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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汉语语言学研究现状

—
《汉语语言学的新视 野》评介

石定栩 香港理 〔大学

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终极 目标
,

是为语言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
,

并进一步探索 人类 认知过程

的奥秘
。

要达到这 一 目标
,

就要找出各种语言的共性
,

在此基础 上 归纳出代表人类语 言本质的

普遍语法来
。

寻求普遍语法
,

最理想的作法当然是把现存的和 已经消失了的语 言都包罗进来
,

从所有语 言现象中加 以归纳
,

退而 取其次的话
,

则是包括的语 言现象越多越好
飞

正因为如此
,

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并不 局限于某个类型或某个地区的语言
,

而是全 面推进
,

重点突破
。

所

谓的重
l

版
,

并非人为的选定
,

只是某
一

个现象引起了较大的关注
,

或是某种语 言吸 引 了更多的

研究人 员而已
.

在过 去的 毛十多年
’

R
,

国外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 了长 足的进展
,

无论是投 入的 人 力
.

还

是取得的成 染
,

都成 J’现代语言学研究 中不 可忽视的 一个方面
。

在这种情况下
,

总结汉 语语言

学研究的 成 果
,

探索今后的 发展方 向
,

出版代 表各 个领域最新水平的著作
,

是顺理成 章的事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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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一

个很好的 开端
。

<汉语语 言学的新视野》由总部设在荷兰 的 K1
。w e r A c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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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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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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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全 书共分十章
,

由各方 面的专家执笔
,

讨论汉 语研 究 各个领域 的进展和成

果
。

下 面逐 章加 以介绍

O 前言

黄止: 德和 李绝惠介
一

前 击喂指 出
,

汉语语言学从七 卜年代月
二

始迅速发展
,

不但在 l片界各地攻

读汉 语语言学 的 林
’
l
一

叹数激增
,

而 比还 出现 了一些 以 汉 语语 言学 为主的系科
、

随着研究 人员

的不断增加
.

以 汉语语言学为 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多 犷起来
L

目前国际性的会议就有北美洲汉

语语 言学会议 (
‘

N A C C I
J

)
,

台湾中研院发起的中国境 内语
一

言暨语 言学国 际研讨会 咬1
、C L I

J

)和 由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 (IA C L )组织的 汉语语言学国 际会议 (I(? C L )
卜 一

九九 一年开办 厂第
一

届

汉语语言学 暑 期 训练班
,

作为美 国 语言学会 暑期学校的
一

个组成 部分在 加州 大学 的 欣、
1ll a

C r u z

分校举行
,

本书的部分章节就是那次训练班的讲稿
、

汉语语
,
、

、
一

学 发展 成熟的重要标志
,

是高质量研究成果的 大量 涌现 无 沦是按 数量标准来

计算
,

还是 以 质 星标准来衡量
,

汉语语言学都 已 经攀 上 了新的高峰
,

开拓 厂新的 视 野 将这些

成就 总结 出来
,

矛 : 研究汉 语语言学的学生和学者共享
.

让所有的语言学家 犷解汉 语语
。’i 学的进

展
,

便是本 书 的 于要的 目的
。

汉 语语 寿学的 传统源远流长
,

从汉 朝开始到如今
,

音韵
,

训话和方 言研究 一 汽粉 切时语 高

学研究的传统领域 近年来
,

对古代白话文献的研 究开辟了新的研究 方向
,

片促进 J
一

比较方 言

语法的研 左 ’ ) ])J 时语言学 的传统不 同
,

汉语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受 西 方现代语 言学理 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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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很深
,

其长处不在于发掘新的语料
,

而在于对 已有材料的重新整理与分析
。

共时研究对语言

学理论做 出的主要贡献包括声调音系理论
,

音系与句法的界面关系
,

词汇 扩散理论
,

句法与语

义的界面关系
,

句法中的词组结构
,

指代关系及疑问句理解等等
。

由于种种原因
,

历时研究与

共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各走各的路
,

因而不利于相互取长补短
。

本 书的 目的之一是将

双方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
,

便利大家切蹬
。

本书的前六 章就是按照这样的构思组织的
。

一 至

三章讨论的是按理论语言学方法进行的共时研究
,

四 至六章说 的是以 语文学传统开展的历时

语言学和方言的研究
:

编辑者希望汉语语言学能从此走出书斋
,

为现代语言学理论做 出更大

贡献
,

也让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认识到汉语所能做出的贡献
。

1
.

从 汉语看声调特征架

本章由加州大学 San Di eg 。分校的陈渊泉 (Mat the w Chen )撰写
,

讨论汉语 的声调 在现代

音系理论中的地位
,

重点是升降调与变调
。

在回顾 了汉语声调研究的历史之后
,

陈渊泉介绍了

现代音系学表示升降调的两种理论方法
。

一种办法是把升降调作为 一种旋律单位
,

用仁士升〕

仁士降 }之类的特征来描述
,

由王士元在六十年代提出
。

另一种是继承赵元任用 3 5
,

5 1 之类数

字来标调号的精神
,

将升降调分解成平调的组合
,

把调值的升或降看成是高平调与低平调之间

在切换过程中产生的圆滑衔接变化
,

此理论的代表人物是 M ol r a Yi p (叶海娜 )
。

前一种理论最

初是建立在闽语循环变调现象基础上的
,

而后一种理 论原本是用来解释非洲班图语的升降调

的
,

因而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非洲的声调语言同汉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

后 来发现温州
、

镇海等方言的调值扩散也同样有切换中的所谓
“

边缘效应
” ,

如降调在扩散

时只把调值最低的那部分扩散出去
,

所以 升降调的分解也应该适用 于汉语
。

不过
,

近来又发现

有些方言有着相反的特性
,

在调值扩散中表现出所谓的
“

整体效应
” ,

象丹 阳
、

长治等方言的调

值扩散中
,

升降调作为一个不 可分割 的单位进行扩散
。

对于这些显 然互相矛盾的现象
,

Yi p

在特征 架丈fea tur e g eo m et r y )理论的基础 上提 出 一个解决办法
,

用 两个不同的特征架层次来表

示同一个升降调
。

在下 面的终结层次 (ter m 谊al lev el) 上
,

该升降调分解 为两个平 调
,

而在上面

的根基层次(roo
t lev el )上

,

该调值则用 一个单位来表示
。

在表现
“

边缘效应
”

的方言中
,

调值由

终结层次扩散出去
,

而在表现
“

整体效应
”

的方言中
,

调值则由根基层次扩散出去
。

陈渊泉接下来讨论 了音调 升降 (l)i t c h co n to u r )和音域(re g l二er )之间的关系
,

两者的关系同

音乐里的旋律与音高之间的关系很相象
,

在保持旋律的前提下
,

可 以将音高降低或升高一 两

度
。

声调的这两个特征在音 系理论里的地位是 Yi p 建立起来的
,

她的观点是音域统辖 (do m i
-

n at e )音调升降
。

而另一种观点是包智明提出来的
。

他认为两者之 间是一种姐妹 关系 (5 1、ter
-

hoo d)
。

两种不同的理论关系会带来不同的实际后果
。

陈渊泉在详细讨论 了实际语料之后
,

得

出的结论是 Y ip 的观点能更好地解释汉语的事实
,

因 而较为合理
。

2
.

近年来对汉语生成句法的研究

在这一章里
,

黄正德和李艳惠先简单 回顾 了汉语句法研究的历史 以及同西方句法理论发

展的对应关系
,

然后集中讨论十几年来汉语生成句法研究的丰硕成果
。

他们指出
,

近年来国外

发表的汉语语言学论文中
,

讨论句法的 占了多数
,

而其中大部分的理论基础都是 C ho m sk y 的

管辖与约束理论
,

或者说原则及参数理论
,

这同当代语言学研究的现状正相吻合
。

黄正德和 李艳惠分四个方面介绍 了原则及参数理论的基本观点 以及汉语句法的研究成

果
,

第一是所谓的组件性 (m o d u lar ity )
,

就是把语法看成一个由若干组件合成的大 系统
,

各个组

件 自成体系
,

但又互相作用
,

互相制约
。

汉语句法研究在词组结构和 词序方面 的工作
,

就是很

好的例证
。

按照组件之一的 X 一 标杆理论的设想
,

汉语的每个词组都有一个核心
,

而 其余成分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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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心的相对位置在一定阶段是固定的
。

其他的组件如 论元理论 (th e m at ic th eo ry )和格理论

(c as e th eo ry )则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
,

最终形成汉语所特有的表层词组结构和 词序
。

对正反 问

句的分析也体现了句法的组件性
,

从不同组件的角度进行分析
,

原来混然一体的正 反 问句可 以

划分为三种
,

而且各有 自己的特性
。

第二方面是以对特指问句的分析来说明各种语 言的相似性
。

在许 多印欧语里
,

特指问句

的疑 问词必须移动到句子的边缘位置上去
,

而在汉语里
,

疑问词从表面上看并不需要移位
。

以

原则及参数理论的方法进行分析
,

就可 以发现汉语疑 问词在问句中的发 问作用
,

也就是辖域

(S co Pe )特性
,

其实跟印欧语疑问词的差不 多
,

对移动的各种限制
,

似乎都对汉语疑 问词 起作

用
。

合情合理的解释
,

就是汉语的疑问词也要移动
,

只是移动发生 的阶段不 同
,

从表面上看不

清罢 了
。

第三方面是名词性成分的所指与约束理论 的关系
。

尽管 C h~
Sk y 的约束理论三 原则大

致上适 用于汉语
,

但在某些细节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

最突出的是汉 语的所谓
一

长距离反身代词
,

即
“

自己
”

的特殊性质
,

原则及参数理论的灵活性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最后 一点是关于空语类的讨论
,

这是汉语句法中探讨得很深人
,

但争议也最大的一 个方

面
,

而且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

3
.

汉语功能语法分析的最新发展

本章作者是 旧 金 山州立大学的毕永峨 (Y u n g
一

0 Bi q )
,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戴浩一 (Ja m e S H
.

一 Y
.

T a i)和加州大学 S a n t a B a r b a r a 分校的 S a n d r a T ho m p so n (唐姗迪 )
。

功能语法的基本观点是将语言结构看成人类交际 工具 的体现
,

而 不是某种抽象思维结构

的物质载体 ;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应该来 自语法之外
,

来 自语言的功能
,

而 不是语法之内
,

不是形

式化的抽象原则与技术手段
。

汉语功能语法源于结构主义在 中国的影响
,

七 十年代随着功能

主义的问世而初具规模
,

八十年代逐渐壮大
。

到了 九十年代
,

功能语法大致上 形成了五个研究

方 向
:

语义
,

认知
,

功能句法
,

语用和话语分析
。

功能语法的语义研究观察汉语里一些具有特别功能的语素
,

诸如
“

会
” , “

就”
“

才
‘

”
以 及某

些指示代词
,

并从功能角度分析汉语被动式和使动式的作用
。

以认知为基础的语法最初是戴浩一提出来的
,

他综合认知理论
,

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的研究

方法
,

试图在此基础上认识汉语语法的真面 目
。

其基本假设是句法结构源 自观念结构
,

而观念

结构则来 自外部世界的结构
。

认知语法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时间
,

空 间
,

对事物的分类命名以及

形象特征对汉语结构的影响
。

功能句法研究特定的结构同交际功能的关系
,

象特定的语素
“

的
” , “

了
” , “

来
” , “

去
” ,

以及

被动结构
,

主题 一 述题结构
,

正反问句
,

条件从句等等
。

一些理论性的问题
,

象语序
,

语法关系

和复合词构成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
。

汉语功能语法的语用研究关心的是说话人和 听话 人在交际过程 中的合作
,

观察他们怎 么

运用及理解否定形式
,

以及象
“

又
” , “

也
” , “

就
”

这样的关联词
。

功能语法的话语分析是前面 几种研究的延伸
,

考察 自然发生的 口语和 书面语的篇章结构
。

具体分析的对象包括句子的界定
,

回指
,

篇章标记
,

篇章种类
,

篇章 同语法的关系等等
。

4
.

汉语声调的演化和声调重建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丁邦新 (P a n g
一

于耘in Ti n g )在本章先按音系发展为汉语划分了 阶段
,

然后讨论了历史音系学的两个重要问题
:

声调 的演化与声调重建
。

前者牵涉到汉 语在某个阶

段是否 有音位学意义上 的声调 (p卜。n em , c to n e )以及声调 的 分合现象
,

后者涉及从历 史文献以

。。 梦 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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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代 方言的资料中为重建声调 寻找证据
。

历 史音系学家
一

般都承 认至 少在古汉语时期 (约公元 4 2 0 年起 )就 已经存 在平
、

上
、

去
、

人

这四 个音位声调 厂
,

争议比较大的是在占汉语时期 (公元前 17 0 0一公元 2 0 0 年 )到底有没有声

调
。

象李方桂这 样的传统音系学家认为当时的汉语有声 调
,

而梅祖麟
、

蒲 立本 (Fd w in PI Jl ley
-

川 a n k )等学者认为当时的汉语音节 以某些辅音结尾
,

这些辅音 后来消 失 f
,

但其 区分作 用却作

为音系特征保留下来
,

成为声调
。

J
一

邦新在这里提出三条证据
.

说明 仁
_

,

与汉 语确实有声 调
。

是由《诗经》中可 以找到 证据
,

说明某些不 同调的音节 可 以押韵 ; _

几是 谐声 时 代的 书面记录 (如

甲骨文 )将某些不同调 的汉 字列为发音相同 ; 三是魏晋南北朝的押韵规律说明以 不同辅音结尾

的音节 不能押韵
。

对这些现象的合理解释应该是那些押韵的音 节司 以 是 小同调 的
,

但不 能 以

不同的辅音结尾

为 r拟构某一 古汉 语声 调的语音值
,

学者们常常 比较不同方 言的声 调 J
一

邦新指 出
,

不能

只注意本调
,

而 必须兼顾 变调
。

有 证据显示变调保存 r 较古的声调
,

而本调 则可能代表后加的

变化
。

5
.

汉语历史句法新论

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 中心 的 贝罗 贝 (A lai n Pey rau b e )在回顾 了汉语历 史句法学的简短历

程
,

并从句法角度为汉 语划分 了发展阶段之后
,

讨论 了下 列 问题
:

(l) 词 序变化 ; (2) 处 置式 ; (3)

被动式 ; (4) 与格结构 ; (5) 地点短语 ; (6) 体貌后 缀 ; (7) 并列式 ; (8) 动补式
,

指 示助 词
,

代词
,

量

词 及疑 问词
。

在词序变化方面
,

最具影响的是李呐 与唐姗迪 (C ha r le S L i a n d S a n d r a l
’

ho m p s〔〕n )在七十

年代提 出的论点
,

说古汉语的 SV O 词序正在渐渐变成现代汉语的 SO V 词序
。

贝罗 贝指出
,

这

一观点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

对于李呐与唐姗迪的另一个观点
,

即
_

L 占汉 语的词序也是

S( )V
,

贝 罗 贝认为证据不足
,

因为上 古汉语占主导地位的词序是 SV O
。

贝罗 贝认为处置式的把字句
,

被动式的被字句以及与格结构的给字句都从 V l N P 、V : N PZ

这样的复杂谓语结构 (
s e r ial v e rb c o n s tr u e t io n )演化而 来的

。

如果 N P : 与 N P , 同指
,

N p : 就可

能简化为代词或者干脆删掉
。

N PZ 的删除又 引发原本是 v l 的
“

把
”

和
“

被
”

虚化 (gr a m m at ica l
-

12 。)成为介词
。

至 于 与格结构
,

则是作为 V Z 的
“

给
”

虚化 了
。

戴浩一曾经指出
,

引导地点短语的
“

在
”

是 由古汉语的
“

放
”

通过替代而 转化得来的
,

但 贝罗

贝认为
“

在
”

的前身是动词
“

著
”

和
“

在
” ,

两者合并以后再进一步虚化而成为介词
。

贝罗贝基本 上采纳 了梅祖麟的观点
,

主张体貌 后缀
“
了

”

是 由五 个 充当补语 的动词合并而

来
,

形成
“ V + O + 了

”

这样一种结构
,

通过词序变化成为
“ V

一

卜 r 十 ()’
’。 “

了
”

然后先虚化成词组

标记
,

再进 一 步虚化成体貌标记
。

对 于并列 连词的演化
,

他也认为是经过 了两个虚化过程
,

先从动 词变 成介词
,

再进一步 虚

化成连词
。

贝罗 贝还讨论 r 句法演变的几种方式
,

类 比
,

词 汇替代
,

词汇合并 以及借用外来词
。

而最

重 要的过程则是虚化
。

6
.

方言历史的阶段与分层

—
横县

、

达县及石破三地个案研究

本 章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何大安撰写
,

由南加州大学的 G oe rg e H ay dell 译成英文
,

目的

是 以方言中的反常现象来说明方言历史研究 的一个方法 问题
,

即反常现象反 映 了方 言发 展的

不同历史阶段或者不同方言层次的接触及混合
。

广西横县平话中的第六声与第十声有着奇特的性质
,

在一 种变调过程 中
,

这两 个调 与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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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伍
,

而在 另 一种 变调过 程 中
,

这两 种调 又与高调为伍 何大 安认 为这种似乎 矛盾的 变调 特性

来 自不 同的历 史阶段 旱期的 平活中
.

二
、

四
、

六
、

八
、 一

十声 为
一

组
.

这种分组跟 中古汉语的清浊

声母之分相 对应
.

即所谓 的阴 阳之分
。

六声 和 十声 后来获取 厂高 调的特征
,

变为与
一 、

三
、

五
、

七
、

九声为
一

组
‘、 _

仁l可说的两种 变 i$j 过程
,

前一 种 只
‘
j 阳调 台关

,

后 一 种 只与高调 有关
,

所 以

六声和 十声会有两种不 同的表现

四川 达 县长沙话的声 调分布也很奇特
。

中古汉语的去声 在现代方言中通常都是二分成阴

阳两个 调
,

但在 达 县长沙话中却是 二分
,

而 比无清晰的音系规律可寻
。

何大安认为可 以从历史

和地理 因素中找到解决这 个 问题的线索 达县长沙话的 三分调 中的 两个在长沙话移到达县去

之前就有 了
,

由文 白异读引起
,

而第 三个调是移到达县 去 以 后受西南官话影响才形成的
。

福建浦城石破话的奇特之处则在 于中古汉语全浊声母的分化
,

不象其他闽方言那样二分

为不送气清音和 送气清音两种
,

石破话将其三分为全浊
,

不 送气清音 和 送气清 音
,

而 且
.

似乎没

有音系规律可 寻
。

何大安解释说
,

保 留全浊音是吴语 的特征
,

石破话 显然是受吴 语影响而保 留

了部分浊音
。

7
.

语言的多样性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本章作者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王士元 (w illi
o m s

一

Y
.

w an g )
。

在简单回顾 了中国语言

学的历史及其地位 以后
,

王士元讨论了 中国境 内语言的多样性
,

语 言多 样性与人 「1 多样性的关

系
,

汉语内部方言之间的相 互关系
,

汉语和其他中国境 内语言的关系
,

以 及 可能影响 这些关系

的因素
。

王士元指出
,

过 去几十年 的 方言调 查积累 了大量的丰富资料
,

现在面 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

这些感性的资料
,

做出理性的 分析
,

推进语言学的发展
。

他为此讨论 了三种可 以用来分析汉语

方言资料的方法
。 一是距离估算法 (di st an ce : 11e thc)d

s

)
,

就是通过估算不 同语 言词 汇 之间的亲

缘关系来推定语言之间的亲缘距离
。

这 一方法 由 S w ad es h 在 五 十年代提出
,

徐通锵等人 曾用

来推算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
,

其缺点是每次 只能估算两个方 言
,

因而需要改进
。

一条可行之路

是借用近邻合并法 (N ei g hl,o r Jo itlin g M e t
ho d )

,

通过换算建立 近邻合并的树形 图
,

把许多方言

放在一起比较
,

从而推算不 同方言 之间的距离
。

第二种办法是分析特征状态 (c ha ra e t e : S t a te )的最简过程法 (p a r s im o n y m e t ho d s )
。

这种方

法由 K ri sh na m 盯ti 在八 卜年代开始使用
,

通过计算 由词 汇扩散形成的音变来为印度境内语言

分类
。

运用到汉语方言分析上来
,

可 以选定几个特征
,

例如 中古汉 语全浊音的清化
,

然后找出

该特征的有关状态
,

如保留全浊
,

清化并分化为送气与不送气
,

以及各种类型 界限不清这三 个

状态
。

对特征状态的计算结果可 以用不同的树形图来 表示
,

方言之间的 关系及演化过程则通

过图中分隔两者之间的步骤来计算
,

步骤最少的就是应该选用的
。

第三种方法 以变化规律的扩散来计算语言变化的 内部时间关 系
。

这种计算方法 的精髓用

丁邦新 的话来说就是用 早期历史性的条件 区别大方言
,

用晚期历 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
,

用现

代平面性的子条件区 别小方言
。

8
.

方言互通性的定量分析

伊利诺依大学的郑锦全在本章的开头指出
,

通常用来判定语言或方言之间关系的所谓
“

互

通性
”

(m ut ua l in te Uigi bil it y )
,

其实都是建立在 主观基础上的
,

而 真正有 说服 力的 判断标准
,

必

须是客观的
。

不 同语言之间的
“
互通性

”

有个程度问题
,

由通 到不 通是个渐变过程
,

但在进行判

断时却常常当做突变来处 理
,

或者 互通
,

或者不 通
。

他因此提 出 一种 定量分析的方法
,

对具体

语言特征的表现进 行计算
,

以 数
‘一

钾结 果来表达 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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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锦全将《汉语方音字汇》里列出的 2 7 6 3 个单音节词输人计算机
,

按下面的方法进行计算

判断
。

一是将每个音节分解成声母
、

韵头
、

韵腹
、

韵尾和 声调五个 比较单位
,

对 2 7 6 3 个词的每

一 个单位都进行方言之间的比较
。

每个方言都有一次按扩散源计算
,

另一次按扩散对象计算
,

这样对任何一个 比较单位都会作 17 x l6 = 2 7 2 次比较
。

如果某一个单位被认定在两种方言之

间有对应关系
,

就输入计算机作为一次对应
,

然后计算频率
。

二是对于找到的对应 (相 同或不同 )加以 区分
,

以决定其在判断互通性中所能起的作用
。

区分的标准是
:

(a) 在两种方言之间找到的某种对应 如果在所有词条中占的 比例很大
,

就作为
“

讯号
” ,

给予互通性中的正值
,

如果这一对应 占的 比例很小
,

就作 为
“

杂音
” ,

给予负值 ; (b )
“

讯

号
”

有一个渐降的重要性标尺 (w ei g ht S ca le)
, “

讯号
”

的重要性在标尺上的地位取决于对应来 自

相同还是不同
,

是否出现在扩散源的其他地方 ; (c )
“

杂音
”

有一个渐升的 (负值 )重要性标 尺
,

“

杂音
”

在标尺上的地位也取决于上 面这些条件
。

三是在方言之间建立一个以百 分比表示的互通性指数
,

将所有 比较单位的互通值相加
,

再

除以 2 7 6 3
,

就得到这一指数
。

在互通性指数的基础上可 以为方言之间建立亲属关系
,

并 以此进行方言的分类
。

郑锦全

得出的结果跟传统分类法的结果十分相近
。

9
.

语言习得发展与汉语的儿童语言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行德 (T ho m a S H u n 一

Ta k L ee )指出
,

过去的十几年里
,

汉语心 理语言学研

究的成果极为丰富
,

一个章节不可能全部包容
,

所以 他只能介绍其 中的一个方面
,

即 以汉语为

第一语言的习得研究
。

在汉语音系特征的 习得方面
,

李行德讨论 了音位 习得的顺序和声调的 习得
。

一种流行的

理论是儿童的音系习得有个
“

中断
”

过程
,

也就是在最初的发声阶段似乎什么音都能发
,

但进入

母语的发声阶段时却只 能发少数的音
,

而汉语儿童 习得的研究结果却证 明中断不一定存在
。

另一 个流行的理论是各种音位或音系对立的习得有固定的顺序
,

但汉语儿童语言的 习得似乎

并不完全按照一般的顺序
。

他还讨论了声调与音段 习得的顺序问题
。

在汉语句法的习得方面
,

李行德介绍 了对语法范畴和句法关系习得的研究
。

还讨论 了对

下面这些句法现象的习得研究
:

词序和论元角色之间的关系
,

汉语的基本句型
,

把字句
、

被字句

这些特殊句型
,

动词前介词短语及动词后介词短语 的特性
。

母语 为汉语的儿童似乎先 习得动

词 后介词短语
,

然后是动词前短语
。

儿童似乎先会用零位主语和宾语
,

然后再会用定语从句
,

宾语从句和并列句
。

语义和语用的习得研究则着重介绍了下列方面
:

数量词的辖域
,

照应现象
,

代词
、

时间地点

词的 回指
,

量词的用法
,

疑问句的运用等
。

汉语儿童语言的研究显然对整个语言习得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

对于理解普遍语法有很大

帮助
,

但李行德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

一是有些领域还没有涉及
,

如翘舌音的习得似乎还

没有人做过
,

句法中的主题与主语差别的习得
,

甚至动宾结构的习得也还知之甚少
。

另外
,

由

于很多习得研究是在中国境外或双方言地区进行的
,

双语或双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可能影响也

不可忽略
。

10
.

神经语言学的汉语观

台湾中正大学的洪兰 (D ai sy L
.

H u n g )和曾志朗 (O vi d T 一 L
.

T ze n g )在本章花了很大篇幅

介绍认知科学和 神经语言学的历史
。

自从 Bro ca 和 W er ni ck e 在上 一世纪发现大脑某一特殊部

位受伤的病人会 出现失语症以后
,

对各种失语症病 人的研究大大推进 了对语言和大脑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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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

研究这 一关系的 神经语言学也在过去 几十年有 了很大 发展
。

由于 大量 的神经语言学研

究是以 说印欧语的失语症病人为对象
,

得出的结果 和 对现象 的解释就受到 了局限
。

对说汉 语

的失语症病人的研究近年来迅速发展
,

弥补 了这一缺陷
。

失语症病人 的名词动词 分离现象 (no
u n 一

ve rb di sa ss oc iat io 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患 Bro
-

ca 失语症的病人对具体物件 的描述有困难
,

而患 W er ni ck e 失语症 的病 人 则对描述动作有困

难
。

对于这种动词和 名词的分离
,

有三种可能的解释方法
。

语义 一 概念理论认 为大脑处理动

作语义的部位跟处理物体概念的部位不同
,

因而受损部位不 同会造成失语症表现 的不同
。

句

法 一 形态理论则从动词与名词在形态变化上的 区别来解释这一差别
,

动词在句子 中的形态变

化比名词复杂
,

所 以 当大脑的形态处理机能受到损害时
,

名词 一 动词的差别就会作为副产品出

现
。

词汇处理过程理论则 主张词汇 内部按分类排列
,

由大脑不同的部位处理
,

因而会有名词 一

动词的分离
。

由于 汉语基本上没有动词或名词的形态变化
,

但是说汉语的失语症病人明显地

有名词 一 动词分离症状
,

所以形态处理机能不应该作为解释
。

对汉语复合词 的研究也表明失

语症病 人在选择语素时有区分 动作和物件的困难
,

比较合理 的解释应该是经过修正的词汇处

理过程理论
。

汉语失语症病人在选用量词上的困难是另一个研究得较多的领域
,

其成果使得

修正建立在其他语言上的理论变得十分必要
。

通讯地址
:

香港九龙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系

书 讯

《话语分析方法》(A p p ro a eh e S to D is e o u r s e )
,

D e b o r a h se hiffr in 著
,

O x fo r d : B la e k w e ll
,

1 9 9 4
.

P P
,

ix
,

l 一 4 7 0
.

本书是 Bl ac kw 以 语言学教科书系列的一种
,

这一系列中已 出版的还有《支配与约束理论

导论》(I
n t ro d u e t io n to

Go
v e r n m e n t a n d B in d in g T h e o r y )

,

《社会语言学导论》(第二版 )(In tro
-

d u e tio n to So
e ia lin g u is t ie s )

,

《理解话语》(U
n d e r s ta n d in g U t te r a n e e S )和 (生成语法 中的音系学》

(p ho n o lo g y in G e n e r a tiv e G r a m m a r )
。

本书作者任教于 乔治顿大学
,

是有名 的话语分析专 家
,

著有<话语标记》(D is e o u r s e M a rk e r S )(19 8 7 )一书
。

本 书的 目的是以 系统连贯的方式澄清话语分析中的 一 些问题和 现象
,

这些问题和 现象都

是语言学家
、

社会学家
、

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共同关心的
。

书中对话语分析的六种方法作了

详细的阐述和 比较
,

这六种方法是
:

(1) 言语行为理论 (S p ee ch A ct T heo ry )
,

(2) 互动社会语言

学(In te ra e t io n a l So
e io lin g u ist ie s )

,

(3 )信递人种学 (E th n o g r a p hy o f CO m m u n ie a t io n )
,

(4 )语用学

(p r a g m a r ie s)
,

(5 )会话分析(肠
n v e rs a t io n A n a lys is )

,

(6 )变异分析 (V a r ia tio n A n a ly siS )
。

全书分

三部分
。

第一部分
“

话语分析的范围
”

是对六种分析方法的概述
,

重点讨论在界定
“

话语
”

的范

围时遇到的困难
。

第二部分
, “

话语分析的方法
”

分章详述每一种分析方法
。

为了 使读者有一

感性知识
,

每一种分析方法都有一个样本分析
,

从中展现出每种方法的长处和 短处
。

第三部分
“

结论
”

对六种分析方法作系统 的比较
,

说明在处理结构和功能
、

语篇和语境
、

语言和信递这三

对关系上存在的差异
,

并试图找出把多种方法综合起来的脉胳
。

书末有两个附录很有用
,

一个

是
“

语料收集指南
” ,

介绍了五种可收集分析 的材料来源
,

一个是
“

常用转写符号
” ,

供转写录音

材料时参考使用
。

(稼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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