
（p.4）德国学者施列格尔也看到梵语和欧洲许多语言的共同点，第一个提出“比较语法”，应该被追
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草创者。
这以后，被公认为奠基人的拉斯克、葆朴、格里木、沃斯托克夫以及他们之后的施莱赫尔、维尔纳以
及所谓的“青年语法学派”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推向高潮，建立了一整套较为科学的方法，努力
找出不同语言的亲属关系并企图把一些古老的原始母语重建出来。
他们的研究使语言学摆脱了过去的附庸地位，标志着语言学已成为真正独立的学科。
相对来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特点是（1）独立性。
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整理、注释古书（如古印度的《吠陀》、古西方的《荷马史诗》、《圣经》、
古中国的四书五经、古阿拉伯的《古兰经》等）而是在于探讨语言本身来源及发展规律。
（2）历史性。
主要研究语言发展历时的对应规律，拟测原始的母语。
（3）对比性。
重在多种语言的历史比较。
（4）研究的对象（尤其是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是“死”的语言并限于文献记录，对“活的
”口语当代语重视不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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