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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语言学？

• 解释日常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现象。

• 以成系统的方式分析一门语言。

• 分析不同语言的共同点，以及它们以怎样的方式不同。

• 语言的本质和特征。脱离具体实例看待语言。

•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人们怎样以语言的方式认识世界。

•
哲学

语言学 心理学



语言学的历史

• 语法学

• 历史historical语言学、比较comparative语言学

•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创始、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
学派

• 形式formal语言学（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

• 功能functional语言学

• 认知cognitive语言学



什么是语言？

• 语言是一套符号symbol系统。

• 这套符号系统中，符号的形象和含义是不可分离的，学术上也管它们叫“能
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语言包含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 形象：包括各基本单元，也包括单元的组成方式（构词法、句法）。

• 含义：人脑意识中的各概念和关系，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而来。



什么是语言？

• 语言是社会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是在人际交往中习
得的。

• 大部分语言实例中，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义。



什么是语言？

• 不妨用否定的形式澄清它的定义：

• 言语（一个人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适当的发声的过程）不属于语言。

• 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属于语言，因为文学研究的是怎样应用语言和什么是“好
的语言”，而不是语言本身。

• 语音不是语言，但它属于语言的一部分。

• 惊呼不属于语言，因为它不具有符号性。

• 感叹词和拟声词属于语言的一部分，它们具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 文字是语言吗？



文字与语言

• 世界上各自然语言的文字，不能被认为是语言。即使算上文字与语义之间的
关系，也不能。

• 因为文字是对语言的记载，母语者是把文字现在脑中转化为语音，再去理解。

• 语言与文字没有对应关系。

• 可以认为“哑巴英语”和练习速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在脑中，把文字当
成语言去学。

• 手语是语言。

• 数学语言（符号逻辑）在该意义下不是语言：正常的语言应当至少能表达所
有我们接触的内容。
但是如果限定表达的范围在数学内，那么我认为它介于语言和非语言之间，
因为实践上来看，我们倾向于将复杂公式转化成自然语言后再理解。直觉很
难直接建立在数学符号上。



结构主义

• 研究语言的一般性质，虽然是基于大量语言实例的样本，但不研究特定语言。

• 符号的任意性（绝对/相对）、时间上的线性性

• 共时synchronic语言学和历时diachronic语言学
• Any phonetic change, seen in correct perspective, confirms the perfect 
regularity of these developments.

• In the language itself, there are only differences.

• The language itself is a form, not a substance.



结构主义

• 布拉格学派 (Nicholai Trubetzkoy)：

• 音素和音位的区分。

• 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结合。

• cognitive, expression, conative function of language.

• Theme & Rheme

• 伦敦学派 (J.R. Firth)：结构和系统

• 哥本哈根学派 (Louis Hjelmslev)：语符学

https://www.alvinleong.info/sfg/sfghistory.html


结构主义——美国学派
(Leonard Bloomfield)
• 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结合。



结构主义——美国学派
(Edward Sapir)
• It is of course true that in a certain sense the individual is predestined to 
talk, but that is due entirely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he is born not merely in 
nature, but in the lap of a society that is certain, reasonably certain, to lead 
him to its traditions. Eliminate society and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e will learn to walk, if, indeed, he survives at all. But it is just as 
certain that he will never learn to talk, that is, to communicate idea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a particular society.

• The speech element “house” is the symbol, first and foremost, not of a single 
perception, nor even of the notion of a particular object, but of a “concept,” 
in other words, of a convenient capsule of thought that embraces thousands of 
distinct experiences and that is ready to take in thousands more. If the single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speech are the symbols of concepts, the actual flow of 
speech may be interpreted as a record of the setting of these concepts into 
mutual relations.



结构主义——美国学派
(Edward Sapir)
•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Sapir-Whorf 假说

• 实际最初由 Humboldt 提出。

• 强相对论：The structure of anyone's native language strongly 
influences or fully determines the worldview he will acquire 
as he learns the language.

• 弱相对论：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 systems 
will, in general, be paralleled by nonlinguistic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an unspecified sort, in the native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



Some facts

• 关于颜色的研究：
• Rivers, Torres Straits expedition. 巴布亚原住民能正确分辨颜色，但在语言
上没有蓝色，蓝色被描述成黑色。

• Brown & Lenneberg, Zuni language. 语言中没有区分蓝色和绿色的人，在回忆对
应颜色时慢。

• Berlin and Kay.

• 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哲学理论（语言能说的我们能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
不要研究会变化的事物，要研究永恒的一）促成了形而上学的产生。他的理
论很大程度是因为古希腊语中的 εἰμί 既表示“是”，又表示“存在”。

• Pirahã language

• Bargh’s experiment on priming



我的一些想法

•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问题，首先，可以把前面的讨论总结成两个类型：
横向的和纵向的。

• 横向的讨论，比较的是不同语言对思维影响的相对关系。我认同弱相对论。

• 语言相对论的田野调查，都是以土著语言为样本，且都是“缺失”式。不同
语言导致思维方式的不同，在现在这个年代（伴随着充分的思考与交流），
已经大大弱化了（外来词是最直接的手段）。尽管存在着翻译的问题，但我
认为，文学的翻译问题是非思维的，学术文章的翻译问题是翻译质量问题。

• 我们容易这样想：如果这世界上多存在一种语言，它是否能带给我们思维方
式上的增量？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语言的所指（直接或间接）源自现
实。只要有了充分的思考和交流，这就不是问题。

• 但是如果不充分就会显现出差别。一个真正可以做的实验是，设计一些用非
形式语言描述的逻辑命题，让没学过形式逻辑的人去回答。或者观察生活中
一些人混淆充分和必要条件的现象等。



我的一些想法

• 而纵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的边界和语言的关系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
可以确定的两个方向是脑科学和哲学。脑科学考虑的，是描述思维和语言的
物质关系；而哲学考虑的，是语言的实质、思维的实质，是认识论问题。

• 我之前关于前者的一个想法：

• 我们都知道语言会影响思维，但是语言在思维过程中是怎样的存在？第一性
的问题：是（我们思考的是概念及关系，语言只是描述概念的工具，辅助思
考，脑内回声）还是（我们的思考的概念被语言定义着，脱离语言就无法进
行复杂的思考，有时思考不出现语言只是没有显式的回声）？我的解释是，
我们思考必须借助广义的语言（包括图形等），概念是一种心理现象，只不
过这种现象已经根深蒂固了而已。

• 思维是否一定依托于语言，这也是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实际我们需要关心的
是“高级思维”的定义。我认为认识世界的需求决定了高级思维的定义，而
高级思维需要逻辑，而逻辑需要语言。我和 zby 有过具体的辩论。

• 印象、体验、悟、超语言思维……似乎不能清楚地面对它们？有必要清楚吗？



我的一些想法



这次介绍之上

• 生成语法：Noam Chomsky

• 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

• 社会语言学

• 计算语言学

• 语言哲学：Wittgenstein, Russell, ……



（自然）语言的特征

• 人类的语言如何区别于动物的叫声和本能的行为？

• 易境性：动物传递经验只能通过在场的方式；人类可以通过语言不在场地传
递经验。

• 还原生成性：人类能够通过归纳，从有限的句子中自然地还原语言单位和语
法规则，并由此生成无限的句子。一句古怪的句子，从未在任何地方听到过，
我们能够说出它，就是因为我们有还原生成能力。

• 两层性：语言分为区别意义层和表达意义层。区别意义层一般没有意义，它
们的适当组合才表达意义。这使少量种类的最小单位可构成大量的表意单位。

• 任意性：语言的核心特征。能指和所指没有必然联系。哪怕是拟声词，也是
符合本语言的音系和构词法的。

• 线条性：以时间为轴。

• 例：Nim Chimpsky、Koko、B 站上一些猫猫按交流按钮的视频



语音和音系

• 语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发音机理层面、自然属性上绝对地描述语
音的，是语音学phonetics。从区别意义层面、社会属性上相对地描述语音的，
是音系学phonology。

• 语言：音位→音节→语素→词汇→词组→句子。所以，语音学并不研究符号，而
纯研究如何描述符号的一面，其能指的一面。音系学是和所指有关的。

• 发音原理。

• 语音的物理属性有：音高、音强、音长、音质。

• 元音发出时声道 (vocal tract) 不受阻塞的声音。辅音是发出时声道受
阻塞的声音。



• 为了完备地描述语音，19 世纪末成立的国际
语音学学会发明了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 能描述任何口语发音。

• 元音Vowel、辅音Consonant（含非肺部气流音）、
变音符号Diacritics、超音段成分符号、括号。

IPA



元音



辅音

• 这里的元音和辅音都是肺部气流pulmonic音。



变音符号、超音段成分符号

• 超音段成分符号包括重/轻音符号、长/短音符号、分/连音符号、声调等。



音位

• 音素phone是语音学上的最小线性单位，而音位phoneme是音系学中最小的线性
单位。

• 一门语言中的所有音素并不都是区分意义的，如果两个音素：

1. 存在最小对minimal pair或是互补分布但差距较大，那就是不同音位；

2. 是互补分布且较相近，就是条件变体；

3. 在任何字词中都可以互相替换且不影响意义，就是自由变异。

• 后两种统称同位异音allophone。

• 对一门特定语言的语言学研究，大部分时间考虑的是其音位。



音位

• cat [kʰætʰ]

• sat [sætʰ]

• [kʰ] 和 [s] 存在最小对，构成对立。

• 只考虑音位时，就用宽式音标。

• 英语音标中未考虑的内容：
• s 后不送气化
• dark l
• 连读
• 失爆
• 塞音 /ʔ/
• 闪音 /ɾ/



音位

• 解释汉语拼音里的一些事。

• 为什么天不读作 /tʰjan/？

• 为什么 iu 不写作 iou，
ui 不写作 uei？

• 整体认读音节到底是怎么回事？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yi wu yu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



音节

• 音节syllable是最小的自然的语言单位。

• 音节的定义：音节与声音的响度峰一一对应。

• 一个音节包含且仅包含一个可延展部分

• 音节的划分是比较麻烦的事，主要是音节首尾的划分。

• lemon

• 对于某个语言音节结构的描述也可以直接用 C 和 V 来
表示元音和辅音，用 ClVmCn 描述，用括号来表示可选。

• 汉语音节：(CC)V(C)T

• 声调：55、35、214、51、轻音节



音节

• from 王赟 Maigo

https://www.zhihu.com/people/maigo


世界上的语言

• 语系——语族——语支

• 并非有较多共同词汇，就属于同一个语系。语系的划分考虑的发生学上的关
系。

• 在形态学角度，考虑音系、词法、句法之前，我们可以先分个大类：

• 分析语和综合语以语素——词之比的大小来分。

1. 孤立语isolating。用虚词表现语法功能，词形没有变化。

2. 屈折语fusional。通过词的屈折变化表现语法，词干和词缀难以分开。

3. 黏着语agglutinative。通过在词干后加词缀表现语法，词干和词缀容易分开。

4. 多式综合语。高度综合性的语言。



语言分类

• 越南语

• 一些对比

• 日语和韩语

• 英语正在分析化，其主要体现是屈折大量丢失。

• 上古汉语有屈折成分。

• 屈折：语气、时、态、人称、性、数、格

• 为什么会有屈折？

https://youtu.be/vQNud-Ra2Gw?t=53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223678/answer/962477010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719751/answer/2740926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ld_English_grammar


语言分类

• 俄语：
один стол
два стола
три стола
четыре стола
пять столов
шесть столов

• 为什么我们说 zero tables？



语言分类



历史语言学——印欧语系

• 背单词常用的词根记忆，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 格林定律Grimm’s Law：原始印欧语到原始日耳曼语的音变规律。

• 其他语言里也有类似的现象（擦化）：

• 希腊语：β δ γ φ θ χ

• 日语：ハ行転呼

• 汉语：古无轻唇音

第一次辅音推移
第二次辅音推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w411W7P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imm%27s_la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gh_German_consonant_shift


历史语言学——汉语

• Polyhedron 古韻

• 研究中古汉语的语音，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古诗文中的一些问题，对普通话、
方言，以及汉字文化圈的各语言都有更深的理解。

• 关于实际音值的问题，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构拟。我们这里只讨论音位。

•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9376621

https://space.bilibili.com/3957493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9376621


历史语言学——汉语

客至

                         /lai/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kʰai/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pʰuai/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        /puai/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历史语言学——汉语

中古汉语 普通话 日语 韩语 越南语 宁波话

并 pjeng bing4 ヘイ 병 tịnh pin3

並 bengx bing4 ヘイ 병 tịnh bin6

平 bieng ping2 びょう/へい 평 bình bin2

病 biengh bing4 びょう/へい 병 bệnh bin6

冰 ping bing1 ひょう 빙 băng pin1

兵 pieng bing1 ひょう/へい 병 binh pin1

Experiment: 用宁波话读 辣、冷、剌，分析区别。



历史语言学——汉语



补充阅读

• 我的笔记：宁波话中的虚词

• 我的笔记：《汉字与东亚文化》阅读笔记

• 和製漢語 相关

• 漢字、語言、方言類實用網站及APP收集 + 漢字古今中外讀音查詢

• 一本万利的国际音标 系列

• 《语言学概论》陈保亚 北大网课

• 日语的一些原理

• 中世朝鲜语 up

• Langfocus 频道

• 世界上的语言谱系.md

• 入门专业书籍：Saussure、Bloomfield、Sapir 各自的书。

https://littlereuben.github.io/theory/ningbonese-function-word/
https://littlereuben.github.io/theory/book-hanzi-yu-dongya-wenhu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F411X7eu/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7426652
http://phonicavi.com/dictionary/MCPDict/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W411a7h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u411k7b8/
https://space.bilibili.com/3546628843637095/channel/collectiondetail?sid=3614355
https://space.bilibili.com/27092063
https://www.youtube.com/@Langfocus


问题 from zby

• “意识”一词的意义是如何在社会中习得的？无法描述它、接触它。

• 元音的发音原理（物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