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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与人才培养

冯 胜 利

从总的语言学发展趋势来讲
,

将来数年的语言研究仍然离不

开对语言形式规则的发现和探讨
。

这可以分几方面来看
。

从句法

研究上说
,

人们更加注意的不再是 或不只是 某一语言的具体的

局部规则的探讨
,

尽管将来的研究离不开对个别语言的具体问题

的局部探讨
,

而是集中在语言规则的
“

模组
”

性上
。

简单地说
,

就是

表面看来复杂纷繁的语言现象跟琐碎的规则
,

实际上都应该是来

自不同层次上的
、

相对简单的
“ 原则 ”

跟
“

参数
”
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

所谓
“
模组

”
就是一套在不同的层面上的

、

彼此发生相互作用的
“
原

则 ”
跟

“

参数
”

—这是今天以至将来数年 内语言学家所最关心和

最注力研究的方向
。

譬如我的工作
,

就试图找出一个适当的层面来

解释句法跟韵律之间的相互作用
。

句法研究是当今语言学的主流
,

因而在
“

模组
”
的研究中最引人注意

。

从语音研究上来看
,

追求规则

公式的简化也是今年刚刚出现的新动向
。

此外利用句法跟语音之

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来解释语音现象这种研究方兴未艾
。

可以想

见
,

在语言研究
“

模组
”
化的带动下

,

心理语言学
、

认知语言学
、

计算

机语言学
、

人工智能
、

机器翻译以及对人类 自身的研究 —人脑的

研究
,

都将得到飞速的发展
。

这是当前以及将来的发展大势 对语

言的 自身的研究要带动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 换言之
,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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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要为其他学科提供科学的理论
。

这 一点
,

申小龙式的靠
“

冥冥之中
”
的一种

“

气
”

来
“ 意会

”
的说法和做法

,

无疑是与发展大

势背道而驰的
。

因为很明显
,

没有明确的逻辑公式
,

机器是不能凭

借
“

气
”来说话的

,

而 的贝尔实验室的机器 已经可以生成汉

语了 是我给他们录的男生的声音
,

我们应该感到一种压力
。

这里

又不能不提到语言研究的另一大势 即依靠严格的逻辑定义和推

理来解决语言学本身的问题
。

当一个人不能给
“
气

” 、 “

神韵
”
一类概

念 以严格的逻辑数理定义的时候
,

所得出一切结论都是无法
“

证

伪
”
的

,

而无法证伪的议论
,

只能是
“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 ,

这样

来研究语言学
,

将把科学引入歧途
。

国内语言学家最应小心
,

警惕

这种偏 向
。

众所周知
,

语言学不是文学
,

不是文学批评
,

也不是哲

学
。

哲学上的东西有时几百年 千年都争不清楚
,

而语音
、

语法
、

语

义各层次上的复杂现象都需有明确的公式规则来表达
,

如此才可

以告诉机器怎么说话
。

语言当然是一个复杂现象
,

但是 内

部 跟 外部 的因素是首先应该分清楚的
。

语言跟文化的

关系
,

是语言外在的现象
,

而当内在因素
、

内在问题没有研究清楚

以前
,

借着外在现象或边缘现象的研究来取代对内在间题的探讨
,

是本末倒置
。

更何况研究外在现象还有一个
“
落脚点

”的问题 研究

文化是为语言研究服务
,

还是研究语言为文化研究服务 这一点在

我修社会语言学时
,

强调得最多
,

他说这是他 语言学家 跟

人类学家 最大的区别
,

尽管他们都研究语言跟社会

的关系
。

从这里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
,

就是专业训练的问题
。

研究

语言学要有语言学的训练
,

正象开飞机必经飞行训练一样
。

国内语

言学工作的基本训练应加强
,

否则就很难跟国际上的语言研究者

对话
。

大家都说在搞语言学
,

但是又好像在排斥普通语言学
,

说要

建立 自己的
“
语言学 ” ,

这就如同搞物理的说要 建立 自己的
“

物理

学 ” ,

搞数学的说要建立 自己的
“
数学

”一样
。

难道别人的数学是

一
,

自己的数学就不是 一 吗 道理很简单 强调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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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时
,

不能不了解语言的普遍性
。

离开普遍性
,

还有什么特殊

性呢 专业训练不够的一个表现就是说
“
外行话

” 。

汉语研究要走

向世界
,

加强语言学的基本训练势在必行
。

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说 汉语语言学的研究状况是 材料丰

富
,

理论贫乏
。

中国人对语言学的贡献是看国际水平的普通语言学

教科书中有没有中国人提出的语言学理论
。

这是我们培养语言学

家和我国语言工作者的奋斗 目标
,

就如同数学教科书中有没有以

中国人命名的定理一样
。

我们有着世界 四分之一的人 口说汉语
,

可是我国竟没有一个

语言学系
。

美国只有两亿多人 口
,

但是不下几百所大学设有语言学

系
,

在有的大学
,

语言学是必修课
。

就人 口说
,

中国跟美国是

就语言学系说
,

则是零比几百
。

这又怎么能怪我们的语言工作者的

训练不够呢 我们都知道
,

王力
、

朱德熙先生都提出过建立语言学

系的建议
,

但是因为学生分配问题而搁浅
。

但是看看现在亚洲其他

地区的情况 新加坡
,

包括我国的台湾省
、

香港
,

都在大批地急不可

待地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招揽近几年毕业的大陆语言学留学生
。

语

言学对于经济建设毫无用处吗 若是这样
,

上述商业性很强的地区

为什么要
“

抢
”

这些人才呢 他们有眼光
,

因为当代语言学与现代科

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机器翻译
,

人工智能
,

计算机语言
,

以及通讯

工程等等都离不开语言学的参预
。

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中名牌大学

毕业的语言学家就不下几十人 本人曾在该实验室帮过忙
。

我们

要再
“

歧视
”
语言学

,

以为语言学人才没出路
,

恐怕是没有现代科技

发展的眼光
。

这几年美国的经济不好
,

许多毕了业的
,

跟马上要毕

业 的我国语言专业 的 博士留学生都面临着找工作的困难
,

要是

国内建立了语言学系
,

这批人才便会归国应聘
,

参加四化建设
,

而

不致于流向其他地方
,

落到别人手里了
。

总之
,

我觉得应对语言学在现代科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

予足够的重视
。

语言学不是
“

文化学 ” ,

这不是说语言学跟文化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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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而是说不能只把语言学当做一种人文学
,

而要认识到它的科学

性
,

它的数理性
,

它与现代科学的相互依赖性
。

我们绝不希望当别

人都能用机器来对话的时候
,

我们还不知道汉语的数理规则是什

么 当别人都能用机器来识读的时候
,

我们还在夸夸其谈汉语的句

子不能用逻辑公式来解释
,

只能靠
“ 心 ”

会
。

年 月 日于美国宾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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