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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有关语言学研究方法、语言哲学、语言全息论、语用学、美
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的精选。
本书凝聚了他从教四十余年的治学心得，体现了他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热爱，以及为推动外语教学
与科研所做的不懈努力。
　　本丛书收录了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自：1.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
的自选集；2.以英语教育及应用语言学为主题的系列丛书。
本丛书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其从事科研、撰写论
文的参考文献。
入选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寻得。
自选集展示了作者在英语教育及应用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是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
可多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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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冠连，1939年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1962年毕业予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本科。
1990-1996年任《现代外语》副主编，1992-1993年任国际语用学会特约研究员。
先后担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外语分委会委员，中西语言
哲学研究会会长。
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语言哲学、理论语言学、语用学、工具性语言研究。
在Pragmatics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四部，其中，《汉语文化语用学》获广东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
另著有散文集《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
主持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
担任《现代外语》等四本学术期刊的编委或顾问。
从1994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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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本书参考文献钱冠连主要学术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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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学意识看汉语研究　　3 理论习惯、研究方法与科研监管机制及评价体系中的不利因素　　这
一部分将讨论语言学家的理论习惯、研究方法与国家的科研监管机制及评价体系中不利学派形成的某
些因素。
　　所谓“理论习惯”，指的是学者个人对一定类型的理论表示了特殊的喜爱与得心应手，对另外一
些理论却不怎么熟悉甚至存在着拒斥心理。
本文无意暗示我国语言学家的所有理论习惯与研究方法都是不利于产生学派的，事实上，我们的某些
方面（如文字、音韵、训诂三大部门）是非常强的。
袁行霈指出：“仅以小学而论，当初那种以通经为目标的学问，后来发展为以描述语言文字发展为目
标的学问；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更使这门学问大为发展”。
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以年龄为序：黎锦熙、王力、吕叔湘、胡裕树、张斌、朱德熙、邢福义、陆俭
明）的语法理论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本文作者所主张的是，应当在这些宝贵的东西之外，再增加新的理论视角与新的研究方法，进而发展
出具有向国外同行挑战实力的、成体系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1997年，本文作者为了撰写《汉语文化语用学》（钱冠连1997，2002），对《中国语文
》1982-1997之间共15年的全部文章题目过目一遍，并对其中重点论文尤其是涉及语用研究的论文仔细
学习。
现在就以《中国语文》15年问的全部文章（再加上外语学刊上的文章）为依据，对我国语言学家的理
论习惯与研究方法中不利于学派流派产生的因素，作一评述。
当然对这里的评述是可以批评的。
　　爱理论，却藐视体系。
这是一个矛盾态度。
藐视体系到最后，也不会再爱理论了。
藐视体系就是藐视系统，藐视系统而要得到研究对象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和国外同行不能对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体系。
在60年代之前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报刊上就常常读到严厉批评有创造理论体系苗头的年轻学者。
对这种可贵的学术勇气与觉悟，不但不给以鼓励，反而以挖苦的口气去嘲笑，这样严峻的气氛，很可
能吓退了一代又一代有意问鼎理论体系的青年学者。
令人深思的是，藐视体系的问题，不仅国内有，在西方学术界也曾经存在过。
罗素在回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段历史情景时指出：“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古
代的或者地球表面的知识，都使人厌倦理论体系；人们感到理论体系是座心智的囚牢。
”这多少使人有点意外。
问题还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把理论体系当作心智的囚牢。
他立即给出了一些厌倦理论体系的背景：“在知识分子中间，对新玩艺儿的乐趣取代了推理、分析、
体系化的乐趣；虽然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仍然崇尚整齐有序，但是在思想方面它却喜欢大量而繁富的
混乱无章。
”（Russell 1972：XVIII）背景之一是，当时的人们以新东西为乐取代了对推理的钟情；背景之二是，
在思想方面喜欢大量而繁富的混乱无章。
这更使人意外。
于是我们想起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浮躁，想起了学术界（包括院士）也不善自珍地、毫无愧意地涉入
学术腐败。
原来人性的弱点是普遍的。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也有过不体面的记录，厌倦体系的老祖宗原来是如此久远存在过⋯⋯
。
提起这段历史，不是为我们的学者找到可以原谅自己的借口，而是提醒我们，罗素对厌倦体系早有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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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所主张的东西就不言而喻了。
好在西方学者习惯了相互批评，他们的人文学科毕竟还是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体系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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