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学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语言学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811086959

10位ISBN编号：7811086956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远新

页数：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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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教程>>

前言

　　“语言学概论”是我国高校文科尤其是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
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课。
马学良教授主编的《语言学概论》①，是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的一部教材，它是老一辈学者几十
年语言学教学经验的结晶，对于普及语言学知识、推动语言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发挥了重要
作用。
当然，这部教材是在二十多年前编写的，其中一些内容略显陈旧，另有一些内容有待补充和完善。
近二十多年来，语言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中国的语言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就需要对
这些新进展和新成果有选择地加以吸收融汇。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和语言研究心得，重新编写了“语言学概论”课的教
材，取名《语言学教程》。
　　普通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对人类语言进行理论探讨，其特点是把人们对语言的看法和语言研究
的成果概括成一般理论，揭示语言的本质，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人类本身的奥秘。
“语言学概论”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课。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概论”，就不能只以少数语言为依据，它要尽可能多地考虑不同类型、不同特
点的语言，并且尽可能地提高理论概括的普适性。
作为教材，在涵盖的内容上，应当尽可能广泛一些；在观点的取舍上，应当立足于比较成熟的、被普
遍接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这是我们在编写这部教材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语言学概论”课的主要任务有三：　　（1）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观；　　（2）掌握语言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巧和基本方法；　　（3）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初步运用语
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现象，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是我们在编写这部教材时刻意注重的方面。
　　“语言学概论”是一门理论色彩较浓的课程。
学好这门课，首先需要对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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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学教程(修订版)》主要讲述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深入，形成了概括程度和适应
层次不同的方法：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科学研究方法。
由于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展成为一般科学方法，而一般科学方法又具有较高的概括程度和较广
的适用范围，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容，因此，认真研究具体科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提出的新问题，
吸取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原则，可以补充、丰富哲学方法论。
就此而言，语言学中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于哲学及其他具体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方法论价值。
　　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是探讨人类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这恰恰是哲学研究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如果哲学舍弃了语言及其与客观世界关系的研究，那么，它不仅放弃了理应属于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
领域，而且其他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也很难得到圆满的解释。
事实上，西方哲学已经完成了“语言学的转向”。
从古希腊时期到现在，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
现代的语言论转向。
　　本体论主要是对物质世界实体的思考，最终要回答“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要素是什么”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类问题。
当本体论者无法解释这类问题时，便转向了认识论。
人们试图回答“我们是怎样认识到存在的”、“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之类
的问题。
认识论者侧重于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类认识的来源、途径、能力和限制等问题，并且认为，只
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回答“存在是什么”的问题。
也就是说，哲学从对“实体”的思考转到了对“关系”的思考。
当认识论在解释的道路上遇到阻碍的时候，许多哲学家开始认识到，哲学中的“假命题”主要是语言
混乱造成的。
要消除哲学上的混乱，必须首先消除语言上的含混，必须研究语言的意义。
这样，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方面的问题，而是把视线转移到了表达思想的语言上。
于是，意义问题便成为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并且形成了以语言研究为内容、语义分析为中心的语
言哲学学派。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分析派和解释派，前者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后者包括现象学
、存在主义、解释学、解构主义学派。
可见，语言研究对于“科学之母”——哲学的重要意义。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语言学在社会发展和人们日
常生活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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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和语言的功能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　　世上万物都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语言的发生既可以指群体语言的发生，也可以指个体语言的发生。
群体语言的发生是指人类语言的起源，个体语言的发生是指小孩儿是怎样学会和掌握母语的。
语言起源属于语言的群体发生学问题，儿童的母语学习和掌握则是语言习得问题。
　　语言的起源既可以指具体语言的起源，如汉语、英语、俄语的形成；也可以指人类语言的起源，
即人类是怎样开始说话的。
具体语言都与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相联系，它们的形成与特定族群形成的历史有关；人类语言的起源则
与人类的起源有关。
前者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任务，后者是普通语言学关心的问题。
　　语言起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痴迷于这一问题。
世界上哪种语言最古老？
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同出一源？
伊甸园里讲的什么语言？
最初的词语是怎样产生的？
等等。
早在3，000多年前，这些颇具吸引力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随后，各种讨论和实验不绝于史。
　　初民社会的人普遍相信，包括人在内的世问万物都是某种神力的创造，人的语言理所当然也被看
做是神力的恩赐。
这就是语言起源的“神授说”。
在西方，典型的语言神授说见于《圣经》，并且由于《圣经》不可动摇的地位，成为从宗教到学术界
的正统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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