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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西洋两岸的结构语言学的源流
!

郁步利
（盐城工学院 大外部，江苏 盐城! ""#$$%）

摘! 要：处于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的结构语言学，在秉承同一种哲学与语言学的传统下，因

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通过对两者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全方

位厘清西方结构语言学的发展脉络，为研究西方结构语言学的源流提供正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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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构主义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

思维方式对结构的感知和描绘极为关注，是在探

索感知的本质时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产物。

结构主义的出现对人类的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而对于结构主义来说极为重要的许多概念，

首先是在对现代的语言研究（ 即语言学）中以及

对人的现代研究（ 人类学）中发展成熟的。大多

数结构主义者的思想则都以索绪尔的《 普通语言

学教程》为基础。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结构语言

学在大西洋两岸独立的发展起来成为互有联系又

互有不同的两个分支。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以前，语言学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

学家创立的“ 语法”。这种“ 语法”是以逻辑为基

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

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主

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而忽视活的、现时

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

或称比较语法阶段。

比较语法学派所研究的是“ 纯粹”的语言，所

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

主义的观点。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

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

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

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到了 *+/$
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

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认为言语的

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正

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

主义语言学。

十九世纪后期，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

开始转向语言内部结构关系的研究。索绪尔区分

出语言和言语、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提出纵

向聚合关系和横向组合关系。他的理论和方法标

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其影响一直延续至

今，对文学、人类学、符号学、美学等相关学科产生

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具有学科通性的结构主义成

为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主流思潮。受此

影响发展而成的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

主义（描写主义）语言学把世界联成一片，波及前

苏联和中国的语言学界，至今余音未消。无可否

认，结构主义带来了一场全球性语言学革命。

英美和欧陆国家在哲学与人文传统上拥有同

一个渊源，即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历史，特别是二

十世纪的语言哲学成为两地的文化主流。但是由

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结构语言学在大西洋两岸

得到了不同的发展。

二、美国描写语言学

作为结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美国描写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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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二十世纪美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洲印第安语

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

主要以面向语言材料、注重语言结构的形式描写

而著称。

!" 世纪的 !" # $" 年代，哲学中的逻辑实证

主义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在美国盛行，这种哲

学背景和印第安语的研究相结合，使美国的结构

语言学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此间，由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割断了欧洲语言学家和在北美积极活动的

语言学家之间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扩大了

他们之间的隔阂，另外还由于许多不为欧洲的语

言学家所知的印第安语的存在，北美的语言研究

处于一种单独发展的状态，主要是对各种本地印

第安语作共时性的记录。把这些语言记录下来并

加以分析，这种必要性压倒了创造普遍适用的语

言学理论的任何想法，这样就使“ 描述语言学”这

一名称似乎完全适用于早期从事这门语言学的语

言学家如博厄斯（%&’() *+’,）和语言历史学家。

-.-- 年，博厄斯在为《美洲印第安语手册》所写的

序言中，号召美国学者摆脱传统语言学的概念和

方法，强调对语言事实作客观的描写。

博厄斯之后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美国描述语

言学家是他的学生萨丕尔（/01’&0 2’34&）。在其

名著《语言论》中他站在心灵主义的立场上解释

语言现象，主张把语言现象同人类心理、社会、文

化联系起来。正是这本书奠定了后来在美国被人

称之为“ 结构语言学”的基础。在这本书中他记

录了自己逐渐明确的认识，语言借助某种固有的

结构原则活动。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沃尔夫提出了

著名的萨丕尔 # 沃尔夫假说，其基本观点是：语言

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

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

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

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被

誉为“美国语言学家之首”。他于 -.$$ 年出版的

《语言论》宣告了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正式诞生。

布龙菲尔德在《 语言论》中制定了语言结构的基

本原则和方法，成为这个学派的理论指南。至此，

描述语言学已经完全发展到了结构语言学的阶

段，尽管人们仍然习惯于把“ 描述的”这个不严格

的词用来表示这种寓言分析的模式。他们把语言

看成是一系列代替实际的刺激和反应的行为，在

语言的分析中着眼于可以观察到的言语素材，主

张依靠形式特征来描写语言结构，反对用非语言

学的标准（特别是心理因素）来分析语言，在共时

描写中完全排除了历史因素。这些论点产生了巨

大影响，在以后二、三十年语言学的发展中一直以

该学派的理论为指南。!" 世纪 5" 年代，该学派

进入成熟期，以海里斯的《 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出

版为标志，他在这部著作中规定了语言结构分析

的任务及基本程序。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

霍凯特忠实地继承了布龙菲尔德的学术思想，他

的《现代语言学教程》是一本著名的结构主义语

言学教材，对传播结构主义语言学起到了良好的

作用。萨丕尔等人最初把他们的语言结构扩展到

社会行为的其他领域时，他们很快就得出这样的

结论：文化的“ 形态”，或称为一个社团的总的生

活方式，事实上由那种文化的语言所决定，或者显

然由该文化的语言以同样的方式所“ 结构”而成

的。因此，萨丕尔在一段经典的话中总结说，根本

就没有客观的、不变的“ 现实世界”那样的东西，

“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

习惯之上的。绝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个社会

现实时是完全相同的。而人类看到、听到和体验

到的许多东西，这是因为这个社团的语言习惯预

先给了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些选择。

美国描写语言学是建立在哲学上的逻辑实证

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一学

派的学者尊重语言事实并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分析

方法，这当然是他们的优势。但正是在这一点上，

他们走了极端————他们既不重视在总体上更新

语言理论，又拒绝采用归纳法以外的方法，而总是

把注意力放在庞杂繁复的语言表面事实上，结果

是他们的工作缺乏创造性，有时甚至一些常见的

现象也解释不了，因此这种语言学迟早要走向衰

落。但美国描写主义对语言学研究的贡献也是不

容忽视的。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对现代

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语

言理论研究领域，还表现在语言实际应用领域

（如外语教学等）。尤其重要的是，正是以布龙菲

尔德为代表的一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排除了各种

非语言因素的干扰，才使得语言学研究真正走上

了科学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描写语言

学，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转换生成语法。描写语言

学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财富，它决不会因为

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三、欧洲的结构语言学

与此同时，在欧洲有两个重要的语言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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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发展起来，它们在结构主义的发展和延伸过程

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亦即布拉格学派和哥本

哈根学派。

布拉格学派，又称“ 结构—功能学派”或“ 功

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成员主要有雅

科布逊、特鲁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 年

!% 月，由马泰修斯和雅克布逊等 $ 人发起，建立

了布拉格语言学会。!"#" 年出版了会刊《布拉格

语言学会论丛》。布拉格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论

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

的《论纲》，《 论纲》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

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

布拉格学派的语言观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

的结合。他们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由

多个相互依存的次系统构成；建立了音位学说；提

出了“语言联盟”的理论和“句子的实际切分”的

学说。布拉格学派主要以音位研究著称，其主要

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了音位学的任务、原理和

研究方法，使它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

领先地位。美国语言学家鲍林格评价说：“ 欧洲

任何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象布拉格语言学会那

样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对于布拉格学派而言，结构主义是其战斗口

号。他们的研究方法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把语言

可以看成最终是连贯统一的结构而不是孤立的实

体的叠加这一中心概念，同承认和分析语言在社

会中所完成的各种“ 功能”结合在一起。当语言

用来传达信息时，它的认知或指称功能就发挥作

用；当语言用来表明说话人的情感或态度时，它的

表达或情感的功能就现实出来；当语言用来影响

它所述及的人时，它就有着意动的或指令性的功

能。此外还有交际功能和元语言功能。此外，当

语言的表达方面占支配地位时，语言被人们以诗

歌的或是美学的方式加以使用。换言之，这是语

言的另外一种功能。这些功能使得布拉格学派将

形式主义中的健康因素拯救出来，并发展了形式

主义，并最终将形式主义推向范围更为广泛的符

号指示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和哥本哈

根学派相一致的。

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或语符学派。

代表人物有叶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等。

!"&! 年，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共同创建了’ 哥

本哈根语言学会’，该学会成为当时欧洲结构主

义语言学的一个中心。!"&( 年创办会刊《语言学

学报》，!"&" 年的创刊号布龙达尔发表了他的论

文《结构语言学》，遂成为这个学派的纲领。哥本

哈根结构主义是由于叶尔姆斯列夫强调所有语言

的形式的本质而崭露头角的。他们认为这会是一

个普遍适用的命题，即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相应

的系统，借助这个系统，可以根据数量有限的一些

前提来分析和描述这个过程。叶尔姆斯列夫对语

言的观察细致入微，注意到了语言的一些重要特

质：语言的遗传性、社会性、符号性；语言与思维的

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言语的区别等。

他主张区分内容平面和形式平面，两者又都区分

为形式和实体。语言符号是由表达形式和内容形

式所构成的单位。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表达平面

和内容平面的关系。他的理论称作语符学，具有

代数的性质，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假设，注重演绎。

哥本哈根学派以语言结构关系的研究及这种研究

的数学性质而著称。这种理论虽然十分抽象，很

少实际应用，但是代表着人文科学和精密科学相

结合的趋势［&］。

欧洲的结构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首次系统地

阐明了音位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是将索绪

尔的系统理论应用于具体学科研究的一个成功的

尝试，其理论原则、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对语法学

等其他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欧美语言学发

展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结语

大西洋两岸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理论上源于

索绪尔的基本思想，具有共性，但又有他们各自的

特色。概括地说，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语言结构的

功能进行研究，哥本哈根学派注重语言结构之间

的关系，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注重语言结构形式的

描写和分析。这三个学派均对人类语言研究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

但结构主义语言学只注重研究具体的语言现

象、语言符号系统、表面的结构，不探索语言属性

的成因，切断了语言与心理、认识与人脑的关系。

且过于强调客观性、经验性和可验证性，把语言的

意义置于不适当的次要地位，所以很快表现出其

理论的局限性，以至于随后出现了系统功能语言

学欲将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的修补。

在中国，语言理论比较落后，而西方语言理论

的引进介绍则是开放后近年来才较多一点，但普

及面很窄。本文仅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理论作一

·)$·万方数据



个总体介绍，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每一条理论都有

自己很具体的说明。在语言研究领域，只有用理

论武装，我们才能洞察秋毫，只有用理论武装，我

们才不至于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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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 迟子建文集（!）［Q］"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英］乔治·斯坦纳" 海德格尔［P］" 李河，刘继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毓生" 温馨的生活 热情的歌唱—读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 名作欣赏，,((-，（!）：’% ) ’*+
［.］薛南" 灵魂的自我拔擢与拯救———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解读［#］+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 ’’+
［*］［美］戴维斯·麦克罗伊" 存在主义与文学［P］" 沈华进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法］让 ) 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P］" 周煦良，汤永宽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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