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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从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的理论开始，
沿着欧美两条线介绍了20世纪的主流语言学理论流派，有功能主义学派中影响较大的布拉格学派、哥
本哈根学派、伦敦学派以及在伦敦学派传统下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有美国描写主义和结构
主义语言学派的不同理论、转换生成语言学各个阶段的理论以及带有离经叛道性质的生成语义学和格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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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一个概论。本
系列的学术定位决定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的设计宗旨：此"
概"者，非史纲式概述，如果不算是以偏概全，至少也是以点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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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感觉比一般的流派概论类书更有条理，就内容而言目前也还算新的，语言比较精辟，
不罗嗦也不学究，适宜初学者比较全面地了解各主要流派。
2、虽然只看此书不明就里，但对照韩礼德的原文，会发现它把重点都中译了。
3、一定要好好拜读，属于进门阶段的书了
4、内容充实，浅显易懂
5、书很系统，可对现代语言学有个总体的理解
6、linguistics,一门新的语言必须设计。
7、书挺好的，就是这速度。。给满分吧。还有那啥，当当官网怎么打不开啊？
8、跟刘润清教授的语言学流派差不多。此书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将某些流派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这一
点我很喜欢。但是某些专业术语被简化了，不熟悉语言学理论的人，初读起来可能有点难度。总的来
说，是一本好书。
9、感谢赠书者。
10、我们的教材，通俗易懂，很不错的一本书。
11、攒的书，比较差。
12、这本书不错，内容很新。因为没有古希腊语言发展史，那个得查阅其他书~
13、一本非常好的书
14、书的质量很好，老婆很喜欢
15、比较好的西方语言学史概况的入门书籍
16、可读，但连贯性不太强
17、书的内容很全面，将西方语言学各流派都介绍了
18、内容上与刘润青先生的《西方语言学流派》有不少重复之处，对一些文献的翻译也不是很流畅
19、我在图书馆看过，一直想买了
20、这根本就是都不懂的天书，篇幅短就不要突然讲这么深。
21、本书是一本比较有自知之明的教材，编者很清楚自己要编的框架以及内容，进行相应取舍以及概
括，围绕着现代语言学的主要理论流派来进行介绍，故此在序言中自称“起点的起点”倒也是很中肯
的自评，否则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比词典还厚的工具书了，书中赛福生著作的影迹比较明显，应
该说汇集了不少资料，但是作为学生的入门教材是可以胜任的，起码框架明确，线索清晰，容易理清
头绪，厘清流派，这就是本书最大的优点。看完后又是狠狠地惊叹了一把索绪尔的天赋绝伦，早期功
能主义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伦敦学派），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美国描写与
结构主义语言学（鮑阿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哈里斯）等学派理论或多或少都看到了索绪尔的影
子。书中在乔姆斯基理论的介绍达到高峰，限于时间和篇幅，在菲尔莫的格语法理论处戛然而止。
22、挺好的一本书 以后还会回来翻阅 转换生成部分不太好理解
23、语言学研究生学习必备教材，
24、记得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语言学流派讲了很多很多，但真正记下来的并不多，后来在某个推荐
书单上看了这本书，感觉挺有意思的，不过结合岑运强的《语言学基础理论》来看，对于想要跨入语
言学大门的求知者来说更为合适！在我看来，语言可不是单纯的一张白纸就可以说尽的⋯⋯
25、不错，较为简练，是语言学学生必备
26、是不是北大出的书一直都是这种译文拗口居高临下的操性。看完了也根本一头雾水，只是记住了
几个名字，混个脸熟，来龙去脉完全混乱、重要的地方蜻蜓点水、东拉西扯、重点不清、前后矛盾，
结果本来就懂的人拿来YY，以为可以浪费不懂的人的时间，因为看完仍然不懂。学术霸权真可怕。
27、比较专业的学术入门著作，比较权威的清华语言学教授~~书的质量没问题~~送货时直接进了我们
宿舍⋯⋯总之，很不错
28、可以总结出很多有用的文献～
29、条理很清楚，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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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的笔记-第1页

        1. 概论

1.1 语言学理论：

    1. 人类语言的复杂程度远高于人对它的认识

    2.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工具都是语言

    3. 有很大的时间、空间跨度

    4. 像思维一样，具有人性和社会性的现象

1.2 语言学 &amp; 科学：

    都能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证实所研究的材料，是它们共同的基本特征。

1.3 历史

    1. 19世纪之前 ｜ 传统语法 ｜ 规定性 ｜ 意义

    2. 19世纪 ｜ 历史比较语言学 ｜ 描述性 ｜ 形式

    3. 20世纪上半叶 ｜ 结构主义语言学 ｜ 描述性 ｜ 形式

    4. 20世纪下半叶 ｜ 生成语法理论 ｜ 解释性

    5. 20世纪50年代 ｜Noam Chomsky（乔姆斯基） ｜ 形式主义 ｜心理学 ｜ 与上下文无关的语法
（CFG)

    6. 20世纪70年代 ｜ M. A. K  Halliday (韩礼德） ｜ 功能主义 ｜ 社会学 ｜ 形、意结合

    ＊作者像是在说5， 6这是发展方向，个人觉得它们更像是同一时代下两种学派的不同研究方式。

    ＊韩礼德是一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

2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绪尔）1857 - 1913 

2.1 来源

    1. 社会学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经验实证主义哲学 ｜ 个人行为和感情

        George Hegel（黑格尔）, Emile Durkheim（涂尔干） | 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社会是一个“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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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心理学 ｜ Sigmund Freud（佛洛伊德） |  无法说明，但受规则限制

    3. 语言学 ｜ William Dwight Whitney

    * William Dwight Whitney 这位大神主要因为协助编写韦氏词典被历史记住吧

    4. 经济学

    5. 哲学 ｜ langue(语） — absence（实） |  parole（能指） — presence（所指）

    ＊翻译或有误，不知道既定译文是什么。

2.2 理论

    1. 语言符号 sound－image | signigied (所指物） signifier(名）｜能听到的 ｜ linear nature | 可测量的时间
段

    ＊signifier的意思颇有点像道家里说的“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这里暴露了语言学的邪恶哲学本
质ORZ...

    2. 语言单位的关系性质 ｜ 任意关系 ｜ 不是“是”，而是“非”是其主要特征

    3. phonetics(语音学) phonology(音系学) | utterance (话语) sentance(句子) | event(事件) institution(制度)  

    4. 共时语言学 ｜ 漫长而缓慢的变化

        历时语言学 ｜ 一直在变化

2.3 符号学

    习以为常的事件背后都有一定的习俗、制度和社会价值的制约

3 美国描写语言学 | F. Boas | E. Sapir | L. Bloomfield

    Z. S. Harris, C. F. Hockett | mathematical structures of language

    *自此语言学开始逐渐沦落为数学的娼妓－－（大雾。。。

4 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中诞生的the prague school | the Prague circle

    *In Wikipedia: The Prague school, or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1] was an influential[2] group of literary critics and
linguists in Prague. Its proponents developed methods of structuralist literary analysis during the years 1928
–1939.[3] The linguistic circle was founded in the Café Derby in Prague, which is also where meetings took place
during its first year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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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描写语言学

    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对有限的语料进行穷尽的分析。

6 欧洲传统语言学

    书面语研究，其中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

     ＊作者似乎回避对乔姆斯基语言学的介绍，说美国学者都在做描写语言学研究是不太确切的。

     ＊此外，新兴的计算机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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