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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径洪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洋径洪语 (p id g in )和克 里奥语 (e r e o le )有 时又 合称混 合语 (m ix e
d la n g u a g e s )

,

边缘语

(m a r g in a l la n g u a g e s )或者重组语 (r e s t ru e tu r e d la n g u a g e )
。

p id g in 这个名字来自 Pid g in E n g
-

lis h
,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洋径洪英语
。

洋径派英语形成于十八世纪的广州
,

是来中国的英

国商人同中国人进行贸易时使用的工作语言
,

词汇以源 自英语的为主
,

杂有来自广东话
,

葡萄

牙语
,

马来语 以及印地语 的少量字眼
,

而语法结构则基本上是广东话的
。

广东人说洋径洪英语

时基本上按照广东话的语音和音系规则行事
,

把源 自其他语言的词汇都加 以改造 (S hi 1 9 91 )
,

象 p记 gi n
这个词就是英语的 bu

s ine
s s 经过广东人的变音而形成的 (S hi 1 9 92 )

。

到了十九世纪
,

上海成为另一个对外贸易的中心
,

洋径洪英语开始在那里流行
。

洋径洪是旧上海的一个地方
,

靠近今天的外滩
,

上个世纪时是涉外贸易的一个中心
,

洋径洪英语因使用地点而得名
,

也算是

名正言顺的了
。

C re ol e 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
c re 肚 e (创造 )

,

葡萄牙语把它借来成为
Cri a r ,

意为抚养

孩子
。

在巴西人的葡萄牙语中这个词经过演变成为
c ri ou lo

,

用来指土生奴隶
,

就是非洲奴隶在

巴西生的子女
,

后来又扩展到泛指在美洲出生的欧洲或者非洲后裔
,

然后进一步用来指这些人

的生活习惯和语言
。

这个词借到英语里就成了
c r eol e ,

在法语里是 c r己ol e ,

而且慢慢地变得专指

语言
,

而且是专指边缘语言中的一类 (H ol m 1 98 8 )
。

洋径洪语和克里奥语在语言学上都没有十分严格的定义
,

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并非一清二

楚
,

但是这并不妨碍语言学家替大部分的混合语分类
。

一般说来
,

如果两种语言互不相通
,

在经

常相遇的情况下
,

说这两种话的人就必须设法建立用来交际的共同语言
。

要是受到某些社会因

素的制约
,

如缺乏信任
,

地位悬殊
,

交际的时间和频度不足等等
,

使得任何一方都不能掌握另一

方的语言
,

最终建立的共同语言就往往是洋径洪语
。

在双方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
,

地位高

的一方往往会提供洋径洪语的大部分词汇
,

而地位低的一方则影响语音
,

语义和句法等方面
。

通常把前者的语言称为高层语 (s u p e r s t r a te la n g u a g e )
,

而把后者的语言叫做低层语 (s u b s t r a te

la n g u a ge )
。

洋径洪语既不是高层语的变种
,

也不是低层语的亲属语
,

而是具有独立地位的
,

为

满足某种特殊交际需要而形成的
,

具有相对固定形式的共 同语
。

至于学说第二语言的人讲的不

正规 外语
,

则 因人而异
,

没有固定形式
,

一般都不认 为是洋径洪语
,

而是称为次语 (j ar g o
n)

(T o d d 1 9 9 0 )
。

克里奥语通常由洋径洪语发展而来
。

洋径洪语本来是为了应付有限的交际而形成的简单

语言
。

等到以洋径洪语为唯一交流工具的群体有了下一代
,

洋径洪语就成了母语
。

既然是第一

语言
,

就必然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交际情况
,

洋径洪语原有的手段肯定不会够用
,

词汇
,

句法以及

语用系统都会迅速扩展
,

这就形成 了克里奥语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克里奥语是成 了母语的

洋径洪语
。

1
.

混合语研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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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世界史上
,

大部分的混合语是随着殖民主 义扩张而产生的
,

而且以殖民大国的语言

为高层语
。

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
,

似乎混合语都是欧洲语 言的变种
。

再加上殖民 泛义 1
号同殖民

地人民之间的矛盾
,

单纯的语言问题又往往跟 社会及政治问题搅在了
一

起
。

许多欧洲人把洋

径洪语和克里奥语看成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欧洲语
。

殖民主义分子则以此来证 明殖民地人民低

能
,

无法学好宗主国的语言
。

即使是专门研究语言的人们也不能幸免
,

长期以来
,

不少欧美语言学家认为混合语是不规

范的欧洲语
,

是学习语言过程中的不良产物
,

因而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

连结构主义的大师布

龙菲尔德 (Bl oo m fi eld 1 9 3 3) 都把混合语看成是不正常 的
,

被 曲扭 了的高层语
,

所 以不值得研

究
。

这种错误看法在我国也有过影响
,

有人就认为洋径洪语是对民族语言的污染
。

不过
,

看到混合语在语言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

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并

不乏人
。

一般认为
,

第一个对混合语进行科学研究的是美国的 \/a n N a m
。
(1 8 6 9 一 70 )

,

他研究

了分别以法语
,

西班牙语
,

德语和英语为高层语的克里奥语
,

找出 了它们的不少共同特点
,

并且

指出克里奥语是从洋径洪语发展而来的
,

这种发展应该同其他语言的进化发展属于同一性质
。

到 了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
,

出现 了一 批研究混 合语 的文章 (如 C , 111 0 1 8 8 0 一 86
,

A da 。

1 8 8 3
,

H a r r is o n 1 8 8 4 )
,

德国语言学家 H u g o Sh u e }
l a r d t 在此基础

_

仁进行归纳总结
,

并且深入研

究了不少与葡 萄牙语有关的克里奥语
,

第一 次从理论 巨探 讨了混 合语形成和发展的机制
。

S eh u e h a r d t 在 1 8 8 0 到 1 9 1 4 年之间一共发表 了四 十多篇关于混 合语的文章 (如 S
e
h

u e h a r
d t

1 8 8 2
,

1 9 14 )
,

讨论洋径洪语和克里奥语的生成发展和消亡
〕

现代棍 合语研究的许多理论
,

如低

层语影响论和幼儿语论等等
,

都可以从这位克里奥语研究之父那里找到踪迹
。

与 Sc huc ha rd t 差不多同时进行混合语研究的还有荷兰的 D
.

C
.

H e s s e liri g
,

他主要研究与

葡萄牙语有关的克里奥语以及南非的阿非利冈语 (A fri k aa n )
,

在 1 8 9 7 到 1 9 3 4 年之间写了不

少关于混合语起源的文章 (如 H e s s e h n g 1 8 9 7 )
。

他的观点与现代的普遍语法派颇为相近
。

不

过
,

本世纪初对混合语的研究最具影响的则非丹麦语 言学家 c)t
t o J

。、p e r 、 e n
莫属

。

他在《语言

论 》(1 9 2 2) 里花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洋径淇语及其他混合语
,

其观点至今还常常被人引用
。

Je s -

per se n
倾向于把混合语看成学得不完善的高层语

,

但也认为在混 合语的形成过 程中人脑的固

有语言功能和社会因素都起了重要作用
。

本世纪三十年代
,

混合语研究中心从欧洲移到
一

r 美洲
.

从语言学家关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

纸上谈兵
,

变成了人类学家对美洲克里奥语及洋径洪语的实地考查
。

在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进行

的分析研究极大地推动 了混合语研究的发展
。

这 一时期的著作有对混合语实际语料的记录 (如

Boa
s 1 9 3 3

,

P a rs o n s 1 9 3 3 一 34 )
,

也有对混合语语法特点的分析与混合语形成理论的探讨 (如

H e i
·

s k o v it s a n d H e r s k o v its 1 9 3 6
,

S ylv a in 1 9 3 6
,

F a in e 1 9 3 6 )
。

而最有学术水平的则当推 Jo h n

R ei ne ck
e
在耶鲁大学写的博士论文《边缘语

:

对于克里奥语及其他贸易次语的社会学研究 》

(1 9 3 7 )
。

R e in e
ck

e
是公认的现代混合语研究的开拓者

,

他那近九百页的论文继往开来
,

一方面

总结了当时已有的成果
,

另一方面又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进语言学
,

探讨社会因素对混合语

形成的影响
。

R ei ne
c k e
还详细研究了非欧洲语系的混合语

,

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
。

尽管混合语的研究在三十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

但是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

研究成果甚

至在语言学领域里也鲜有人知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了全球参战的需要
,

大大加强对世界

各种语言的研究与教学
,

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
,

也使对混合语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

美

国语言学家 R
.

H a ll 与在多米尼加定居的英国语言学家 D
.

T o ylor 在这方面的功劳不可磨灭
。

H al l原来是研究罗曼语的专家
,

大战中受美国军方委托调 查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洋径洪英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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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方编印有关的小册子
,

结果开了头就一发不可收拾
,

对各种混合语都作研究
。

他是第一个

正式研究中国的洋径洪英语的语言学家 (1 94 4 )
,

又是为 了替洋径洪语正名而大声疾呼的第一

人 (1 9 5 4 )
。

H al l从理论上总结了洋径淇语和克里奥语的生命周期
,

并且以混合语的研究结果

来验证语言变化的理论
,

对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 (1 95 9 )
。

H a n 虽然正视低层语

对混合语的影响
,

但常常把混合语归入提供词汇的高层语
,

作为高层语的方言之一
。

这就使他

同 T a贝or 在观点上针锋相对
。

T ay lor 主要研究加勒比地 区的克里奥语
,

极力鼓吹低层语对混

合语的影响
,

主张把洋径沂语和克里奥语毛成语言土
‘

为孤 儿
,

以提供词汇的高层语和提供句法

结构的低层语作为养父母(19 5 1 )
。

两个人的争论至今还颇有影响
。

2
.

当代的混合语研究

语言学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蓬勃发展
,

混合语的研究也随之有了长足的进展
。

时至今日
,

混合语研究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
,

理论上也百家争鸣
,

各派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

所以
,

对

于混合语研究从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发展
,

将分成学科领域和理论体系两个部分来介绍
。

五十年代后期
,

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日益高涨
,

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语言问题也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了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

对西印度群岛土著人民的语言状况感兴趣的学者于 1 9 5 9

年齐聚牙买加的西印度群岛大学
,

讨论克里奥语和相关的语言学问题
。

来开会的人不多
,

会议

室也很小
,

但这却是混合语研究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学术讨论
。

参加会议的语言学家
,

语文工作

者和教育家从此把他们自己称为克里奥学家
,

创立了克里奥学这个新名词
。

会议的发言和提交

的书面报告后来汇集成册
,

出版了历史上第一本混合语研究的学术论文集(L
e Pag

e 1 961 )
。

与此同时
,

关于洋径低语和克里奥语的各种学术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到 1 96 6 年
,

H a n 出版了第一部供大学本科生使用的课本《洋径洪和克里奥语言》(1 96 6 )
,

使混合语的研究

在高等教育里也有了立足点
。

19 6 8 年四月在牙买加的摩纳又召开了一次混合语的学术会议
。

这一次不但规模扩大了许

多
,

理论深度增加了不少
,

而且理论上也多样化了
。

与会者提交的学术报告经过编辑整理
,

成为

另一部重要的论文集(H ym e s 1 9 7 1 )
。

六十年代后期是各国政治大变动的时代
,

也是不同意识形态激烈争斗的时代
。

种族纷争
,

南北分裂
,

以至民族语言之争都对混合语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影响
。

一方面
,

民族语言意识的增

强促进了对各种混合语的研究
,

另一方面
,

意识形态的分歧带来了混合语研究的派别之争
‘

六十年代初期
,

美国的 Lab o v
开创了社会语言学 的新路

,

也激起了对美国黑人英语的研

究兴趣
。

当时的一种流行观点是把黑人英语看成某种克里奥语的后代
,

这正好同当时黑人运动

的基本思想相吻合
,

所以颇受欢迎
。

但是某些鼓吹者过于激烈的措辞却使一些白人语言学家感

到不自在
,

于是把精力转向其他克里奥语的研究
。

在这种背景下
, 1 9 7 2 年在特立尼达的一次会

议上成立了加勒比语言学学会 (T h e s o e ie ty fo r C a r ib bea n L in g u is t ie s )
,

并决定以后每两年召开

一次学术会议
。

加勒 比语言学会的主旨本来是混合语的研究
,

但是后来受南北之争的影响
,

慢

慢地由西印度群岛的学者取代欧美学者掌握了领导权
,

而且研究重点偏向了以英语为高层语

的混合语
。

于是
,

研究法语系统混合语的学者们于 1 9 76 年在法国召开了国际克里奥语讨论会
,

成立了国际克里奥研究委员会 (e o m it‘In te r n a tio n a l d e s 它t u d e s e r亡。le , )
,

决定出版名为《克

里奥研究》(它tu de
s c r
如le s )的杂志

。

这些活动的重点当然是研究以法语为高层语的克里奥语
。

围绕着加勒比语言学会的活动还形成了另一个圈子
,

即所谓的大西洋克里奥学派
。

他们的

研究范围包括非洲和美洲大西洋沿岸的混合语
,

这些混合语大多与当年的黑奴贩运有关
,

以西

非沿岸的尼 日尔一刚果语系为低层语
。

另一方面
,

以环太平洋地区的馄合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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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形成了所谓的太平洋洋径洪学派
。

这些混合语的高层语往往来 自十六世纪以来的航运及贸

易大国
,

低层语分布极 广
,

有着独特的形成机制
。

1 9 7 3 年在巴布亚一新几内亚召开的一次学术

会议就是以太平洋洋径洪学派为主
,

类似的会议 1 9 75 年在夏威夷大学还开过一次
。

超越门户之见的学者当然也为数不少
。

从 1 9 7 3 年起
,

一批混合语专家以夏威夷大学为据

点
,

出版名为《洋径派信使 》的研 究通讯
,

全面报道对各种混 合语的研究
。

通讯的英文名称是

T h e e a r r ie : P id g in
,

显然是与
e a r r ie r p ig e o n (信鸽 )谐音

,

含有为各方面通风报信的意思
。

此后

不久
,

R e ine
c
k e 牵头撰写的大型工具书《洋径洪及克里奥语参考书 目》(R

e ine c ke e t a
l

.

19 7 5)

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

内容详尽
,

面面俱到
。

1 9 7 7 年出版了一本供一般研究人员参考用的

综合文集 (V al d m a n 1 9 7 7 )
,

基本上照顾到了各个方面
。

同一年还发行了一本《克里奥语研究杂

志》(Jo u r n a l o f C r e o le S tu d ie S )
,

可惜当年就办不下去了
。

不过
,

到了 1 9 8 6 年
,

这本杂志又改头

换面以《洋径洪及克里奥语杂志》(J
o u r n a l o f P id g in a n d C r e o le l

一 a n g u a g e s )的形式出现
,

而且
.

保持了全面研究各种混合语的传统
。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毕竟是混合语研究大发展的时代
,

不但发表

的论文以及出版的专著数量惊人
,

而且各种理论流派都站稳了脚跟
,

混合语研究已经成了语言

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

形势逼人
,

再不统一起来
,

混合语研究的发展就很难再上一层

楼
。

有鉴于此
,

几位 目光远大的学者于 1 9 8 8 年底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
,

研究统一的可行性
。

以

此为转机
,

2 9 5 9 成立了洋径洪语与克里奥语学会 (S o e ie t y o f p id g in a n d C r e o le l
一a n g u a g e s )

,

并且在年底召开了第一届年会
。

这是一个跨地域
,

跨语系
,

跨学派的国际组织
,

让各个国家
,

各

种流派的学者每年都有机会在共同的讲坛上交流研究成果
。

1 98 9 年和 1 9 91 年两次年会的论

文后来结集出版
,

定名为《大西洋 同太平洋的会 面》(B y rn e a n d H ol m 1 9 9 3 )
,

象征着 团结一致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

从 1 9 9 2 年起
,

洋径洪语与克里奥语学会同《洋径洪及克里奥语杂志》挂钩
,

让会 员自动成

为杂志的订户
。

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混合语研究队伍的内部统一
,

促进 了交流
。

3
.

混合语研究的理论流派

初级阶段的混合语研究只是描述
,

不牵涉理论
,

也谈不上流派
。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
,

随着

研究的深入
,

洋径洪和克里奥语之间的关系问题
,

混合语的起源问题都提上了议 事日程
,

各种

各样的理论架构也就纷纷问世
。

理论派系的争论在语言学界并不罕见
,

应该视为学术研究健康

发展的必由之路
。

这里对各个流派的介绍也是本着这一精神
。

3
.

1
.

单一起源论

单一起源 (m o n o g e n e s is )理论最早是 W h in n o m (1 9 5 6 )提出来的
。

他在研究菲律宾西班牙

克里奥语和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克里奥语时
,

发现这两种混合语在词汇和句法结构方面的相同

点非常之多
,

而两者的高层语及低层语却又不一样
。

这种意料之外的相似性没有现成的解释
。

W hi n n o m 主张可以认为前者是 由后者发展而来的
,

也就是说
,

当印尼葡萄牙克里奥语传到菲

律宾以后
,

源自葡萄牙语的词汇被西班牙语的词汇所取代
,

但是原有的句法甚至词组结构则保

留了下来
。

W h in n o m 还进一步推测印尼葡萄牙克里奥语可能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发展而来的
,

其前身是中世纪流行于地 中海沿岸的混合语
“

林呱佛兰卡
”

(li n g ua fr a n c a )
。

单一起源理论在 1 9 5 9 年的西印度群岛大学讨论会上崭露头角
,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

会上

及会后的共同观点是大多数洋径洪语和克里奥语都有着同一个来源
:

十六世纪存在于非洲东

岸的以葡萄牙语为高层语的洋径洪语
。

而这个洋径洪语又 由林呱佛兰卡发展而来
,

所以林呱佛

兰卡是所有混合语的祖先
。

例如 T h 0 m p s o n( 1 9 5 9) 就明确提出
,

十八世纪时在广州出现的洋径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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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英语由澳门的葡萄牙克里奥语转化而成
,

而澳门的葡萄牙克里奥语 由西非辗转传来
,

西非的

克里奥语则是林呱佛兰卡的后代
。

因应单一起源理论的需要
,

有人 (S te w ar t 1 9 6 2) 还专门创造 了一个特别的术语
“

词汇替代

过程
”
(re le x ifi c a ti o n )

,

意思是说某一混合语的词汇原本来 自一种高层语
,

后来完全 由另一种

高层语的词汇所替代
,

从而形成了新的混合语
。

这个术语准确地说明了单一起源理论的实质
,

采用的人越来越多
,

很快就成了单一起源理论的同义词
。

跟单一起源论相近的还有所谓的航海次语论 (n a ut ic a l ja r g o n t he o r y )
,

主张现代洋径洪及

克里奥语的前身是中世纪以来海员中间流行的共同语
,

由于当时的海员来源复杂
,

船上用语必

然具有某些混 合语的特点
。

当海员同各地土著交流时
,

把航海次语教给了土著
,

促成了洋径洪

的形成 (R o b e r ts o n 1 9 7 1 )
。

单一起源理论的显著优点是直截了当
,

为众多混合语所拥有的共同特点提供一种可信的

解释
,

简单地归结到从同二祖宗蕃衍而下这一条今
·

而该理论经常受人攻击的弱点是缺乏事实

根据
,

要证明所有的混合语都由林呱佛兰卡通过词 汇替代而形成
,

需要非常有力的历史证据
。

而要把与欧洲语毫无牵连的混合语同林呱佛兰卡拉上关系
,

更是难上加难
。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

提出象样的证据
。

3
,

2
.

克里奥连续流

克里奥连续流 (。r eo le co n ti mi
u m )假说主要牵涉语言的发展进化

,

基本观点是克里奥语在

一定阶段上会失去混合语的特征 (d ec re ol iza ti o
n)

,

向高层语的标准语靠拢
。

反过来也一样
,

如

果高层语同克里奥在同一地区并存
,

也可能会受后者的影响而呈现某些混合语的特征
。

这样一

来
,

从洋径洪到克里奥再到标准语就形成 了一个连续流
,

彼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
,

只有相

关特征在程度上的差别
。

语言连续流的概念在方言学里 由来 已久
,

第一个把这个概念引进混合语研 究的是 D e -

C a m p (1 9 6 1 )
。

他指出牙买加的语言状况复杂
,

不能用单一的一种语言来描述
,

从社会最底层的

农民和工人的克里奥英语
,

到城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人物的标准英语
,

是一个连续流
。

同一

个人跟不同对象交谈时可能从一种形式换到另一种形式
,

也就是说个人的语言能力也是一个

连续流
。

D e Ca m p 后来又采用 L a b 0
v( 1 9 6 6 )划分社会方言的办法

,

进一步选定一套语言特征作

为标准
,

用来确定每个人说的话在连续流中的地位 (D eC a m p 1 9 7 1 )
。

如果将连续流的概念推而广之
,

洋径洪
,

克里奥 以及标准语的区别会都变得模糊起来
,

这

也是反对连续流理论的主要论点
。

不过
,

连续流的理论却在语言学之外找到了大量支持者
。

在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
,

黑人的重要诉求点之一是寻求自己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
。

把黑

人英语看成独立的社会方言
,

作为从克里奥英语到标准英语这一连续流中的一个环节
,

正好提

供了建立黑人独立社会地位的有理证据
。

所以连续流理论在六七十年代十分风行
。

3
.

3
.

简化理论

简化理论 (S im p lifie a tio n th e o r y )有时候也叫做幼儿语理论 (b a b y ta lk th e o r y )
,

其基本思

想是洋径洪语是简化了的高层语
,

从本质上说同父母跟子女说话时使用的幼儿语差不多
。

从直

观角度看
,

简化理论很容易理解
。

洋径洪语的一些主要特征
,

如不用连系动词
,

缺少形态变化
,

以及缺乏复杂句法结构等等
,

都可以从幼儿语里找到
。

简化理论最早可以从 Sc huc ha r dt 的著作里找到踪迹
,

而第一个把简化或者幼儿化作为一

种理论机制提出来的是 Bl oo m fi el d (1 93 3 )
。

七十年代由于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
,

支持简化理论

的学者 日益增多 (如 F e r g u s o n 1 9 7 1
,

Fe r g u s o m a n d D e B o s e 1 9 7 7 )
,

而且有人把简化理论应用

1 9 9 5 年第 4 期
·

5 ,



到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中去 (S c l
lu m an

n 1 9 7 4 )
,

更是助长了简化理 论的声势
。

对 简化理论持反对意见的 人当尹也不少
。

反对的理 山主要是洋径洪语从本质上说并不是

简化了的高层语
,

而是独立于高层语 和狱层语之外的经过重组的语言
。

某种程度上的简化可能

在洋径洪形成过程中起过作用
,

但决不是主要的作用
。

3
.

4
.

普遍语法理论

普遍语法理论 (l a
ng ua ge Lln iv e r s a

ls )主张混合语代表了人类语言的本质
。

类似的思想可以

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如 C oe lh o 1 8 8 0 一 8 6 )
,

到了本 吐纪 七十年代
,

受 C h o m sk y 关于人类语言

本质理论 (1 9 6 5) 的影响
,

普遍语法理论又重新热门起来
。

简单地说
,

这套理论主张人类的语言

在本质上都是 一样的
,

都受普遍语法规律的支配
。

各种自然语言的差别来 自非本质的边缘语

法
,

或者是在普遍语法许可范围内的参数变化
。

混合语 则扬弃了各种边缘语法
,

只留下普遍语

法
,

所以各种混合语会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
。

普遍语法理论跟单一起源理论一样
,

着眼于解释混合语的共同特点
,

但显然比后者更容易

站得住脚
,

因为普遍语法论所需要的证据是看得 见
,

听得到的
。

普遍语法理论的鼓吹者分两派
。

一派用普遍语法的规律来解释洋径洪语的生成 (如 F e rg tls o n 1 9 7 1
,

T od d 1 9 7 4 )
,

认为在洋径

洪的形成过程中
,

参与的人群只挑选普遍语法的规 则
,

因为那是共有的
,

大家都能 自动接受的

东西
。

另一派则认为洋径洪语太粗糙
,

太乱七八糟
,

不具有代表性
,

只有克里奥语才具有足够的

稳 定性
,

才能体现普遍语法的特点
。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 Bi c ker ton (1 9 73
,

1 98 1 )
。

他采用了

Cho m s k y 的观点
,

主张人类生来就具有语言能力
,

这种能力就是普遍语法
。

用 Bi c k e rt on 的话

来说
,

人类先天就具有语言的编码 (b ioP
r o gr a m )

,

所以很快就能学会说话
,

而非普遍语法的东

西都是后天学会的
。

克里奥语处于人类语言发展的初级阶段
,

没有什么边缘语法的东西
,

以普

遍语法为主
,

所以除了词汇不同之外
,

所有的克里奥语都很相像
。

普遍语法理论的解释能力颇强
,

所以至今还有市场
。

该理论的弱点在于什么是普遍语法的

规则始终无法说清楚
,

常常是在混合语中找到什么共同点就说什么是普遍语法规则
,

很难令人

信服
。

3
.

5
.

低层语影响论

作为一种理论架构
,

低层语影响论 (
S u b s tr a t e in fl ue nc e )指的是一种解释混合语起源的理

论
。

一般学者都承认混合语带有低层语的某些特点
,

但是 T a y lo : (1 9 7 1
,

1 9 7 7) 却认为
,

低层语

的影响可以用来解释某些混合语的相似之处
。

他特别指出
,

加勒比海沿岸的各种克里奥语有不

少结构上的相似之处
,

而且这些相似之处中的许多又能从西非沿海的 Y or ub
a
语那里找到

。

那

么
,

假定跟 Y or u b a
语相似 的某个或儿个 K w a 语族的成 员是加勒 比克里奥的共同低层语

,

就

可以为上述相似之处提供合理的解释
。

低层语影响论跟普遍语法理论似乎针锋相对
,

但实际上只有当两种理论走向极端时
,

才是

互不相容的
。

完全有可能两种理论都部分正确
,

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

3
.

6
.

综合理论

上面说的这些理论之争主要发生在六七十年代
。

从八十年代后期起
,

研究混合语的学者们

似乎不再那么固执 己见
,

多半倾 向于不否认任何一种理论
,

但也不坚持某一理论
,

而是集各家

之长
,

避众人之短
,

以综 合理论的面貌出现
。

如 T h o m a s o n 和 K a uf m a
n( 1 9 8 8) 鼓吹改良了的简化理论

,

主张在洋径洪的形成过程 中
,

持高层语和低层语的双方都简化各自的语言以协助交流
,

在交际过程中双方都能接受的东西

就保留下 来
,

形成洋径洪
。

至 川 !
·

么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寿(西
.

则很可能取决于普遍语法的规律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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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h 扣
S le r (1 98 6) 则认为普遍语法规律

,

高层语影响和低层语影响这三种因素都在混合

语形成过程中起作用
,

而且三者之间的任何一种组合在任何 一个阶段上都可能起作用
。

即使 是 从 社 会 环 境 影 响 的 角 度 来 观 察 混 合语 形 成 过 程 的 学 者 (如 Br uy
n 和

v e e n s tr a 1 9 9 3 )
,

也不否认普遍语法规律的作用以及高层语和低层语的影响
。

综合理论看来将

会成为混合语研究的主流
。

4
.

结束语

混 合语研究从五十年代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

这一方面反映了语言学的成长壮大
,

另一

方面也反映 了混合语研究所能起的重要作用
。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
,

混合语的形成与发展提

供 了一个语言进化的实际模式
,

对混合语的研究很可能会触发对语言本质认识的飞跃
。

我国语

言学界应该积极参与这了研究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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