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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论》

内容概要

本书系徐通锵先生20世纪90年代末语言学理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以“语言世界观”为哲学基础
，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初步提炼出“结构关联”的理论模型。进而，通过语言与文字、历时
与共时、例外与规则、理论与应用的有机互动，以“中西对比”的方法，从音韵、构辞、句法三个角
度系统揭示出汉语特有的“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深层机制。汉语研究的传统重实际语言材料
的整理与研究，很少进行理论的探讨，而本书以汉语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阐释汉
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为汉语的语言理论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本书语言严谨，专业性强，对
于语言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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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通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印
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评议委员。徐通锵教授是我国最有建树的理论语言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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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语义型
摆脱印欧眼光
字本位
音韵 文字（形声字核心） 语法（向心 离心）俱到
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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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论》

精彩书评

1、接触语言学的人少有不知道上世纪叶蜚声、徐通锵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一书，这也是我的语言
学入门书目。如何评价徐通锵先生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的导师杨立权先生是徐先生的关门弟子（最后
一个博士），更多继承了徐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语言调查和变异研究，至于徐先生的语法理论以及
字本位思想，应是其大弟子、北大王洪君教授研究得更多。本书副标题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
研究方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徐先生的集大成之作，影响颇深，争议不小。简言之，本书中徐通锵
几乎完全摒弃了结构主义分析的方法（所谓“印欧语的眼光”）以致极端，以语义为核心，对比了汉
语与印欧语在语言结构上的根本差异，围绕着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以“字，辞，块，读，句”为
结构单位，以“向心-离心”为核心指导概念，以“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肯定|否定，有定|无定”为
语义研究范畴，搭建了一整套从音韵到句法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当然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他认为的
汉字和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也就是后来的“字本位语法”之理论基石。徐先生不止一次强调：一
个理论好不好，适用不适用，在于它对语言的解释力之强弱。以我个人的观点看来，这套理论完全可
以在汉语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不逊于任何语言理论——比如菲尔墨的“格语法”。从直观感觉来
看，徐先生的一些观念很符合道家的观点，比如结构关联与变异，颇有“大衍之数五十”的意味，而
辞的一分为二以及四字格的演变，就有些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的神韵了。至于是与不是，留给后
人评说。然敬佩之心，无以复加。本书阅读相当之苦，一翻开书，精神都是紧绷的，同是600多页，对
比之下，商务那本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阅读难度都没这么大，然而也不敢说自己能读懂，仅得皮
毛尔。PS：编辑朱俊玄先生非常专业和敬业。
2、语言学的转向揭示了印欧语言的语音字符及系词结构自始留给西方学术的深刻惯性。然而即使以
现象学尝试超越形而上学，但同样由印欧语言规定的现象学也不复超出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外。名谓论
如魅影一样隐藏在诸多繁争的概念之前，也作为认识的第一外在基础贯连出西方、印度、中国学术的
共同问题域。所谓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学将是从头清理的重要基础之一。（心灵哲学）遑论新理学或新
心学，如是以最不同于印欧语系文明的华夏传统资源超论形而上学的种种束缚，以汉语为对象的中国
语言学应该是开展这一范围内任何工作的基础。徐老先生冠勇，他卓绝的贡献理应整体上影响中国学
术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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