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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中国语商学的发展规律

一一坪赵振锋《中因语言学史》

学开

赵振锋事t <<中雷诺育学史》是继三巨力(1981 )、何九盈 (1985 、 1995) 楼之珍 (987)

等著作之声又一力作，从春秩战菌到二十散纪八十年代，在J. 43 万字的第1摇撞括 2，500 多年

的语文学、语宫学学术发展史。赵先生出生于小学世家，有深靡的学术功底， 1955 年 9 月

内高名凯先生辞行清罩，高先生教诲说z 用现代谣言育学理论去现察中国传统谣言学J咀、定

会有很多发现飞 (589 页) 1 赵著正是以此为琵入点探求中望语窝学的发展规律，从中发现

新的理论黯点，而这些探求和发现，无不与历代语文学、语言学的成果紧密结合，无…空

谈。中国古代有没有语言学?更力认为中国"五四"主i前的语言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菇榻;

何九主意认为"从汉代开始，语言学6经算是一门稳立的学科了飞壤之珍则认为"我国古代

语言学史有自己发麓的道路";赵者指出"中国语裔学史是指研究中回语苦学从古到今发生

和发展的历史飞井认为"在西方普通请寄学传入我菌以篱，我国语古学基本上边的是一条

独立发黑的道路"，还认为: 1.，中国语言学史是世界语言学史的一部分。" (导言 4 页〉在语

言学史的分期上，起分期的目的"在于使历史的线索更加明确气分期的确定须"提据语古

研究的特点，联系杜会历史状况，结合文化背景进行考察押。〈与李雪 5 页〉进商把中国语言言

学史分为六个时期z 先菇、两汉、魏肾商~t朝到南腾五代、宋元明、清代到"五四"菇、"五

四"到八十年代。这与王力分为如li在为主〈先秦两汉)，韵书为主〈魏晋到陪庸来元明)，

、声韵、￥11洁金菌发展时期〈以乾嘉为主的清代).酣学东黯时期(晚清 1898 ~至 1949) ，

何九盈分为先秦、两汉、魏曹南北朝、陪藤宋、丑明、以乾嘉为主的清代、授清 1898 年至

解放前，楼之珍分为先秦、秦汉魏膏、南北朝望明代、清代、"五四"至解放后是有[~Jjú 的。

最大区别在于，赵I:l魏晋到唐五代为一系、宋元萌为一系、清代到"五四"前为一系。我

1fJ注意到，赵的这一分期，与他对中国训i在学史的分期大体一致。连连者《训!语学史路)) (1988) 

就分六个时期，所不同的是，该书第五、第六时期即为清代和现代，以勤太炎、黄侃为现代

的起点，内容上终止子王力《间源字典)} (1982)，市《中闰语言学史》以"五四"为境代

的起点，章、黄列入海代，全书内容终止于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1988) 。

赵以魏晋歪暑五代为…期，完全带虑重遥行的做法:书中将魏晋南北朝烹黯蘑五代这

740 年分为离今阶段，但强谓"这两个阶鼓鼓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哥在"文化背景、学

术思挥等方面却有一肆相承之处"，"因此放在一起过论气(126 页〉学术文化背景的一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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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期的林准，这正是试犀本人接近语言文字学，或者说需直就是从语密文字学本体发蔑来

划起学术旦分期。魏晋清谈，捞及商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甚至旦发挥萄子"约定信或气经

了从两汉今古文之争转入该时期的郑学(今古文合流〉交学(玉肃，古文经〉之争，

占统治地位转向玄学。;在粥《周易注》对后世影响很大，杜顿((tr_传垃》撞倒贾遣、

王肃的做法，建立新的性释体系。陆德明《经典释文》把《老子)) <<庄子》都称为"经

典气是当时学术风尚决定的。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何走在《静书背义》、殷敬J'颐《列子

释文》、张彦《五经文字》乃至圣王启《…坊经音义》、慧琳《一切拉诺义》等无一不吸取、

{经典释文》。窘我最主要的经学和语苔文字学书《五经正义})， <<也以南北辑义琉为蓝

本气(172 页〉当然不可能是前代义碟的京辑。应该说，赵先生以魏晋窒唐为限，是有道理

的。周乎同曾认为唐代政治结济制度来自北罪，学术思撞来自商学，并认为从汉囊至5窟孔

糊地，袭至学上都是汉学系统。蒋伯潜则棋六朝至五代之经学为…系，以起于晋代的南方义

琉论为腾世正义所本，且认为以人注娃，唐宋人疏注， ((十二经》的疏唐人居九，末人眉立。

自寿彝剧以"兰国两曹南北朝隋唐时期"为制建杜命的发展时期，讲论读时期的湖

、军事运输、海上交通、商业、天文历算、水利研究、医药卫生等一脏相承的成献。

提宋元萌单装作为语宫学的一个时期，须要解诀窍个问题。一是提宋元与唐代分划为

不同时蟹的弦器是什么?赵罄啦是从学术文化入手的，书中说; 'í唐代和宋代在学术思想、

文化特枉上都是有区娟的，在语宵研究方臣也有明显的不i碍。" (240 英〉二是宋与无明共为

一期的依据是什么?赵著问样从学术文化入手，认为宋代理学"影确到元、明及清代气宋

明理学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影响，表现在"对经书故￥11敢于提出异议，在文字学、

￥Ili在学各方面都开拓了新的领域，出现了新的内容"0 (240 页〉唐宋不同期，因5挺有影响茧

怪的理学，这摄容易理解。至三子在语吉文字上的体现，书中处处注意抓住宋代的特点，例

如书中说: "宋代的辞书编寨有…些不闰于前代的特点0" (240 页〉再如，宋元明笔记特多，

"笔培墨西记录信有关语古拉法述，有的非常精辞飞 (252 英〉又如，以唐李阳冻刊提《说

文》为滥簸，"末代的《说文》之学在箭发展气 (277 茧〉捺锥大徐本《漠文》巳足w-说畴。

除大徐外，书中还举小徐、英搬、王安石等十数事以证宋代《说文》学不勇于黯冻稳步的

脚代。又如，这一时期的音韵学以等韵因为体式获得空前发展，又是古音学的开缸时期。

当然，宋元等韵学是传统的，从明代起，等韵学开始走向近抖，í!=!这并不妨碍把宋先明作

为一个大的语言学时期。又如，语法的研究，"到了宋代才出现了实字、虚字的名曰". (324 

页〉宋代"虚司内部的区分已经很细致"，为元代出现象《语助》那样专门的虚词著作打下

了基醋。(331 页〉如此看来，唐、宋分霜，合宋元明为一系是有道理的。

至于清代，书中以商学东黯驾文化工程、学术思想、乾嘉持学、经书黯疏、子集总篡

智慧大成就说明"清代可以帮作我留语言学的全雷发展时期气(344 页〉清代稳立为…系与

魏晋庸、宋元明各为一系…样，都是以学术文化，特黠是需言文字学告亮的成就和内在

发展为依据的，也即是以核心话料和以语言文字学为摄心的学术文化主体结构来划分语苦

学史时段的，一般不捞及非对象本身以外的材料宋强作分期理据，这是很可贵的。

赵著除了有拉到的话3言学史分摆在外，对话吉学史史料的新开拓是其义…特点。传注

语言学史料的寻i 肩， f吏赵著获得若干重要部发a 许镇《说文叙》提出假借学ïlJlli溯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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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地官·保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明，注释中何时使用"通假字"这个概念?

有何用语?赵著说: "东汉解释文字通假才开始使用专门的训话用语"，而用语不一，"因时、

因人，甚至因书而有不同"。最早用术语表通假的，据现有材料看是杜子春(约前 30-约 58) ，

用语是"读为"和"读如"，杜的学生郑众(? -83) 用"读如"较多，郑玄用"读为"、"读

如"、"读曰"，高诱用"读曰"、"读如"。 66用语不一致也会引起纷惑"， (54 页)魏晋南北朝

没有解决这种"不一致"问题，直到颜师古注《汉书》才统一使用"读曰 "0 (54 页)而真

正使用"通x" 来注释通假字是在清代。朱禀《诗集传》仅见一例用"通"字，可以看作

是通假宇术语。《诗·小雅·桑雇)) "彼交匪敖，万福来求"，朱嘉集传: "敖、傲通，交际

之间无所傲慢……"词类问题，赵说: . "两汉的传注里面有些解说的方式很难说和词类的观

念没有联系。"例如:西汉初年的《毛传)) ，，~者"、"所，._"格式表人名、物名、所做的事，

用"所以"表"用来作~"的意思。毛传和郑玄都用"，._之"的格式来表示所解释的词有

动作行为的意义。十分重要的是，郑玄和高诱在注释那些本来无动作行为意义的名词、形

容词时，一旦用上"，._之"格式，立即使它们获得动作行为意义。毛传在注释有被动意义

的词时用"见"字。最早用"貌"、"然"注释有性质状态意义的词的也是毛传。毛传还用

"辞"注释助词，用"叹辞"注释各种表感叹的词。郑玄在给毛传作笼时，对有些虚词的

解释更加明了。有的学者甚至还注意到方言里的虚词，指出它们的方言来源。汉儒传注的

词类观念为什么没有得到进→步的发展?赵著指出，这主要是"传统的语文教育以识字、

辨析句读为中心，没有在综合归纳语言规律上多下功夫 "0 (58 页)这是个科学的说明。断

句实际上是分析语言结构，连郑众这样的大学者也会搞错。传注中的史料表明，两汉学者

在分析语言结构时，己注意到句子成分和词语的省略以及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毛传补《诗》

句词语，和用汉代语言解释《诗)) "中"字位置，用汉代正常句式解释颠倒了的词序，都和

句子结构分析有关，但都没有进一步概括，上升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时代的局限。

对唐代传注史料的开发，集中在梳理孔颖达《五经正义》。义疏体裁始于南北朝，至唐

代己成熟。赵著说:孔疏"有不少前人所未涉及的内容"。例如: <<左传·昭公二十年)) "尔

其勉之，相从为愈"疏已有"语法"一词，它至少是指"语辞使用的规则飞赵说: "把语

辞的作用提高到规则的高度来认识，仍然是了不起的贡献"0 (1 74 页)孔疏还把词分成两大

类:义类和语助类，并以"为义"和"不为义"区分之。这实际上是"后世所说的意义标

准"0 (1 76 页)义类和语助类，"为义"和"不为义"，实际上大体相当与今天的实词和虚词。

从语言结构，从词在上下文中的情况分析词义，确定它是实词还是虚词，"这种方法今天还

没有失去它的作用 "0 (177 页)十分可贵的是，孔疏的"义类"有进一步的内容:用"名"

和"称"对举表事物名称:用"方"表作为普通名词的方所:还曾用"动义"二字概括出

"一个更广泛、更概括的动作范畴"; (178 页)更多地具体解释一个个动作的名称，进一步

发挥《公羊传》自动、他动而作对比性解释:表性质状态的词也称为"名"，而用"貌"或

"然"解释之:把象声词看作与表性质状况的词属同一"义类";对数的一定程度的抽象说

明和对量"体"的实体名词的说明:把人称代词和其他代词区分为"义类"和"语助类"。

赵著说，孔疏"为义"、"全取以制义"的词"包括后世语法学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

象声词、数词、量词和人称代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词 "0 (182 页)

孔疏的"语助类"，又称"辞、语辞、语助、助句辞"，这些用语来自汉晋人旧著，但

孔疏所包括的内容要比汉晋人广泛得多:涉及了语首、语中、语末助词:解释了连词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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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把副词也看作"辞飞捏叹询、疑问代词、指示代诗列入语助樊:挂上吉议语有构堤的

南部成分或类智商却成分的东器看作"语助飞捂着指出，孔琉语动类的部围"比能跟前任
何一家要宽花得多，这是商代虚调研究的…大发展飞 (186 页)

孔疏对句子钱有精影的诠述:论句子的特提; "句"的名称的来即:从孔民论诗歌文旬

的民捂着其明确的句子就念:揭示间义的联合词组所居的术语有"革语、连宫、字蒙、重

言":论及古书常见表达方式互文见义、变文避复:揭示上古汉语"中"字倒室主结构以及否

定句我词宾语前置等特有的窥则:突磁单个词的解释，己在句法摇摆内讲论句中词与词之

间的关系。赵慧:认为:孔疏￥Ilì在最多，但从语宫学发展史看Jd它对语言结梅娃琐的说明更

有价值。它几乎涉及到语法的方方部菌". (190 页)赵著若是明:利用传注研究语言学史大有

可为，可以专门另行撰写"传注语言学史飞其实，赵利用的传注史料还徨有限，仅就汉唐

而言，}A毛传到李静《文选注))，名注琉至少也有二三、西十部，宋以后就更多了。

利用笔记盟的语言学史科是越著又一特色。类似的体裁和史料，可迫攒鬓颜之推甚至

更旱。管tl如，书中寻 I <<摄氏东￥11 .在草篇》以见朦民对文事发脱及其应爵的看法。 (253 页)

藏师古《犀谬正俗》啪五有关于外来词的论述:外来词句母语调完金是商四事，更不能望

文生义。 I赖在注《汉书》匈奴语词时就贯榈了这一正确兑解。 (254 页〉宋代，思想解躁，笔

记极多。许多笔记都记载了南方人"黄、王丹 读音不分，正可说明上古云母字读成匣母芋，

隋蘑或稍前北方语区分此工钮. {启事方语叫直"存吉"至今，梅雨不分; <<席上腐谈》对方

音说变持开费态度， <<樊辛杂法》周文献印证方苔. ((贯父诗话》己性意闽方言:陈鹊强调

首都活在正音中的作路: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了一系列闽膏，并因此发现一字变会引

起一韵之字金变，连最芜的洛陆音也不倒井，这已是语音演变规律性的认识，比国外早得

多。 (259 页)宋笔诺大量涉及当时俗语， ((老学庵笔记》等还注重探求俗语词的来漂。 (264

页)关子i毒语考释. ~t齐重要之挂就写过条白， 5长明尤甚，注意点从主代商议一直延伸到瘤。

例如《梦模笔谈》等都考释过"建藉"一词，有七、人种笔记文考释过普来文献峦理过的

"宁馨"如"阴暗飞并"涉及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相当中霄". (270 页〉考释的方法有:文

献对比、要参i正活船方言俗语、和j愿当时的社会风荐、吕验成科庭前人观察的成果等@宋明

笔记对海人的语言研究产生了叙极影响。

当然，赵著对笔记的引用还是很有限的。如从《白虎迪》算起，直到晚惰，至少也有

168 种，先《梦溪笔谈)).菜帮约瑟就指出其中的语言学条言就有 36 条。〈离小方 1998) 赵

薯启禾我们，笔记文是谛言学史科的商矿，强持开采。

赵辛苦的另…显著特点是把中国语言学藏在世界语古学的背景上如以考察。世界语言学

的萌芽，中国和吉希腊向时，且同样讨论名称部题，接触"人类文化的发展"垒然提出的

"川告 j闯肆". (12 页〉先秦诸于哲学中佳含的语离学命题最为可观，孔子正名就是"正名

分上的用词不当气不仅政治佳器上要名，自常生活器用之名也摆正，孔子"挺不服"的

叹息是一典例。这就找蛋了孔子对启读要求的普遍性含义。孔子返赞修《春秋)).在语育运

用上，除了"离褒贬于一字押的严肃性以井，还提出了"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押的对立统

一，是现代告辞学的起嚣。孔子论正音和韩古都是指彭成中的共阿语。 (23 页) ((老子》

讲到"名"舵产生，比孔子正名论要楝刻 o ((老子》首章"道可道"等四句话在说明"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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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迪"、"名称句它所表示的事物没有必然的联系"、肯定"名的意那作用飞"揭去去了名称与

事物的关系飞这些与普通语言学要"解决语言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问题"民标…2支 e 商代
名家"和印度的因唠、希腊的逻辑戴足茹三飞《经》己捞及有声语言的发生、传递和接收

问题。"以名举实"之#举n 已是"用语言表示事物的属性"，"言，也举"就是说"句子是

表达思想的". (16 页) "应该是名家的著作" <<墨辩》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19 

页) ((墨辩》通名为达，樊名为类，专名为私的说法，既是逻辑学的，涉及黠谓词载述主词:

也是语言学的，涉及挺词的音义关系。事实上， j捷、专、类名的区分，是《尔雅》十丸英、

《方吉》名分卷而~分类、《说文)) 540 部的理辑体例的基拙。投有先秦名家也就没有茹代

的名 130 葡子著名的"约定俗成"原则， u也就是语词成立的社会因素， " (21 页〉葡子说的

6人之生，不能完群nf‘群"辑是指社会，后为《马氏文通》后序所来，称《文通》的作

用"将以大群蜻飞"群其心息，以求犬实用，而后能在解，不为他群所群"。"名"的分类，

葡子较《器辩》复杂:大共名(犹黯达名，内分单名和兼名〉、小共名〈我握提名，分单兼)、

大别名 (173我墨类名，分单兼〉、小别名〈我摆在名，分单兼〉。单名是单个字的起名，兼

名是两个以上字的扭名。苟子四裁之名，犹..<<部装E 语词总汇和百科事物名单汇一一闹社会

生活类名和自然万物类名， ((释鸟》有维挠， <<释兽》有鼠费， <<释畜》有牛粪一一释语、言、

圳、亲、吉、器等 19 类一…《尔雅》普通话词 607 条、社会生活专名 344 条、自然科学专

1 ，096 条。解i卖古代文献的苦耳语学，可追攒封公元前六我知的权向聘于东舅说《诗·

天有成命))，这比古希膳公元前 3 散纪从事古籍控释和技勘，特到是荷马史诗的整理，比古

印度公元前 5 世纪控释上古流传节来的诗歌《吠陪))，都还要早。 (25 英〉语法研究究全不

同于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免重句读分辑程道词分析。启者最早见于《墨子>>. (30 页〉至

于综合词典的编写，成书于战菌焉期的《尔雅》又比古印度的《长海字库》卒得多自(35 页〉

商汉的古籍注释、辞书编寨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世莽的文明古圈中毡遥房子领

先的地位". (47 页〉究其原因，…是汉代文化建设的需要，大量居民间将蜡征入国家副书

铺以茄，整理研究需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二是语言窍身的演变，要释读先秦典籍必须

研究它的语宫。 (47 页)越著讲的这两个版菌，都紧系语言文字。通常认为，传统语文学是

不会涉及理论的， m"议代学者也有…些对语吉一段问题的论埠，有的还讲得比较深刻"。

例如扬雄《法言》论述口语郭书酣谱的关系， <<问神篇》还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如:巨克

提出了话宫发展的观念: "古今古妹，四方谈异JP 郑玄葬然，在解说前代文献时t拉法意黯

古今语音的不惰。 (48 页)两汉语言学和经竿'能关系，是不容易讲清楚的大漾题，赵藉着墨

不多，但日讲清了五个要点:一是今古文经本来只是将写文字的军蹄，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是古文结的传本多为战韶文字，需要扭扭解释，读学深的特点就是力求解释准确。古

今文经学家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大，东汉末倒休《公羊传解油》由是按古文经办法写

的。即是郑玄注群经兼来众说，瑕舍间能做主U It符合语音实际，对于谐音研究揭发展有不

少的撞动作用飞五是经学家们注释韵非经书典籍，对于研究这一时路的传注语言叫挺有好

处飞 (51 页〉这五条，条条拍紧语言文字，盾朴明惭，本身就是朴学风摇。

对扬雄《方言))，赵辛苦以史学家的眼光摆出其四大成就z 注2撞到语言在慰问上的变化秘

埠填上的转移，提出了汉语方言分~问题，在意到坷的语义兹别，提出了"转语n 概念。

认为"药雄对语商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有些认识在世界语言学史上还腊于领先培技"。

(69 页〉还指出国外重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开始漓查方言，比扬雄晚了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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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之研究，名家云集，赵著史克独具者五:从黄侃《说文略说》对《道文》部

内部字排序入手，分析《说文》持序规律:阐释气说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完替了汉字

结构分析的理渣和方法飞说《说文缸》是一篇系统的文字理论著作:在辞书学上的贡献:

专论"在世界语言学史上，许慎的《说文》也应该市重要地位气作为第…部详解词典， {{说

文》要比西方阜 1 ，500 多年。 (96 页)

关于声识和《释名)}，针对一些琉行的误解，赵著提出了若干平实之见α 从世界词摞学

考察，古印度、古希腾的词摞学成黠都不大。 (97 页〉在语宫学上有拚镜的声调，无非三类:

用来海递方宫、说明文字通解、推求得名出来。《释名》惜恰就是"全嚣运用声如i这种方式

来探索事物得名由来"的书。在阐述"(释名》声调不是毫无可取却时，认为"声润的理论

不是葡子 4的定搭成'理诠的对立面，面是它的补充飞理由是: lf每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

发展进程中却可以提据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来给事物命名，可以照同样民语音形式表示

相关的事物，这样做就构成了表示新义的新词。于是词的意义发生变化，但是有引申关系，

语音有了变化，但是有对应规撑，它们构成了语音和意义上有关的词群。刘熙所说的义类

大概和它相当."(l06 ].t)这是究全正确的，也正是求间摞词的黯论基础，也是理解"约定

俗成"的重要方酶，求同摄词句"约定俗成"说没有矛盾。

魏晋别五代，佛经翻译中形成的若干主张对今天的髓译工作仍有窟发。(136 页)梵汉

对译中的话音分析对汉语字母的制制有重要意义。(141 页〉郭瑛本拆解联锦i莓，继承扬雄

转谐，重视活语宫研究，用描写法释名物等，对后代影响极大。黯德明《经典释文》童提

音规范， (161 页〉用语音变化表示词义成语法关系，对总结语宫规禅，虽然粗略，但"算

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气(169 页)对我们今天研究汉戴语系的某些语言租有启发。 (166 页〉

《切韵》音系对确定正辞规施有意要作埠。 (219 页〉凡此，都是立足于现代语言学进行分

析的。 3至于孔颖达《五经正义》区分实询和服词，赵蒋说，西方语音学里的这种工分法，"是

受到汉语语宫结构研究的影响畸形成发腰垣来"，尽管不一定与孔鞍达直接有关，但孔"最

早商完整地提出这个看法则或充分肯定"。又说: 11荧国布龙等尔德《语言论》里说:气汉

语) i萄类分为实询和黯词J 这种匹分法和《五经正义》很接近。看来也很难说不是在什么

地方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影响." (190 英〉

宋骂明等韵学"在某捷方1ìñ己经表现出"的对立、互补和分布观念，吕有本重纪初西

方结构语言学提出的青位的对立和互补、语宫要素的分布学说的某按国子，商对摄雄索解

的等韵门法模插为用"权宜变通的办法来解决" "遇到的一些难题飞(306 页〉实为一针见

血。宋贺吕朝《群经裔辩》卷六"辨字音清性、辨彼此鼻青、辨字音疑海"二日第一次汇

总回再到义的材料，是"研究汉语形态变化的摄要资料'二贺对"声调、酵母的清撞在如诗

义和词性的作用"比陆德唠〈版书读作"黯法言") "认识更清楚了飞(329 页)朱嘉《诗集

传》有句子结构的比较，井期出土文物文字研究古籍，"今天也是一个时璋的方法飞(337

页)元卢以结《语黠》竟能早于高本汉经研究《左传》发现"景"和 u于"的在别，指出

工者"辙有轻重之剧"、"于比货意略重飞卢的功绩"启读载入史册". (336 页〉

对模代学者韵成就，书中列出专擎去发掘靖镜的语宵现。 071 页〉主要有:持语宵演

变具有规律性的辑点:探讨语音演变的内部条件…一队语音结构本身去探讨语音提变化:

语音演变的景囚一一从发音习预的变化说明语音改变，由方音向共同语海变的可能姓:语

音攘变的例外一一一借用。路著认为，上边谣言学上的一般理论离题，在京《古音标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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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而其成书不会晚于乾隆二十回年 (1759) ， "这就是混提出这些窍题比西方旱了将

近一个世纪气(372 页)钱大街发现"古无轻唇膏"，在钱之前有江永"福服今音轻唇，

音重肆"，但圈子二十六字母不可增减，所论只是个别现撤:在钱之蹈，则有稚·格林

(J.Grimm1785-1863 )的"格林主运律n 指出的印欧语副→[fJ演变嬉慰，但"钱大骂汗的发

现比格林要导半个世纪"。。岱页)此外，利用活方古证古音、证布无轻唇音，用梵语借i毒

i汪古音，都是个人世纪用过的先进方法，今天结不失为好方法。(375 页)对献廷著《新韵

谱>)，设计方首据查工作，较西方"早了一百多年气 (400 页〉先绪年间的胡垣注重方育的

地方变鼻、对应规律、材斡分析，他对方音的认识己不是仅仅作平丽娟描写，而是有了历

史的探索。 (406 页)芳乃宣《等韵一得》从捷代庞杂的等韵学中摆脱出来，不仅论述实露

存在的音，也论述可能存在但尚未发现的膏，这些论通使他向一般语膏学理论过渡。如果

循此发展，吸收白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改进记音工具，扩大谐音资料的收集; "RP'Í更没有四

洋语音学理论的输入，我们也能够凭暗自己的力最建立起自己的语音体系飞 (412 页)

从马建忠起语言学'渐入近在代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带有读代a注，有的巳

直接引用西学，故越若以阐述本体为主，不必如从前那样，到具意识地把他们放到世界语

育学大背景上去琢磨。钢如: <<马氏文i莲》七大词类说，"主要是借用了拉丁语法的藏念"，

论句读雷然是从传统语古学中吸收了两个概念"句押奉J1 il读飞{日马氏先从析句开始，讨论

七大句子成分，进而分析各类句式，为辑代的汉语句法学 u意Ù:.ï立了规模飞 (421 页〉章、

一方前继承旧学，商时又受西学影响。日本黯理分绍的普潜语言学理论对当时亡命目本的

章氏"有摆大的影响飞《国故论衡》上编蔚半部分直接引用德菌语言学家缪勒《语宫科学

讲义))，是章氏"接受了普通谛吉学理论器又结合汉语实际写成的论述语言文字理论民著

作 "0 (444 英〉以上还是蓝震黑锅，而对争议甚多的黄侃吉本声十九组，赵著引用李方桂、

黄典域、赵克刚、郭锡良等现当我学者对十九级的爵述、检暖、和补正，使十九纽原本…

时连声在以直接显示的理代性得到嫁合抉友，井认为摇着现代语吉学的发展，在认识上、方

法上的改造， u对这个十九辑租金续有补充和惨正飞 (450 英)

从"五器押时期到 20 散纪八十年代，赵著更回其自身的现代性而童在本体梅地，并由

其汉语语育学的特性看到包含其中如散界语言学成分。例如， 30 年代后期，战离出版了

批语音学的普及读物，说其本体， 64它妇都以国外某一种语音学著作为蓝本，又结合了汉语

的情况，深入浅出，能够引人入胜 "0 (485 J在〉具体评分时姆强调被评对象本体的汉语语言

学特性，注重从特殊到一般，如评述罗常蜡《替通语音学纲要)) (1957) 时详述全书"普适

谱一一方霄…-J己族语育…一外语"用例服刺，全书价值首先在于对推广普通话、调查汉

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有益处，同时对学外语，进…步研究普通语音学"都极有好娃"。求

其本则全书"应用谐音学的一般原理，联系中国语窑的具体实际". (486 茧〉越先生注熏"从

提象到具体，又从黑体到抽象"的一般科学思想方法在语雷学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四

综上所述， 独到的分黯、对史料的新开拓、性重世界语言学背景上能透视，形成越著

的三大特色。{是赵著也有可离补之处。

先秦时期，现在一段都讲先秦诸子和《尔雅》。诸子对《尔罪》、对后代语言文字学有

何影响，赵著并投有回答，仿佛先秦诸子语言学说是强零零的。孔子正名，老子道名，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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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葡子的类名，都离不开名学、名书之名，离不开称名之名。概念郭名称的关系，黯思

雄和语裔的犬系。从靖于名学到名书《尔雅》、《方宵》、《说文》、《释名》等，不过是概念

之名的具体化，名称之名的系统篡集。名学中的分类说，直接成了《本桂》十九类、《方商》

号是分卷而实分类、《现文》部首分类的基本体例。《葡子>> "约定搭成"讲了名称和事物概念

之间无联系，实际上还组含"名称与名称之间有联系"，这正是求同摞学的焦掘。诸于名学

之名即概念，司诸子名学尤重概:缸，而校缺乏推理逻辑，在§军可以捏名学称之为概念之学。

后代名书解释法用不完全推理的雄理封建奇式二元式 "A乡 B 啦"， <<蜕文》字头排列有序，在i

概念次序为主，结合形体近陀持序。概念排序是…大事， <<说文》义!字是诸子童在论说概念

的名学学说的发展和其体化。如此看来，我们是能够找到先秦名学和应在名书间的联系的。

诸子是文化的平熟，其博大精深的叙述包含着干语法现念在内，例如《盛经，经上)):

"名:达、樊、私"J气需 t 移、主楼、加飞这些当然都是讲概念及其组合的。谭戒甫译注:

"名词分为达、类、私三种"、"谓词分为移、举、如三种"。谭还针对《经说》文字注释:

"‘羁犬'，犹7达 4辑是犬'。在此句中，命精为犬，故司命谓:犬本是名词，此移作谓i司用，

故旧移谓。移消或命调，今称表词或补足谱。举i窗，今称自动诲，因为吠胎动作仅止于狗

自己。如谓，今称{在动词，因为吨的动作强加在挠的身上，狗是被吃之物，今称受毒辛格，

当时来说及f 潭说可参。赵著重视《五经正义》的谱法观念，尤囊虚词和实词的区分，但

铺子不翠语陆观念，正如郑典先生指出的那样， <<远之牵挂》、《方常》、《说文汇《释名》已有根

明显的谱法叙瑜，@鹉著并没有提到诸子和自大名书中能语法规念，这就使后代语陆观念

的产生失去了源头。又起著巳说《五经正义》未用"实字、虚字"这样的名称，而最旱用

此名称的，据郑奠先生的说法，叙乎最早见于宋代笔记文。宋黯辉《清波杂志》卷七: "东

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部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

此外，本书没有编名目索引，也是一个大缺憾。又全书校对问题还不少，最令人遗憾

胎是，赵著皇皇达自十余万字，跟校茧只标了 "219 千字押。

附违

1 括号内的真蝇是赵着《中国谣言学史》一书中的京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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