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描寫語言學的興趣及其發展﹒

五力

描寫語言學叉稱靜態語言學，道是對某一具體語言的靜態攝鷹，而不管它的歷史演

變。按照這個定義，搗雄的《方言》也可臥認房是掛寫語雷學，但是《方咱言》只眼於

部分詞瀝的零星記錄，人們還不值從此看見當時語言的全觀，特別是語音 11 面缺乏釵

述。周聽清的《中原音齣》基本土反映了元代大都語音情況;但是作者不是從語言學觀

點，而是從詞曲學觀點來看間題。清初樂廳鳳的《五方元音》記錄了十七世紀北京的語

音系統@。黃謙的《灑音抄悟) (1800)記錄了十八世紀福建泉州的語音系統;像道類的

書不算太少，但是記錄的人不是經過語言學雷n線的人，甚至不是經過等齣學訓練的人(

如《五方元音》以“風羊"切“方" )，而且他們的書也只是為了掃盲的目的，不是露

了語言學的目的。因此，真正描寫語言學的產生，是在普通語雷學傳入中國臥復。

中國學者們之所以一向不重親描寫語言學，是受了復古主麓的影響。小學是經學的

附庸，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像顧亭林那樣夢想著: “夫之未費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

之音問遷之淳古者"，但是，清儒對於唐輯也認為非正』哪襄還甘心研究清代的語音

呢?章炳麟等人之所以研究方言，無非想證明方言中存在著一些“古"的東西，那仍然

是歷史語言學觀點，不是描寫語言學觀點。直到普通語言學傅到了中國，學者們的眼光

才有了轉變，能對現代語言進行靜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嶄新的一套。譬如

說，記奮的立于法不再是用反切的窗注了，而是利用音揮了。在前中央研究曉歷史語言研

究所的工作中，由於趟元任、李方值等人的提倡，會越有-個時期把力量完全放在芳雷

謂畫土。少數民按語言的調查也逐漸有人在做了。

在此跟前，有些外國傳教士也會寫了傅載的目的，甚至第了使辜的目的，調蓋過我

國的方宮和少數民接語宮。他們多數沒有經過嚴格的語雷學部i撮，他們的著作，可信程

度是不高的。高本護自己昕調查的方霄，可信程度較高，但是儡於黃河流城;即以黃河

流誠而論，他只調查了過處，也還是不夠的。

e 編者案:本文是主力教授《中國語言學史》第四軍第十八銜。

@獎鷹鳳是堯山(今河北隆聶縣)人，但是他昕記的當是北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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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 (1928). 是中國描寫語言學的較早的重要著作。他

實地調查了江蘇斯江兩省的三十三處的方言。他的調查以語音為主，同時還調查了三十

處七十五個詞的詞涯，二十二處五十六用的助語詞。此外還附錄了“北風眼太輯"的故事。

語音部分分為四章: (一)吳語聲母; (二)吳語齣母; (三)吳語聲調; (四)

聲曲調總討論。前三章所列的聲母表、齣母表、聲調衰，主要是表現了《廣齣》、 “國

音.. (按指普通話)、聽音三方面的對暉，特別看軍在古音系統與現代吳音系統的對

廳。表中以“國音"排在吳語三十三處方言的土面，而聲、輯、調都按照下面的三個標

準來分類:

( 1 )今吳音聲母.4-吳音齣母，今吳音聲調類，這一欄叉分為兩行:第一行是吳

音的最大公約數，第二行是吳音的最小公倍數。

( 2 )古母. (廣齣》笛，古四聲。古母依照三十六字母的名稱，但照穿床響各分

二類。《廣齣》依照 206 齣;古四聲也依《廣齣》。

( 3 )分合條件。例如見母今開合為 K. "年齊撮為 tF ;魚虞商鵲 1 母與 tz 系在

蘇州為 i; g , n 系在蘇州為 y﹒; :g 1 系在蘇州鑄恥。古上聲清上在蘇州噶陰上，獨上

如果是次濁文言，則變陸上或臨去，其餘一律讀成揭去。

其次，在每一類都舉了一些例字。每一表後面都有詳細的討論，最後還來一個聲齣
調總討論。

這種做法，是比較富於科學性的。特別是分合慷件一欄很重要，有了這一棚，才能

說明語音演變的組律性。後來人們昕作的方言調查報告，雖然不再標明“分合慷件

但是凡矗拿《廣齣》的音系來對比的，都注意到古今音的對廳現律。這書是一個良好的

閱捕。

4 現代吳語的研究》出版後，對後來的方言調查起了很大的影響。《廣齣》對比的

辦法-直到解放前沒有人改變過，甚至“北風跟太屆"的故事也被廣泛應用著〈攝常培

的《廈門音系》與趙民自己的《鍾鮮方言記》都用了)。

趙元佳的第二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南京音系) (科學雄誌13卷八期〉第三部調查

方言的著作是《中山方音》。

趙元任第四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鍾群方言記) (1936年寫成， 1939年出版)@。遺

書分第三.:第一章是語音的分析，記錄了鍾鮮方言的十七個聲母、三十六個鵲母和四個

聲調，並加拉l描寫性的說明;第二章是本地音曲，分析了聲母跟鵲母的闢係〈主要是聲

母眼四呼的關保) ，介母跟齣母的關係，聲母眼聲調的關保，聲母、曲母、聲調闊的關

係，還有單音字全袁和間音字灑;第三章是比較音鶴，免是跟國音比較，其我是眼廣齣

比較。 E鍾群方雷記》比起《現代吳語的研究》來，在方法上有了明顯的進步。第一，

@趙氏在序里說:“鍾群居湖北的正中心，方書是西南官話之一種; 此說漢派的湖北話又多帶

-I'i普通化的色彩。現在給鐘韓語言作一個數詳細的記錄跟分析，差不多說是把中國中省中

郡的代表語言記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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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把“語音"和“音鶴"分開了: “語音"只是客觀的描寫， “音鶴"則是聲、輯、

調相互間的關係;第二，著者拿前兩章來作純粹靜態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歷奧@。這

樣，描寫語言學的性質說較禮厚。

羅常培關於方言調查的著作有《廈門音系> (1931) 和《臨川音系). (1936) 。

《廈門音系》的特點是故事多，字表多。總的說來嫌繁了一點。《臨川音系》第一2但是

叡詰;第二章是語音的分析，第三章是本地的音齣;第四章是比較的音齣;第五章是特

殊詞瀝;第六章是標音舉例。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完全是《鍾群方書記》的架子@。但

是羅氏的治學態度是譴嚴的，其中也有不少的創造性。例如《臨川音系》聲謂的分析利

用了實驗語音學;講本地音韻時，先撰《臨川齣鏡>.再談《臨川方音的通性) .也能

別開生苗。

董間都關於方言調查的著作有《華轎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1948) (集刊》第十丸"

本81一-210頁)。此書的特點是以記錄成康的話為主，頗有參考的價值。

前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共進行了六次方言調查。已經發表的只有《湖北方言調查報

告》。還是第六次調查的報告，調查時間是1936年，直到1948年方才出版。這是一次相

當大姐模的方言調查，吾吾加者是趙元任、了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獻。體共有64

個調查點，每一點都寫一個報告，研垃l篇幅很大。最後還有一轉合報告。在綜合報告

中，有: (甲〉綜合材料; (乙〉湖北特點及概況; (丙〉湖北方言地圖。其中訊方言

地圖最為重要，這是中國的第一部有方言地圖的著作。

解放前的方言調查，有兩個共同的缺點。第一是側重在語音方面，對詞爐、語法軍

觀不夠;第二是夾雜著歷史語言學的東西，不是純粹的描寫語言學。這兩點可以說是受

了高本漢《方言字典》的影響。高本漢為了研究古音，他那樣做是對的;我們調查方言

不是為了研究古音(至少不是主要目的) .說不一定要拿古音來比較，徒然塗土-層復

古主義色影。歷史語言學味道最聾的是《現代吳語的研究》和《湖北方言調查報告扎

因為沒有什麼地方純然是靜態描寫的;其次是《廈門音系 L 書中雖有描寫語音學的獨

立章節，但是仍然著重在眼《廣齣》對比，而且沒有跟“圖音"對此，顯得厚古薄今。

在《鍾鮮方言記》與《臨川音系》宴，歷史語言學的味道雖然沖談了，對於《廣齣》仍

然不捨得割愛@。實際土，完全不提及《廣齣》也可跟進行很有科學價值的方雷研究工

作，最近( 1960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為昌黎縣器研緝的《昌黎方言誌》說是很好

的-個例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言調查需要很多的準備工作。前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道行

方雷調查之前，先準備了一個調查用字衰，人們不需要調查錢萬字的讀音，只消調查-

@只有《間音字瞳》中列有《廣鈞》一棚，但是並不按照分合條件。

@ 趙元任在《鐘鮮方言記》的序里說:“……或者可且給人做一個其他方書記錄的雄本吧。"躍

書顯然是受了趟，的影響。

@ 自草草棚遇事哥《聞中方音調查報告) (1933年調畫.19540 年由四處世畏聾邀出版)值得在還真擾

一握。此稱似乎是純粹的描寫語言學;.中賞，七章“棚中方雷與古脅的比較"是整連者寫的。



6 中國語文研究/第4 期

些有代裴性的字，說可以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趙元任等在進行湖北方言調查時，所用

的調查用字表包括678個單字。還字的標準當然槌音系出發;而音系叉跟《廣齣》有關。

在今天我們雖然不需要人人熟悉《廣齣》才進行方言調查，但是單備調查用字表的人則

必須熟悉《廣齣》。這叉是辯證的看法:搞描寫語言學的人在著作中應該盡可能不涉及

歷史語雷學，但是他們必讀其備歷史語言學的知識，然後描寫語言學才搞得好。

權製音檔也是歷史語雷研究所的調查步驟之一。灌製音檔有許多好處:可QJ.帶罔研

究機關來仔細推敲，叉可眩請專家來聽聽，核對自己的記錄是否正確。

中國人自己所傲的少數民接語言調查工作，開始於李方桂所寫的《龍州土語>> (1935 

年調查. 1940年出版)和武鳴鐘語(1935年調查，其中音系部分曾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十二本，其餘部分尚未正式出版〉。但是這兩部書都偏重於語音方面和故事方

面，沒有能對少數民最語言作全面的描述。他的《莫話記略>> (1943. 歷史語言研究研

單刊甲種之二十，石印本)第一章是導論，第二章是音齣，第三章是故事，仍然沒有涉

及語法等方面。李氏在序襄說: “因為這書主要的目的是快給材料，昕臥比較、歷史、

文法土的各種研究都另文討論。"可見他自己也承認這還不是全面的研究。但是，李氏

曾受過嚴格的語言調查的訓練，他的著作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

關於少數民接的調查研究，主要是研究它們的音齣和語法，其實音的也可以歸入語

法的範間。解放臥前，依照這個原則去做的，有羅常培的《貢山侏語初探>> (1942年鉛

印本) .馬學良的《撒尼鼻語研究>> (1946年寫成. 1951年出版) .高華年的《摔語語

法研究>> (指納西語. 1943年調查. 1958年出版) .金鵬的《嘉我語研究》等@。袁家

蟬的《阿細民歌及其語言)} (1949年抽印版. 1953年出版) ，雖然眼民歌為主，其中也

有一個專章釵述音系典語法。

實驗語音學也可算是屬於描寫語言學的範圈。中國第一個搞實驗語音學的人是割

讓。他的《四聲實驗錄)<V講了實驗聲謂的方法，講了與聲調有闊的樂理@.記錄了十二

種方言(北京、南京、鼓昌、長沙、成都、福州、廣州、潮州、江陰、江山、麗梅、跨

越〉的聲調。這書在理論方面雖然相當高明，但是在實踐方面做得很差，許多聲調曲線

都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如北京的聲調曲融雖不應該是那樣)。在調類方面，也有一些錯

誤(如長沙平聲有兩種，而說只有一種;廣州入聲有三種，而說只有兩種，甚至說成部

的“東"字可以讀成入聲1 )劉佳作實驗時身在國外，也許由於找不到合遍的發宙人，

且至產生這些缺點@o 他歸國後，在北京大學創立語音樂律實驗室，發明聲調推斷尺，積

@ 金鵬的《嘉我語研究》是用法文寫的，原題 Etude sur le Jyarung，載在《漢學》雜志上。
<v ((四聲實驗錄》原由群益書局出版，解放後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版的“內容揖要"說: “這

是一本否定回聲存在的專著"，這句話是錯誤的，割讓並沒有否定四盤的存在。

@ 在樂理方面，劉復講得很透徹。他由於對音樂的愛好(他的兄弟劉天率是一個天才音樂家)

講得彈護津津有味，以致有點臨賓奪車，超出了聲調實驗研需要的均識範圈。

@ ((回聲實驗錄》原是劉氏在巴黎大學的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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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提倡實驗語音學。中國實驗語音學是由他建立了一定的基麗的。雖劉氏的《四聲實驗

錄》而作的，有王力的《博白質于音實驗錄) (法文本1931 ')們王力制用假頓和種故計實

驗了博自的元音和輔音，再用濃妝計實驗了博白的聲調。但是他的書影響不犬。.

描寫語言學在某些方面是接近自然科學的。調查方音需要一雙有訓練的耳棠，如果

聽音不準確，記錄的可靠程度說不高。實驗語音學正是調查語言的好工具，但是如果實

驗的經驗不豐富，實驗的方法不熟練，仍然是會失敗的。- 解放間前，中國的描寫語言學

並不是十分令人漏蠶的。但是，由於祖先任、李方桂、羅常培導人都有很好的語雷學修

養，劉復則有較好的語音樂律實驗的經驗，描寫語言學可說是有了良好的開端7。

最後，我們在這里附帶談一談中國解放前的普通語言學。解放前，中國的語雷學者

對於普通語言學，是通過外文原本來學習的。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曾經指定Palmer

的《語言學引論》作為主要參考書。方光黨、玉力、每麒祥等人曾經在大學襄敢過 l“語

言學"，編過講義，但是都沒有寫過番。

沈步洲寫過一部《言語學概諭>> .質量不高，流傳不覺。倒反是胡臥魯的《國語學

草創》襄面介紹了不少普通語言學的知識@，可惜譯名過時了，現在的人不容易看懂

了。

王力/描寫語言學的興起及其發展

本章的結語

西方的語言學說傅入中國以前，中國的語-言學是封建主義的文化;西學東漸臥後，

直到解放以前，中國的語言學的主流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而屬於封建主義文化的語言學

還同時存在著。這兩種文化發生矛盾;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它們是五相啡斥的。黃侃

篇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作贊說: “方今華夏膨痺，國聞淪失，西來殊學，盪誠薔貴，懷

古君子，良用章(xi)悔! "可見“懷古君于"們是要用“國故"來跟“新學"對抗的。

在最初的時棋，也曾經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階康，或者稱為“中西合璧"的

階鹿"。例如馬建忠在《馬氏文通》襄51({ 說文>> ~ “會，詞之舒也@" ({孝經﹒天子

章﹒正義>> : “蓋，車較之辭@九 《論語. .公治長﹒正羲》﹒ “弗者，不之深也" @， ~ 

叉在講句讀時把中國傳統的句讀與西洋語法的句讀融為一爐@。又如楊樹連《高等國文

法》的“總論"中大講其“古代之文法學"@。胡以魯在他的《國語學草創》中，一方

面介紹西方的語言學說，另一方面也介紹了他的老師章炳麟的語言學。但是， “中西合

壁"是做不好的，正如劉復研嘲笑的“風琴與洞簫合賽，，_樣，顧每十分不和諧。後來楊

胡自魯是章炳醋的弟子，留學日本。

《為民通文扎根注本， 310 頁。

罔上， 358頁。

間上，如6頁。

參看何容: ({中國文法論>>170-182頁

《高等國文法). 13-23頁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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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違索性繼承乾嘉學誠的事業，去搞他的“小學"去了。趙元任、李方佳、羅常培等人

搞古音擬制，搞方言調查，典章、黃一派分道攝鑼，幾乎可且說是“井水不犯河水。"

直到1947年，王力發表了他的《新訓詰學.) @，其中講了“舊訓詰學的總清算";提出

了“新語H詰學"，才算眼舊派宣告了決裂。

新淚也有自己的弱點。在“小學"作為經學的附庸的時餒，小學家直接乎都是經學

家，個個博聞強記，於學無昕不窩。顧江戴度和王氏父子自然不消說了， OPl孔章炳麟、

黃侃而論，其中國史料知識淵博，遠非新扳昕能望其項背。在封建時代，並沒有昕謂專

門家，有的只是“博學鴻詞"，所以著名學者的學間都是全面的。章炳麟的《國故諭

衡》土起論小學，中起論文學，下卷論諸于學， 實際上是以一身而兼語言學家、文學批

評家、哲學家。黃侃寫了《音略.) ，同時也寫了很有價值的《文心雕龍札記)@。王國

維在學街上和章黃是不問道的，但是有一點站是相間，那說是博通小學、文學批評、 .史

學和哲學。新誠的語言學者一般總是把自己局限在獄小的範圍之內。資產階級提倡學衛

分工，本來也有它的進步性，但是必讀先博而後能專。曾極有一個時期，似乎所謂語言

學只有方言調查，或者再加上古音儷測，不但把中國傳統的“小學"置於不顱，連現代

語言學也研究得不全面，更談不上淵博了。

但是，總的來看，這一個時期的中國語言學是向前發展了的。語言學者受過現代科

學的訓練，有了比較清醒的科學頭腦，懂得科學地分析問題，不至犯邏輯上的明顯錯

誤，這些都是遠勝前人的地方。忽視了這一點就會得到了中國語言學退步的結論，那也

是不合乎事實的。

全書的結論

中國語雷學的發展路線，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第一個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第

二個因素是漢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

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現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了實用的目的的。這與經濟基礎不

是直接的關係，而是間接的關係。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過程中， “先王之道"按認為是鞏

固封建統治的法賽。即使是提倡變法的王安石，也主張“當法其意.. ( (上仁宗皇帝

書) )。要按其麓，也說必須通經，通經必先識字;識字只是手毀，不是目的，但是非

通過這個手度不能達到通經的目的，也說無從確知“先王之道。..強之洞說: “治經費

通大疆，然求通義理，必自音訊|始;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 @這種指導思想實串

@ 王力: <<新訓話學》。見《閻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第173一188苗。後來放入《漢語

史論文集.) (277-289頁)。

@ 黃侃: <<文心雕龍札記.). 1927 年北京文化學社費行，巴絕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多處
引此書。

@ 強之洞: (說文解字發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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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將近二千年的中國語言學。

在五四運動跟前，沒有產生描寫語言學，因為在復古主義作為主流的時代裡;當代

語言的靜態描寫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實際上搞一些當代音系的概述的人也不

承認那是與古違異的東西，例如4位蓋訂《五方元音》的年希堯在序文中先斥“沈韻"為

“固於一方之畜音.

種靜態的描寫。正是由於道種恩想的指導，使《切韻》的作者不敢且一時一地之音的面

觀出現。《中原音韻》是作為曲韻出現，而不是作第語言學的書錯出現的。鼎鼎大名的

清儒所著的語言學傑作，沒有一部不是為經學服藩的，與描寫語言學正是背道而馳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也沒有產生歷史語言學。搞古代語言不一定說是搞歷史。小學家

把古代語言(主要是先秦語言)放在一個平面上研究，忽觀了它的歷史發展。康玉裁偶

然講一講古今詞義的異間，已經是鳳毛麟角，他沒有系統地講語言的發展競律，也夠不

上稱為歷史語言學。音韻方面，自清儒ø.後，歷史觀念是比較清楚的。但是清儒韓斥今

音，崇尚古音，仍然不是進行語音史的研究。直到馬建忠，他仍然沒有發展觀點，他把

韓愈和司馬遣、班回掉在一起，他說: “為文之道， 、古人速歸今人，則時連升降為之

也";叉說: “諸研引書，質文章不輯之租，故可取證為法。其不如法者，則非其祖之

昕出，非文也。"@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意恩是說語法是一種千古不變的規範，合

乎古者則合法，不合乎古者則非法。五四以後，中國人知道了歷史語言學，高本模在歷

史語莒學上給我們一些好的影響。王力寫了《理想的字典》一文@;其中提出歷史字典

的主張，並且在他的《中國語法理論》裡常常談到語法的變遷。但是，直到解放眼前，

還不能產生一部漢語史。原因很簡單:二千年來不會關心的事情， -天晚上是趕不出來

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也沒有產生語吉理論。像《萄子﹒正名篇》那樣還闢的語言理

論，後世沒有闢響。《釋名》的作者也算追求語言理論，但是沒有成功。宋郁蘿《皇極

經世》昕載的《天聲地音) ，看標題好像要講一些什麼都密;其實是很不精明的聲母韻

母配合衰。江永《音舉辦徵》第十辦無字之音，第十一轉聾兒之音，第十二論圖書(指

河圖洛書)篤聲音之潭。除第十二條是牽強附會外，第十條和第十一條本來屬於語言理

論範圈，但是江民談得都不好。王念孫“說古音求古義，不限形體"是一個很好的語言

理論，可惜沒有專文發揮。章炳麟《國故論衛》有《音理論》和《語言蜂起說) ，題目

非常吸引人，然而《音理論》無非重種江永三十六母可跟“補宜"為五十母的論調。重

複明人二呼不能有八等的論誦，等等，殊無可取; (語言蜂起說》雖有個別地方可取

(如書名詞先於動詞)，但是雜以聲訓之說，亦多唯心之論。總之，中國語言學既為經
學的附庸，識字是不需要很多的語言理論的，所以沒有朝這-方面發展。

@ 見《馬氏文通》伊j言。放在本上冊第 9一10 頁。

@ 王力《理想的字典)，見《圖文月刊) 33期( 1~5)2-27頁，又《中國語文研究傘考資料還

緝) (1955) , 2鈞一.271頁。

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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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不以語法為對象，而眼文字寫對

象。其所跟不間語法為對象，因囑漢語的語法是比較簡單的@。虛詞可且作為謂腥的問

題來解決;句法則古今的差別不大，古代漢語句法問題可以通過熟讀頓悟來解快。這就

說明了為什麼梵語音韻曾經影響我國的音韻學，而梵語語法部沒有促使漢語語法學的產

生;又說明了為什麼直到十九世紀末年，馬建忠才從西方移植了“葛郎瑪"。由於漢字

不是掛音文字，令人有這樣的印象，眼篇文字可臥直接表示概念;文字的研究，與通經

直接發生關係。古人錯誤地跟囑:音讀和訓話都是從文字生出來的;研究了文字，苦讀

和訓話也跟著解決了(所QJ.張之洞說: “欲通音訓，品自《說文》始" )。這說明了為

什麼二千年中. ((說文》始終處於“小學"的統治地位。文字的價值的起佑，直到民圖

初年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舉例來說，章炳麟作《文學總霉》還斤斤於“文"、 “ t夕，

之蹺，以為“凡好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好。"@在西洋，語言學與文字擊，可跟

截然分科;在中國古代，語雷學離開了文字學說好像無所附麗，原因說在於此。

我們把中國語言學分為四個時期，其中只有兩個階殷t 第一階聽從漢代到1898年這

是封建主義文化的階度。蘇聯語言學家有研謂“科學前"的語雷擊， “科學前"這個提

法是否妥當，可眼再仔細斟酌，但是這個階鹿和後一階殷的界限是那樣黑白分明，至少

可必說在學衛觀點方怯土是迴然不闊的。第二階鹿從1899年到1949年，這是資本主義文

化的階殷。這五十年間，中國語言學的主擁是資產階級的語言學。

按四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是經學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以說解種義為目的，

最重點的兩部著作一一《爾雅》、《說文》一一部被認為是羽翼六輕的。第二個時期是

佛學與理學時期，在這一個時期，經義雖也還算重要，但主要不在於字義的辦析，而在

於章句的闡述，於是語言學的重點轉移到音韻學上，以與文學上的聲律、哲學土的鶴教

相配合。第三個時期是經學復興時期，經學家們遙承“漢學"，作風與科宋學"迴然不

同。這時去古已達，需要考證的東西很多，請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 “小學"碩果

聽聽;到了清末以後也可以說“去古更遠"，因為有了甲骨的出土，銅器的增加，我們

有條件認識漢人研未識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也比漢人多了解遠古的語言。第四個時期

是西學東漸時期，這個時期如上研說，是且資產階級語言學馮主流，語言學的領城擴大

了，方法改進了，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我們看見，從第二個時期趣，每一個時期都克服了前期的某些缺點，把中國語言學

推進了一步。在第一時期，摸儒對於音節還不能分析為音素;到了第二時期，韻園中不

但有了聲母、韻母之分;連韻頭、韻尾也在“等"與“攝"中分析出來了。第一、二兩

期都沒有離開實踐語言學的性質，語言學的著作一般都很像課本，學衛研究性不強。到

了第三期的清儒手裡，才真正攜起科學研究來了，具體表現在搜集和盤別材料，充分掌

揖材料，用觀點來處理材料，得出一些科學的結論，發前人昕未發。可惜有些觀點是錯

@ 我們不能以語法的疆維和簡單來判定語言的優劣， 正如不能跟多音節和學者節來制定語言的

使旁一樣。

@ ((章氏叢書﹒國故論衡中>. 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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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最突出的是從打破文字的束縛走到另一個極端，經靚文字的社會性，常常任意歪

曲文字昕表達的概念，來迎合自己的主觀臆斷。到了第四個時期，中國語言學吸1&了西

方語言學的優點，把這一門科學混代化了，使它有了羈新的面貌。但是，應當指出，當

我們吸收西方資本主讀文化時，設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難聽閑時承受了它的糟柏和毒

素。最明顯的事例就是高本漢用他的主觀主義方法來引導我們去觀察材料，用他的實用

主義方法來引導我們去處理材料，使我們在科學研究中常常得不出可靠的結論。理論脫

離實踐，是資產階級學衛的特點，解放前的五十年中，語言學界對語文教育不關心，與

封建時代的“小學" .為語文教育服審對比起來，反而遜色。

解放臥後，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語言學撞得了空前的發畏。首先是語言學的隊伍擴

大了。有了馬克思主輯、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中國語言學不至於迷失方向。新中

國的語言學是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說服蕩的，目的明確了，科學研究說不至於脫離實

際b 現在已經撞得的主要成績是:簡化漢字，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並為少數民接制定或 '

值訂了拼音文字;語法知識深入到學校中去，語法研究也逐漸在廣大語言學界中展開，

比解放前更能注重漢語特點，特別是注意語音和語法的聯繫;漢語方雷調查已經在全國

範圍內進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有一躍千里之勢，己僅有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論文@。漢

語史和語言理論方面也發表了一些論文或專著了。

瞻望前途，有這樣一些遠景: (一)在充分研究了中國的漢語及少數民按語宮之

後.結合著已有的普通語言學知識，概括了語言的發展規律，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

想為指導，建立中國人自己的，有創造性的語言學理論。(二)在上述的語雷學理論指

導下，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臥及中國各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體系。(三〉寫出一部高質

量的漢語史。(四)編出一部歷史性的漢語大詞典。(五)總結前人研究《說文》的成

果，寫出一部“新說文解字"0 (六〕繪出全國方言地圖。(七)用最先進的方法進行

語音實驗。(八〉發展現代實用語言學，如機器翻譯漢字信息工程等。其他還有許多研

究工作，全國語言學工作者都會協調地努力完成。到那個時筍，中國將成為科學最費遠

的國家之一，而中國語言學亦將在世界語言學中居於先進的地位。

@ 倒如《中國語文>> 1962年 5 月號昕載馬學良、肉食世畏的《韓國漢藏語系語言元奮的長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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