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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提供给语言类专业硕-2研究生或对语言学研究有兴趣的读者。
本书编写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尝试进行语言的科学研究。
因此本书主要讨论和介绍的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语言学理论。
　　国内有关语言学方法论的著作先后出版过三本：一本是桂诗春、宁春岩两位先生合作的《语言学
方法论》，一本是方经民先生的《现代语言学方法论》，还有一本是陈保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语
言学方法论》。
以上三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讨论“方法论”（笔者的理解，方法论属于形而上的哲学层次），而本书
主要介绍和讨论的则是更为接近形而下的方法本身（更多地接近分析技术），因此本书试图尽可能地
以研究方法或技术为主线，着重介绍语言研究的工具和技术，并且尽可能地系统化。
叙述上尽量深入浅出，便于自修。
　　本书试图在现代科学的系统中，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
、研究方法和一些主要的语言学理论。
为语言类专业的研究生和希望从事语言研究的读者提供如下参考：语言学在当代科学系统中的定位，
语言学理论的形成，语言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目标，语言学研究
中经常使用的工具性概念，一些主要的语言学流派所采用的分析技术。
最后也介绍了一些笔者认为较为重要而又未能得到广泛重视的国内学者建立的语言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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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立鑫，男，1953年8月生，汉族，199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博士
学位，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中国汉英
对比与翻译学理事，曾在《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等国内外语言学学术刊物发表语方学、语言
教学等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语法的多视角研究》、《认知功能教学法》（与邵菁合作），主编《
对外汉语教学虚词辨析》，合作编写《现代汉语》（3册）、《语方学概论》及《计算机DOS6.3操作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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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论解释论结语后记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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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语言学的科学性及其科学地位　　1．1．1　语言学是当代科学体系中的瓶颈科学　　虽然
说，并非所有的科学都能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科学，
语言学是能够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
　　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的社会生产力特征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并进而证明语
言学在社会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从社会生产关系角度划分为下面几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序言》）。
但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社会作重新划分。
根据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类社会大致分为手工生产社会、机械生产社会、信息生产社会三个阶
段。
在第一阶段，人类的双手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第二阶段，人类从创造发明使
用简单工具逐步向创造发明使用复杂的工具发展，人类的双手开始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力水平
有了大幅度提高；第三阶段，人类的双手将彻底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
人类的双手不是直接作用于工具，而是通过信。
息作用于复杂的甚至精密的工具，再由这些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
人类社会每一次社会生产力形式的转换都使得生产力水平得到革命性的大规模的提高，人类历史上两
个最重要的生产力里程碑就是：l）蒸汽机，代表着大机器工业的来临；2）电子计算机，代表着信息
化社会的来临。
人类生产力社会的第三阶段可以称之为信息化社会。
即，人类通过信息控制社会生产。
信息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信息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比重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一个原始社会部落中，信息的比重是相当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大多数部落负责信息管理的是
酋长，酋长负责每天给自己部落中的所有成员发布信息、分配工作。
酋长本人除了发布这些信息，或许也得工作。
这是最为原始的社会形态，也包含了一部分信息的内容。
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数量逐渐下降，而从事信息管理的人口数量逐
步　　上升。
我们来对比一下美国和中国社会的农业人口在社会中的比重以及生产效益就可以理解信息产业的比重
对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性了。
美国农业人IZl仅占总人口的0．77％，但是其产品还有大量盈余出口。
2000年其农产品出口总值为529亿美元，占世界市场的19．2％，其中谷物占世界市场的份额达36。
7％、棉花达29．1％、油料达42．5‰。
中国的农业人口目前占总人口的72．6％，农业产品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统计来源失记，仅
供参考）。
这一比例的背后是中美两围在信息化产业和信息化程度上的差别。
大工业大机器生产的背后是信息化产业（广义的信息化产业包括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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