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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 (下 )

王铭 玉

摘 要 2 1世 纪 在 即
, “

回顾 与前 瞻
”

构成 各学科领域 的世 纪
“
门坎

”

问题
。

综观 语 言学 的发 展 现 状
,

考察相关科学的影响
,

语 言学研 究将在八 个方面发 生相应 的转向
,

即由微观转 向宏观
、

由单 一 转向多元
、

由

系统转 向运用
、

由描写转 向解释
、

由结构转 向认知
、

由静态转 向动态
、

由分析转 向综合
、

由模糊 转 向精确
。

认准趋势
,

把定方 向
,

积极主动地跟上语 言学 的发展潮流
,

方能为促进语言学 的研 究做 出更大 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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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转 向综合
“

分析和综合 是思维 的基本 过程和方 法
。

… … 分析 是

在思想 中 (头脑 ) 把事 物分解 为各个属性
、

部分
、

方面
;

综合是在思想 中把事物 的各 种属 性
、

部分
、

方 面结合起

来
。

两者彼此相反而 又互 相联 系
。 ”

( 《辞海 》
,

1 9 7 9
:
2 7 8)

传统语 言学 重视分 析 的方法
,

即把语言作 为 一个 自

然物来描写
、

分析
。

而 当代语言学 注重 综合的方 法
,

从

语言总体 出发
,

去深人 语言 的本质
、

把握 语 言发展 的规

律
。

语言学 的这一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以下 4 个方面
。

7
.

1 主体与客体的综 合

所谓 主体
,

指运用 语言 的 主体
,

即语 言 运用 者
;
客

体是 同主体相对举 而 提 的
,

也是指 主 体所 运 用 的语言
。

(徐盛担
,

19 9 2) 以前对语言的研究
,

基本上是集中在语言

的 自身
,

亦 即 以 语言 的本 体作 为研究 的 出发 点 和归 宿
。

比如
,

传统语 法研 究 的 是用 词 造句 的 规律
,

即 以语 言

固有
”

的规则为依归
;
美国描写语 言学 的一整套描 写语

言的手段也都是为 了描写语 言的结构 而服务的
,

等等
。

众所周知
,

语 言的创 造和 运用 不存在 于人之 前
、

人

之外
,

而存在于人的活 动
、

人的社 会之 中
。

不进 行语 言

交际
,

就没有语言
,

也就 不存 在语 言 的规 律
。

语 言 的运

用离不开人
,

人 的活动是有 目的的
,

因而语言 的运用 是

合 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结合的产物
。

对语 言 的深 人研究
,

就要揭示合 目的
、

合规律二者 相结合 的机 制
,

这 就是 主

客体的结合
。

目前
,

社 会语 言学
、

心 理语言学
、

应 用 语

言学
、

交际言语 学
、

公 关语 言学
、

话语语 言学
、

语 用 学

以 及语义学的许多语言模式
,

所研究 的都是 语言运 用 主

体同语言客体所 构成的关 系 以及主体的参与对客体 的影

响
,

其中如语用学研究 的合作原则
、

礼貌 原则
、

指 示语

等
,

都是极明显 的例子
。

注意主 客体结合
,

重视 主体对 客体 的参与和影响
,

这一趋势给语言研究带来 了许多新的课题
:

( l) 对主体

性的研究
。

主体性作为人 的规 定性
,

其 主要 内容体现为

人在运用语言时 的能动性和 创造 性
,

是 人在 运用语 言时

对 自我地位的意 识
,

对 客体进 行 驾驭 的意 识
。

主体性 的

核心问题之一是 主体的表 现方式
。

我们 认 为
,

在语 言研

究 中
,

它可以 是
“

句法主体
” ,

一般与传 统语法 中的主语

成分相吻合
;
还可以 是

“

语义 主体
” ,

一方 面
,

当它同客

观世界相联系时 是特 征 的载体
,

另 一 方面
,

同主观世 界

相联 系 时是判断关系 的 被确 定者 ; 还 可 以 是
“

语 用 主

体
” ,

即实义切分中的切分主体
、

传递信息 的信源 主体 以

及表现说话人的内在主体
。

(王 铭 玉
,

1 9 9 5 ) ( 2) 对普 遍语

法的研究
。

由于语言运用者的大脑存在着语言机制这一假

设的提出
,

普遍 语法 的研究 愈来 愈受 到 当代 语 言学者 们

的高度重视
。

( 3) 对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

功能 语言学 研

究语言交际的机制 和交 际语言 的模 式
,

实 际上就 是人 在

不同的交际环境中对语 言的影 响 的结果
。

由于研 究语 言

的运 用要揭示主 客体合 目的性
、

合规律性结 合机 制 的产

生和完善
,

这 就使语 言学家提 出
:

被 运用 的语 言是一 个

三层次 的符号系统
,

不但包 含 语言 的符 号和 规则层
,

还

包括一个参 照系层
。

对参照系层 的认 识
、

挖 掘就 必然 形

成 了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 大课题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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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 性和定量的 综 合

定性 和定量是针对语言研究方法 而言 的
。

以往 的语言研 究 多采用 定性 的方 法
,

因为结构 主 义

的描写方法脱 胎于人 类语 言学
,

而 人类 语言 学使用 的基

本上 是人类学 和社会 学 的定性研 究方 法
。

按 照桂 诗春和

宁春岩两位学者 的理 解
,

定 性法 的观察对象是 词语
,

其

基本 出发点有 4 个
: ( l) 不 能孤 立地研究语 言

; ( 2) 使用

语言的环境十分重要 ; ( 3) 各种语言有 很大差 异性
,

只

能对它们作具体 的描述和 分析 ; ( 4) 语言 理论有 可能从

实际 的现场调查和对语言功能的分析中产生
。

(桂诗春
,

宁

春岩
,

19 9 7) 定性方法最 主要 的特征 是自然 观察
,

它强调

全面 的观点
,

对语言 系统 和语言 结构 的 不同部 分
、

不 同

因素
、

不同层面进行描写
、

比较 和 分析
,

从而 找出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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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和规律性
。

客观地讲
,

定性 的方 法对语言研究所起 的作 用是 积

极 的
,

尤其是对母语的研 究
,

在一 定 程度上 可 以 依赖 我

们对母语 的直觉观察来进行 思考
,

提 出理论模型
。

但问

题 在于用这种 方法研究的结果往往难 以令人 信服
,

很 难

登上大雅之堂
,

因为研究者使用 的是 简单 的思辨 性 的方

法
,

随机性太大
,

而在对 非母语进行描 述性 和实验性研

究时
,

数据是至关 重要 的
,

所 以
,

定 性 的方法 必须 通过

定量的方法加 以 补充和完善
。

“

和户性 的方法不同
,

定量方法 观察 的是数字
,

所 以

在某种意 义上 说
,

定 量 方 法也 就 是数 学 化 和计算机化
,

这是现代科技发展 的一 个重要趋势
” 。

( 同上 ) 定量方法非

常注意两个或更多 的变量 之间 的相互关 系 (如 因果 关系
、

相似性关系
、

差异性关 系等 )
,

而要在 纷繁复杂 的语言现

象中去控 制和 把握 各种 变量
,

只有采 取实验 的途径
,

并

且要把实验数据 用 统计的方 法来分析 和推断
。

因此
,

准

确地说
,

定 量方法 意味着实验方法 和统计方 法的侧重或

结合
。

实验方法的主要原理是抽 样 的原理
、

控制 的原理
、

有效性 的原理 和无差别假设 的原理
。

目前
,

应用语言学
、

心理语言学 和认知 语言学较 多地采用 这种 方法
。

统计方

法是定量分析的基 础方 法
,

研究者要 么运 用描 写统计方

法
,

即通过有关的量度来描写 和 归纳数据
,

如计算语言

学就经常使 用 概率统计的方 法来 进行 自然 语 言 的处理 ;

要么运用推断统计方法
,

即根据对 部 分数 据 的观察来概

括它所代表的 总体的特征
,

如文体学 就是 运用这 种方 法

建立语料库
,

实现对文体特 征的分析与概括
。

总之
,

依靠词语 的定 性分 析 和依赖数 据 的定 量分析

是相辅相成的
,

二 者的综合运 用可 以 为我们探究 同一 语

言现象提供互相引证的可能
,

从而提高研究成果 的信度和

效度
,

使语言学真正实现科学化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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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绎 和 归 纳 的 综 合

逻辑学告诉 我 们
,

人们 的 认识 是从 感性 到理 性
,

由

理性再 回到实践 的循 环往复不 断前进 的过程
。

在 这 个漫

长的过程 中
,

人们 的认识不 断地从 个别上 升 到一般
,

即

从对 个别事物 的认识 上升到对事物的一般性 的
、

规律性

的认识
,

然后又 以这 种规 律性 的知识为 指导 去研究各种

具体的新事物
,

用 以丰富 已有的知识
。

人类这一认识过 程是一 个 内容极其 丰富
、

复杂的过

程
,

它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思 维
、

认识方 法来完成
。

其中
,

归纳法 和演绎法 起着 重要 的作 用
。

所谓归 纳
,

就是 由个

别到一般 的推理 方法
,

即从 特殊 的
、

具体 的事例推 导 出

一般 的原理
、

原则 的方法 ; 所 谓 演绎
,

就是 由一般到个

别的推理方法
,

即从具有 一般 性知识 的前提中推 导出关

于 个别性事物的结论的方法
。

语言研究属于 人类认识 范畴
,

这 决定 了归纳与演绎

与语 言研究 的 关系密不 可分
。

考察语言学 史 可 以发现
,

在语 言学发展的过程 中
,

归纳与演绎 的方法 在不 同时期
、

份量不等地对语言学思 想 的形成
、

流派 的建 立发挥着重

要 的作用
。

威诺格拉德 ( w i on gr ad ) 曾用生动的比喻勾勒

出了语言学的几个重要 发展阶段
: ( 1) 规定语 法— 作为

法律的语言学 ; ( 2) 历史 比较语言学— 作为生物学的

语言学 ; ( 3) 结构语言学— 作为化学的语言学 ; ( 4 )

生成语言学— 作为数学 的语言学
。

( w i n o g r a d
,

29 5 3 ) 其

中
,

规定语法的形成 主要应用 演绎 的方法
,

因 为此类语

法大都 以拉丁 语法 为模式
,

以古代名家的文句为标准
,

把语法的一般性规则作 为
“

法律文本
”

强加给其他语 言
。

历史比较语言学倾 向于 归纳法
,

重视实证 的手 段
,

通过

对各种具体语 言 的研究
、

横 向对 比来 探索 语言 的发 生
、

谱系关系
、

内部构造 的异 同以 及发 展规律
。

结构语言学

虽然不 同于历史 比 较语 言学
,

但 由 于二者追求
“

变化 规

律
”

这一相似的 目的
,

所 以 在研究 方法 上前 者仍袭用 归

纳的方 法
,

尤其 是美 国的结构主 义语 言学特 别强 调运用

归纳法去研究语言 的组 成
、

结构
、

性 质和 变化 规律
,

从

而把归纳法推向 了高峰
。

作 为美国结 构主义语法 的反动
,

5 0 年代产生了生成语言学
。

该学派主张采用演绎的方法
,

认为语言学 的 目标 是认识 人 类语 言 的普 遍 现象
,

为此
,

首先应建立一个具有公理 系统特征 的
、

符合数理逻 辑的
、

形式化理论模型
,

然后 再把它 放在 事实中检验
,

从 而对

科学事实的成因提供理论解释
。

显然
,

无论 是归 纳法 还是 演绎 法
,

它们对 语言学 的

发展都曾起过 非常 有益 的作用
。

但从人类 的认 识过程 来

说
,

二者是不可分的
:
归纳 是演绎 的前 提

,

演绎 是归 纳

的 目的
。

我们在 进行语言研 究 时
,

必须使 两种 方法互 为

补 充
、

达到有机 的统一
,

当代语言学 的发展趋 势恰恰 深

刻印证 了这 一观点
。

比如
,

社会语 言学 既重 视实证性 归

纳
,

又 重视 指 导性 演 绎
;
心 理语 言学 既关 注实 验数 据

,

又关心人脑 和认 知 ; 计 算语言学 更 为典型
,

围绕 着 自然

语言处理这一 目标
,

一 方面它 要求 语言研 究者创建语 料

库
,

对 自然语言进行概率性 及其 他数学 分析
,

得 出规律
;

另一方面
,

它要求语 言研 究者用 演绎 的手段整理 出有预

测能力 的规则
,

使之形式化
,

然后 处理 自然语言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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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式和意义的 综合

形式和意义 的关系是语言学中重要 的理论 问题
,

它

直接影响到如何分析语言系统 的结构
、

如何确 立语言 研

究的程序
、

如何 指导语言现象的分析等一系列 重要 的方

法论问题
。

一般认为
,

传统语法 是注重 意 义的
,

主观 解

释多于客观描写
,

这种做法 的弊端 在 于容易把 语言研 究

与逻辑混在 一起 (传统语法对从 属句 的分类是 一典型 体

现 )
,

容易导致循环论证
,

无法真正做到客观地分析各 种

语言形式
。

与此相反
,

结构 主 义 (尤 其是描 写结构语言

学 ) 特别注重 形 式
,

它 以 经 验 主 义和行 为 主 义为 基础
、

以分布和替代为原则
,

采用 对语言素材进行切 分和分类

的
“

分类主 义
”

方法
。

结构 主义虽 然在 语言结 构的形 式

描写方面成效很大
,

但由于它过分强调 客观性
、

经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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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验证性
,

忽视意义 的地位
,

所 以对 于语 言结构内在

的联 系往往缺乏解释力
,

难以认识语言本质所在
。

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事实表明
,

形式和 意义不可偏 废
,

二者的结合体现着语言学 的发展方 向
。

这 里
,

我们 可 以

把转换生成语法的发展 以 及 功能语法 的形成作为发 展趋

势的标志做一阐述
。

可以说
,

描写结构语 言学走 到 了极端 就 产生 了解释

结构语言学
,

即以乔姆斯 基 的理论 为代表的转换生 成语

法学说 ( T G )
。

在其 理论 的第一阶段 (经 典理论 )
,

由于

受描写结构 主 义的影响
,

总的特 点是 把语义 排除在 外
,

他认为
, “

语法最好 独立于语义学 而成 为 自成系统 的研

究
,

成为一个公式 系统
” 。

( 《句法 结 构 》
,

中译本
,

P
.

l o s)

到了第二阶段 (标准理论一 S T )
,

感到
“

形式 乏力
”

的乔

氏开始注意到语义 问题
,

他把语 义作为 一个独立 的层 面

看待
,

用以对句法基 础部分 生成的深层结构进行解释
。

第三阶段被称为
“

扩展的标准理论
”

( EST ) 阶段
,

这 一

阶段的主要 特点是结构也对 语义解释起 一定 的作用 (不

过
,

语义主要还是由深层结构决定 )
。

第 四 阶段 的学说被

称作
“

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
”

( R E S T )
。

这 一阶段最 大

的变化是把语 义解 释放 到了表层 结构上
,

由此得 出逻 辑

形式表现
。

乔姆斯 基的理论 目前 还 在进 一 步发 展之 中
,

又有了
“

管约理论
”

( G B) 和
“

最 简方案
”

( M )P
。

从转

换生成语法的整 个发展 来看
,

乔 氏 的许多工 作都是在 努

力把语法同语音 和语 义结合起来
,

并着 重解决语 法 中的

语义特征的分析和描写
。

可 以说乔 氏的思想在 一定程 度

上反映了现代语言结构认识上的发展
。

与转换生成语法不 一样
,

功能语 法从 一开 始就非常

注意形式和意义的和谐统 一
。

从布拉格 学派 开始
,

马泰

休斯在研究句子形式的 同时
,

就提 出了句 子 的实义 切分

理论
。

这是一种基 于信息流 向的意 义分析法
,

即按实际

语境将句子切分 为表述 的 出发点 (主位—
已 知信息 )

和表述 的核心 (述位— 新 知信 息 )
。

法 国 学 者 马 丁 内

( A
.

M a rt in et ) 认为
,

语言研究的对象 是人们 的言语 活动
,

其中的语言事实要依据语 义功能来确 定 和分析
。

前苏联

学 者 班 达 尔 科 ( A
.

玩
H
朋 p oK ) 遵 从 前 辈 谢 尔 巴

(几
.

以
e

两 ) 的
“

积极语 法
”

的思想
,

重 视功能 语义范 畴

(功能语义场 ) 的研究
,

主张创建 一种
“

从意义 到形 式
”

的功能语法
,

让其 为人们积极 地表 达思 想服务
,

使 形 式

和意义实现
“

动态
”

的结合
。

系统功能 学说 更是 注重 形

式和意义的综合研 究
,

它 既强调语 言 的形式规 则
、

衔接

手段
,

又强调 了语言在社会 生活 中的运 用规则
。

该 学说

的创始人韩礼德 ( M
.

A
.

K
.

H all iday ) 提 出
,

语言有 3 种

元功能 (纯理功能 )
:

概念功能 (
“

观察者
”

的功能 )
、

人

际功能 (
“

闯人者
”

的功能 ) 和语篇功能 (
“

相关
”

的功

能 )
。

这些功能实际上是语境层和语 义层
、

语义层和形式

层的接面
,

它们 可 以解 释语言 既是 思维 (反映 ) 的工 具

又 是交 际 (行为 ) 的工 具
,

又可 以解 释语言为什么具有

不同于其他符 号 系统 的特点
。

正是 由于形式 和意 义较完

美的结合符合语言学 发展 的趋势
,

目前
,

系统功 能学说

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极 大关注
。

8
.

由模糊转向精 确

认识论指 出
,

思想 在实践 中的实现
,

总是 由浅而深
、

由低 而高
、

由知之不 多到 知之较多逐层 深人 的
。

原来 不

全面
、

不确切
、

不十分完备 的思想 和 认识
,

在不 断修正

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

由原来 的模糊变得 相对 明确
。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同样 如此
,

它
“

已 不满 足 于对语

言做出归纳后 进行 一般性 的概括和思维 辨证的定性说明
,

而是要求研究进一步精确化
” 。

(徐盛桓
,

19 9 2)

当然
,

这 里有 一个正确认识模糊语言学 的问题
。 “

模

糊语言学
”

这 一术语 目前在 国内外语言学 文献 中已 越来

越频繁地 出现
,

它的理论基 础是美 国加州大学控制论专

家查德 ( L
.

A
.

Zad he ) 的
“

模 糊 集
”

( F uz zy eS
t S
) 理论

。

模糊语言学虽然研究 的是语言和 言语中的模糊现象
,

但

从本质上讲
,

模糊性与精确性是 相互依存 的
,

二者 可以

互为表现对方 内容的手段
,

模糊 的表达方 式往 往追 求的

正是精确的表达效果
。

所 以说
, “

精确兮
,

模糊所伏
;
模

糊 兮
,

精 确所依
” ,

模 糊语 言 学其 实 是
“

精 确语 言 学
” ,

模糊学的引人将会对语 言学研究 的精确化 产 生有益 的影

响
。

按照徐盛桓先 生 的理解
,

语言研究 由模糊 转向精 确

具体表现在 3 个方面
。

( 同 上 )

8
.

1 认识对象 区分的精 确 化

传统语言学 只研 究语言本身
,

而现代语 言学 的研 究

对象虽然扩大 了
,

但却精确地 定位 于
“

语言体系 十 言 语

活动 + 言语机制
” 。

同时
,

传统语言学依据 自身 的 3 大要

素

—
语音

、

语 法
、

词 汇— 笼统 地把 语言 学分 为语 音

学
、

语法学和词汇学
。

但现代语言 学 随着语言认识 的深

人
,

对语 言研究对象 的 区分更 为精 细和 准确
:
从语 音学

中分 出了语音学
、

音 位 学
、

重 音学
、

表音 法
、

正 音 法
、

正字法等 ; 从语法学中分 出了形态学
、

句法学
、

构 词法
、

标点法等 ; 从词汇学中分出了词 汇学
、

成语学
、

词典 学
、

专名学
、

方言学
、

词 源学等
。

另 外
,

从语言 的符号性 质

出发
,

分出了语构学
、

语 义学 和语 用学 ; 从 语 言表 达效

果 出发分 出了修辞 学
、

风 格学
、

文体学等 ; 从 语言的交

际 目的出发分出了话语语言学
、

语篇 分析学
、

文章 学等
。

至于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 而产生 的边缘 学科更 是
“

条

分缕析
” ,

非常精细 (上文 1
.

3 已有介绍
,

此不赘述 )
。

8
.

2 认识 程序 的精 确 化

科学技术的发 展表明
,

一切 科学 都离 不开精确数学

的方法
。

可 以说
,

用 精确 定义 的概念 和严 格证 明的定理

描述现实的数量关系和空 间形式
,

用精确控制的实验方

法和精确的测量计算探索客观世 界 的规律
,

建立 严密的

理论体系
,

就是近
、

现代科学 的特点
。

实际上
,

从 19 世

纪开始
,

物理
、

化学等自然科学都已先后 在不 同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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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了定量化
、

公式化
,

形成 了一个被称为
“

精密科 学
”

的学科群
。

由此 来看
,

语 言认识 程 序精确化 是科学 发展

使然
。

语言认识程序 的精确化 主要 表现为研究过程 中分析
、

推理
、

论证过程 的可操作化
、

程序化
、

数学化
。

以乔姆

斯基所推崇 的解释性语 言研究方法为例
。

他认为
,

解释

性方法有 两 个特征
,

一 是要 建立 一 个形式化理论模型
,

而这 个理论模型 应该具有 鲜明 的公理 系统 的特 征
,

至少

要包含 一些数据型和运算型 的
“

初始元素
”

( rP
l
m iit v es ) ;

二是建 立输 出一输人
、

表 征一推 演 的模块式 系统
,

制定

规则 以 及使用 规则 的条件
。

乔姆斯 基的修正扩展标 准理

论之前有关语 法生 成 的严格 程序 已 为 大家熟知
,

而 在之

后的
“

管约理论
”
( G B ) 和

“

最简方案
”

( M )P 中精确化

程度依然很高
。

其 G B 模式 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语法的模块

性
,

语法分为 规则 系统 和原 则 系统
。

规 则 系统 主要是
a

的移 位规则
;
原则 系统 共 有 6 个

,

即界 限理 论
、

支配 理

论
、

题元理论
、

格理论
、

约束理论 以 及控制理 论
。 “

最 简

方案
”

更 认 为
,

语 言 只 由词库 和运算 ( c o m p ut at ion ) 构

成
,

运算结 果 生成 形式 表 现
;
语障理 论

、

题元 理论
、

格

理论
、

约束理论
、

控 制理 论
、

核查 理 论构 成方案 的原则

部分
。

由此可见
,

语言精 确 化倾 向在 乔姆斯 基 的理论 中

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
。

8
.

3 认识 成果表述 的精 确 化

由上 述 可知
,

语言学研究 的过程 完全可 以 用规则系

统
、

原则 系统加 以表 述
。

同样
,

语言学 的研究成果也 需要

达到精确化的表述
,

以 避免 语 言表达 的游移性
、

多 义性
。

在这方面
,

蒙塔 古语法
、

系统功能语法都是典型的代表
。

蒙塔 古语法形成 于 7 0 年代
,

这是一 种以 内涵逻辑为

基础
、

对 自然语 言进行 描 写 的形式 语 法
。

该语 法 的创始

人蒙塔古 ( R
.

M
o n t a q u e

) 认 为
,

一种 理论 如 果要 对 意义

丰富的 自然语言进行 形式 化 的描 写
,

就必 须具备数 学的

高度精 确性
,

他 把 自然 语言研究视 为数 学 的 一 个分支
,

主张采用数学 中的递 归定 义来描 写
、

解释 自然语 言 和人

造语 言
。

蒙塔古语 法 由 3 大部分组成
:
句 法

、

翻译 和语

义
。

句法部分包括 一套语类 和 一套 句 法规则 ; 翻译部分

包括一套 翻译规 则
,

将 短语 翻译成内涵 逻辑表达式 ; 语

义部分 主要 解决语 义所指 问题
,

它 有一 套语 义规则
,

运

用这套语 义规则可 以将内涵 逻辑 表达式在特定模 型 中的

语义所指求出
。

系统功 能语 法 目前 发展 势头 较好
,

这和 它所具有 的

科学性和客观性 不无 关 系
。

就精确化 而 言
,

它有 如下 几

个方面值得推崇
: ( l )

“

近似 的
”

( a p p r o x皿
a t iv e

) 或
“

盖

然的
”

( p
r o
b
a
b i li

s t i。 ) 思想
。

比如
,

在对 一个语 义项 目分

类时
,

主张由一般趋向特殊
,

越分越 细
,

对每一个选 择点

的可选项给以近似值
,

对 相应 的词 汇语法项 也给 以 近似

值 ; (2 )
“

阶
”

(
、 ca le ) 思想

。

语言范畴关系涉及 3 个有 明

显区别 的可 以抽象 的阶
,

即级 (
r a n

k )
、

说明 (
e x p o n e n e e

)

和精密度 ( de h ca cy )
。

级 阶相当于等级体系 的概 念
,

指一

个项 目系统的层 次和秩序 关 系
;
说 明阶相 当于分类学 的

概念
,

它将 理论框架中高度抽象 的范畴与 语言资料联 系

起来 ; 精密度阶相 当于连 续体的概念
,

表示 范畴 的区别

或详尽程度
,

精密度的任何延伸都要 求对大规模的语篇

研究作频率统计
,

并对复杂的次分类制订多种标准 ; ( 3)

“

模式
”

( m od d ) 思想
。

语言分析有 4 种
“

度量
”

模式
:

a
.

项 目和配列模式 ; b
.

项 目和过程模式 ; C
.

词和词形

变化表模式 ; d
.

项 目与 聚合体模式
。

尤 其是第 一 种模

式
,

主要服务于精确化
,

用 以 详 细说 明语 素 的总数
、

每

一 个语素得 以体现的形式以 及语素可 以从 中出现 的语列
。

(4 )
“

体现
”

(
r ea ilz at ion ) 思想

。

体现 的概念 用来说明各

层次之间 的关系和每 一层 次内不 同范 畴之 间的关 系
。

为

了达到精确化 目的
,

语法 制定 了 6 种 严格 的体 现方 法
:

a
.

插人 ; b
.

连结 ; C
.

特指 ; d 派 给 ; e
.

重合 ; f
.

间

断
。

以上
,

我们就 语 言学 的八 大发展 趋势做 了粗 浅的 阐

述
,

问题涉 及 到 了语言 学 的本质
、

对象
、

方 法
、

目的
、

任务诸方面
。

需要 指 出的是
,

语 言学 的八 大转 向是针对

发展主流而言的
,

而 在 个别
、

局 部 问题上
,

可 能会 出现

兼向发展
,

甚至逆 流 发展 的情 况
,

这 是完 全允许 的
,

也

是正常的
。

因为语言毕竟是一 个特 殊 的
、

复杂的符 号系

统
。

囿于作者水平以及所站高度有 限
,

文 中不当之处 在

所难免
,

敬请各位学者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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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

b : e
、

m a s k
、

]: a
l

、
r en e et,o n

、
e ,g a r e t 等等

。

再 者
,
o f t e n 念〔

’

。 : f t n 〕
、

w h e n

念〔h w e n 〕
、

h i
s t o

ry 念 [
·

h i s t
o r i ]

、 s e e r e t a ry 念 t
`

s e k佰 t e r i 〕
、
a p p r e e i a t e 念

t百 rP :iJ ie rt 〕 都是重视拼写和发音一致性的典型例子
。

另外
,

英语

的非重读元音被 给予足够 的音质 和音量
,

也符合拼写和发音一致

性原则
。

例 如 n y lo n
、

py lo n
、

co u po n

等词 的词 尾
“ 。 n ”

常 发 为

[
。 n ]

。

还 有 bam 】l x
〕 、

ca m p a ig n 和 e h a m p a g n e 中 [ m ] 音 的被 拉

长
,

te lst ar 中 〔l] 音的被拉 长
,

也使词中音节的音量渐趋均衡
。

从以上介绍的 当代英语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
,

随着社 会的变

革和进步
,

当代英语也在发生着一系列 的变化
。

这些 变化 首先表

现在对社会变革反应最敏感的词汇方面
,

即出现了大量反映新鲜

事物 的新词
,

一些原 有词汇 的语 义也发生 了引伸
、

增 减
、

褒贬
、

兴 废等语言变化
。

其次反映在语音方面
,

语音的历史演变是一个

缓 慢过程
,

这种变化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
,

作为长期演变的结

果
,

美国英语 和英 国英语在读音方面存 在着种种差异
。

反映在用

法方面
,

英语 的词法和句法正在发生着变化
,

但这些变化与英语

语言本身所拥有 的数 目繁多 的语 法规则相 比
,

却是 微不足道的
。

这是 由语言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

语言学家认为
,

语言的语法体

系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 成的
,

是语言 中最稳 定的结构要素
。

有人称它为
“

语言的框架
”

是不无道理的
。

某种语言的语法结构

是该语 言类型的重要标志
。

尽管英语已 有千年 的历史
,

而且在不

断地变化着
,

但其 词法 中常用的 四种 后缀—
一

ed ( 动词过 去时

与过去分词 )
、 一

( e) s (名词复数 和第三人称单数情况下 的动词现

在时 )
、 一

e r (形容词
、

副词 比较 等级 )
、 一

es t (形容词
、

副 词最高

级 ) 就足以 证明它仍属 于印欧语系的屈折语
,

同时也可 以看出它

属于 日耳曼语族
。

从 当代英语的发展趋势中我们也可 以看出语 言

发展的两大规律— 渐变性规律和不平衡性规律
。

首先英语语 言

既有 巨大的稳固性
,

又有 相应 的变化
,

其语言结构体系的演变呈

现为渐变的方式
,

而不是爆发突变
。

再者
,

英语语言结构的各 个

要素与社会的联 系各不相同
。

联 系最直接的是词 汇
。

词汇
、

词义

对社会发展的反应灵敏
,

变化较快
,

而语音和语 法就相对稳定得

多
。

语言诸要素发展的速度是不 同的
,

因而产生 了语言结构体系

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
。

正是语言结构发展变化 的渐变性和不 平衡

性
,

使得作为当代国际通用语言 的英语既能充分满足社会 的发展

变化 向它提出的新的要求
,

又能保持其
“

语 言框 架
”
的 稳固

,

从

而既保证 了交际的顺利进行
,

又保持 了当代英语的青春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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