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2237341

10位ISBN编号：7562237344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方欣欣

页数：4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

前言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语言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活力
和能量。
中国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对中国语言学事业有所推动，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
作为专用名称，这里的“语学”主要指汉语语言学，近期的15年时间里以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为重
点。
“语学论库”，这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将来主客观条件具备，在研究范围上可以
不断扩大，在研究时间上可以无限延展，在研究队伍上可以辈辈交接，代代传承。
“华中”一词，既跟研究队伍的华中群体相关，又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名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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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利用“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提出语言接触和词语借用领域的“三段两合
”论：语言接触带来的词语变异或借用现象都遵循着“三段两合”的演变轨迹，并在“三段两合”模
式的作用下进行交接与交融。
“三段”论主要运用“普一方一古”（普一外一古）大三角的思路和方法对接触、接纳、接续三个阶
段进行研究；“两合”论主要运用“表一里一值”小三角的思路和方法对交接和交融过程进行研究。
通篇围绕“三段两合”论进行，在“三段两合”论的基础上研究语言接触问题，对借词显现以及汉化
现象进行动态的、分时分段的、对举式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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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后产生了词语借用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从传统的角度看，无非是借用之前和借用之后的研究。
借用之前，即两种语言还处于接触阶段，这时一般是带有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接触；借用之后，即
产生了新的语言现象之后，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例如外来借词的聚合形式、组合能力、能产性、定
根性等等；如果继续研究的话，就是它们的生命力，成长、繁荣或者隐退的过程。
　　语言的融合是指不同语言间语言成分的汇合，而不是两种不同语言的全部合并。
其实这是一个彼此交接与交融的过程，而不一定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生结果的阶段。
“交合”——交接与融合——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它是一种过程，不是这一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特定
的阶段及其所形成的结果。
所以，语言的交合是指不同语言的语言成分相互交接融合的过程，而“外来词”或“借词，，则是指
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上的某种结果。
总之，我们不能把作为过程的语言的交接与交融和作为这一过程的某种结果的“借词”混为一谈。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重视历时研究，即便是做共时描写，也不能忽略两个步骤，即把
某一语言内部历史上和现时中的语言状况进行比较来观察各种创新与革新的东西；再把这现时创新的
东西与源语言中的模型进行比较研究。
因此，对借词的研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进行动态的（dynamic）、历时
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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