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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东亚语言为研究对象，其宗旨是用语言学的普遍原理来研究语言，并通过由研究这些
语言中的特有现象所得到的规律丰富语言学的普遍原理。

本论文集是《东方语言学》辑刊的第八辑，收录了当代语言学者关于语法学、语音学方面的若干篇论
文，反映了这一领域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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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近几十年来关于个性和共性的争议很受人关注。
其实它们都是建基于各自的假说。
如果我们认识到语言可能并非共同起源，或者即使是共同起源，其初始语言也一定十分简单，经过几
十万甚至几百万年的分化与磨损，又经而后的独自弥补以及各自独立或半独立的发展，其共性已几近
于零，此时剩下的只是建基于人类这一物种共同心理上的那种共性，此外就是建立在信息与符号上的
共同要求。
那么，我们对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就会有一种更超然的认识，也会意识到观念与方法可能是寻找二者关
系的关键。
今天，进入2l世纪第二个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些观念与方法，可以引导
我们既发现个性机制也可发现共性机制，从而发现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结合？
或者，能不能以个性为基础寻找共性，或以心理的共性为基础寻找个性，从而选择出或发展出一种新
的方法呢？
我们注意到，十几年前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用汉语作为西方理论语言学例证的做法，而是
认真地从事沟通个性与共性的研究，以汉语事实来修正、补充西方传来的语言理论。
例如王洪君以中西音系学的消长探求音系学中的共性与个性的蕴涵关系，指出汉语的声韵结构正是语
言的共性。
并以此为例认为“个性与共性不是矛盾的，共性比个性的层次高”，“较低层次的个性，到更高层次
上就成了共性。
”（王洪君1994）陆丙甫（2004）则进一步具体说明了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个性往往是若干共
性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可以“从个性中分解、提取出共同的基本因素。
”陆文以“把”字宾语为例，指出：“‘把’字宾语和方式状语的分布形式相似，但是两者作为论元
成分和非论元成分，在语义功能上差别甚大。
仅从汉语来看，这个现象似乎违背了‘形式、功能一致性’的原则。
”陆文通过跨语言的比较，证明这个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仍然是符合形式、功能一致性的两条共性互
动的结果。
由此证明“许多表面的个性现象，可以分析为若干共性规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表面个性，往往是更深一层的共性的反映。
也就是说，从共性出发（以共性为背景）一一发现所谓的个性一一经过深入分析，找到更深一层的更
抽象的共性。
这就是我们把语言的个性研究跟共性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如果我们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
，那也只能是用我们创立的方法去分析共性，即共性研究中的中国学派。
条条大路通罗马，手段、方法可以不同，但发掘语言共性的目的是应该是一样的”。
笔者很同意陆丙甫“个性往往是若干共性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论断。
因为这个论断坚持了科学理想，又保持了适当的柔性。
借用王洪君的说法，如果再加上一个限定语，笔者将非常同意这样的假说：“较低层次的个性，往往
到更高层次上就成了共性。
”笔者曾使用张力方法，对话题与主语背后的机制做了初步解析，结果似乎能较好地解释共性以及何
以分化为各种个性的语言事实。
看来以上的假说是可以证实的。
（参见本文4.2.2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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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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