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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张梓轩

世界缤纷广阔，语言丰富多元，你我渺小如斯。

在本章阅读中，第一节——“关于语言的差异”。正如书中所讲：谈到语言现象和空间

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就离开了内部语言学，转入了外部语言学。那么外部语言学范围之广与

其多样性就意味着语言的差异在语言的研究中值得重视起来。空间地域上的跨越，语言上的

差异也就格外突出，这就使得不同民族意识到各自的民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助于

民族意识的觉醒发展。“语言作为民族属性而非种族属性而存在，语言反应着某一共同体所

固有的特性。”种族与民族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种族是人类发展初期

形成的有共同体质特点的人群。而民族是指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等的

稳定的共同体。种族差异属自然现象，而民族差异属社会属性。综上，语言是民族属性而非

种族属性。

而书中又提及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随便把说另外一种语言的人看做是

不会说话的人。书中为我们举了德国人在俄语中被成为“哑巴”等生动的例子。这个观点起

初使我觉得有些偏颇，但细细想来却又觉得确实如此，再结合书中所给例子分析，不免觉得

生动有趣。

“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是地理上的差异，它确定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书

中以希腊为我们举例说明。这让我联想到不仅我国使用的语言与其他国家不同，而且在我国

国内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语言上的许多差异。当然，这都是由地域差异划分去看待语言差异。

“在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后，人们会自然的本能的寻找它们之间有些什么类似的地方。

这是说话者的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小到村庄与村庄之间语言存在的相似，大到国与国（地

区与地区）之间语言存在的共同之处。我国与日本隔海相望，我们的语言也并非一种，但我

们的语言在某些词汇上存在相似的情况。进行科学的观察后，可以使我们推断两种或几种语

言存在金属关系，即有共同的来源，并将这样的一群语言称为语系。如:印欧语系、闪语系

等。而语系与语系之间还可进行比较，进而向更深层次挖掘联系。但是也并非所有语言之间

都存在着亲属关系。正如书中所讲:“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普遍的亲属关系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对于语言之间的绝对差异，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其进行比较呢，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有的语言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或者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但是对它们进行比较，

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些经常资料，从而更好的研究深入。

对于语系内部的差异，比较范围没有限制，相似程度可大可小。特别注意：方言和语言

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在性质上的差别。比如：我国广东广西两省语言相近，而在广东

省内又有许多不近相似的方言，如：客家话等。

本章阅读，第二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学习。首先，就理想形式而言，对于地理上的

差异，提出了：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当然这是理想上的，而事实上也存在

着一些导致几种语言存在于同一地区的因素。本文带领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两种语言或多种语

言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而不相混的事实。这种事实并非偶然，由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这种事实始终存在着。比如说：古时候的罗马帝国，南非州、爱尔兰、芬兰等都存在着

两种或几种语言并存使用而不相混的事实。引起语言重叠的原因有许多，比如：力量上占优



势的民族的入侵、殖民统治、和平渗透、也有可能是游牧部落把它们的语言带到其他地方等。

以上再结合我粗略的理解，在今天世界文明开化，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例子加以证明，如：在当代的中国，在掌握我国语言的基础上，许多人的

英语也可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不仅如此，许多国人，由于工作交往等的需要，日语、韩语、

西班牙语、法语等有都有掌握。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这些例子，并非是民族入侵

或殖民统治等带来的，而是在为了适应更加多元发展的世界的推动下出现的。时代在进步，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语言现象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相信会越来越普遍。

此外，关于文学语言和地方话的学习，由一下展开。书中为我们介绍：“自然语言收到

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当然这里的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

指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各种为整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但是不能任其

自由发展，否则语言会发展成为一种互不侵犯的方言，进而导致无限的分裂。随着文化的发

展进步，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人们会默契地选出一种现存方言推广作为整个民族传达事务沟

通交流的工具。那么被作为传达工具的方言，可能是文化最先进的地区的方言，这在我看来

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影响，使得先进地区的方言被使用的可能性更高；也可能是政治领导权和

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方言，而这在我看来是出于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安定的需要；还可能是宫廷

把它的语言强加于民族，为了满足其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加强统治。那么被推广使用的方言，

也会由于不断地推广使用，越来越复杂，不会在保有其原始的样子，但也不会完全失去其原

有的特性。并且，文学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普及使用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断发展的

过程。而且随着一种方言的推广使用，绝不是意味着该地区原有其他方言的彻底消失，通常

会出现人们既掌握原有方言，也掌握民族推广的语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共同语不是一定要

有文字的。荷马的诗歌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诗歌诞生于人们不使用文字或者差不多不使用

文字的时代。就像在我国当今推广使用的普通话，是以我国的首都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

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

本章阅读，第三节“地理差异的原因”的学习如下展开。首先，时间是主要的原因。“亲

属语言的差异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统一体。”按照书中的指引，我们顺

着思路考虑，由于殖民者一种语言由原始的小岛被带到了另一个小岛上，经过一段时间后，

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的语言之间会在词汇、语法、发音等几个方面出现差别。而且两个语言

都有可能出现变化，因而对两个语言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而这种变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

的。这也就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亲属语言的差异是可以一直追溯到统一体的。即“亲属

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仅仅地理环境上的差异是不足够的，倘若没有时间

上的差异，没有足够的时间差，也是无法使语言发生分化的。

其次，我阅读了解“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著作中为我们举的例子：使用单一语言

的国家在经过一定时间后，一定会出现语言的分化，并且不是由原来的单一语言演变为另一

种单一语言，而是在不同的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分化，不再是一模一样的同一种语言。那么

这一现象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演化采取连续的、明确的创新形式，构成许多局部的事实，

可以按照它们的性质一一加以列举、描写和分类。其二、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

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由于不同区域的存在，说明如果任由一种语言自然发展，那么在其领

域内的所有地点上都有可能产生土语差异。而且其具体范围的广度，我们是无法预见的。这

也就意味着语言随着时间的演变，领域内产生的土语差异会将领域划分为不同的小地区。在

我的理解中，四川话与成都话的差异大致是这种“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的一个具体体

现。并且每个地方都只看到一些非常小的方言差异，但是随着距离的拉开，差异一步一步的

累积下来，终于使出发地的人无法听懂。在一些土语里看到的特点，我们是不能预知每个特

点会延申多远的。联系当下，就像我国北方人难以听懂岭南地区的方言一样的道理。

接下来，我进入到了“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的学习。”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不同种类



的方言都有明确界限，都在界限鲜明的某一固定区域使用。但其实在语言的自然变化下，会

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应该就每个现象本身加以研究，然后确定它的发展区域，我们可以得

到“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通俗来讲，就是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

言。”在原则上，我们不可以将自然方言的概念与大大小小地区的概念相容。著作中，为我

们介绍了两种选择：其一、我们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这样就要固定在地图上

的某一个点，死抓住一个地方的土话，当然离开了它就再也找不到完全相同的特点。其二、

我们只用方言的一个特点确定方言，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块面积，即有关事实传播的地区的

面积，但这种人为划分的办法是不符合任何方言实际的。“方言特征的探讨是语言地图学工

作的出发点。”优秀的例子有：席业隆的《法国语言地图集》、温克尔的德国语言地图集等。

地图集的形式是很合用的，我们可以根据地图分地区对每一个国家进行研究。但是一张地图

内容是有限的，仅包含少量的方言特征。这要求我们，对一个地区要描绘多次才能使人了解

那里重叠的语音、词汇、形态等的特点。这样一种探讨是需要组织协作配合的，要进行系统

的调查。为方言学研究提供资料，帮助深入研究，是语言地图集的优点之一。在著作中，我

还了解到，方言特征的界线由开始的仿照“等温线”的“等语线”发展为“等语特征线”，

后又承袭施密德所用的形象，称作“创新波浪”。结合著作中的具体图例，我看到了具体的

界线线条，使我更好地更具象化地理解了方言特征地界线。这些线条在地图集里两三条波浪

差不多一致，甚至偶有重合，那么在它们的两边分布的就是两种差异显著的土语了。如果有

足够的数量一致，就大致可以说是方言。结合图例，方言土语在我的脑中就有了具体化的图

像可以加以联想。

随后，我继续探究“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由刚刚的方言进一步扩大到语言层面来学

习理解。“语言与方言的差别具体在哪里是很难说的。”在不同居民间产生的若干语言里，我

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与方言共同之处，只是在规模上更大。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创新波浪加以理

解，只是它们包含的地区就是几种语言共有的了。地区面积的大小对语言的分界线是无足轻

重的。我们是无法在区域内不同语言间划分出明确的界限的。方言也好，语言也罢，都是逐

渐过度的，并且我们也无法具体划分出一个不同语言的过渡地带的。方言、语言的分界线都

是模糊的，都在逐渐的过渡中淹没了 。由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是常见的，那么来探

究一下其过渡的原因。比如：居民的迁移，各族人民来来往往的移动，而在漫长的时间长河

里，许多地点的过渡痕迹都给抹掉了。著作还为我们介绍了印欧语系这个例子。痕迹被破坏

也有着其他的原因，例如：共同语向土语扩展等。在我的理解中，本节我主要理解到不同语

言间没有自然的界线，是非常难找到的，因为在几个世纪的演变中，许多变化过渡痕迹已经

因为种种因素被破坏抹掉了。

第四节，学习“语言波浪的传播”。首先，书中向我们介绍了“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
语言事实的传播是受规律支配的。且有两种力量在人类群体中朝着相反的方向发挥着作用：

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力量。简单

来说，“乡土根性”使人忠实于自己的传统，这些传统习惯于童年时养成，根深蒂固，难以

改变，体现着分立主义，与其他人分割开来。然而“交际的力量”又使人们联系沟通。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种相矛盾的作用力。“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靠交际。”但是交际有着消

极与积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既可能消灭语言的创新；另一方面它接受和传播创新，

促成语言的创新。有时我们发现两地距离虽远，但是两者的土语却有着一定的相似。这种现

象是由于，某地的变化在传播中没有遇到障碍，顺利的传播到远处。在这个现象中，我可以

感觉到语言的在无形中传播着，在不知不觉中传向远方。这种传播推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并且这种时间是可以计算得出的，以供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语言事实如同波浪一般向四面八

方蔓延传播，若遇到的阻力较小则可以不断地向远方传播。我们还应将创新的故乡与蔓延的

区域分别开来。因为，在创新的故乡仅是时间上的变化影响；而在蔓延区域是时间与空间同



时起着作用。著作中也为我们列举了例子来解释。在这一部分中，在众多举例的辅助理解下，

我感到了交际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传播，使距离较远的土语存在相似之处有了合理的解释。

接着，我们来看“两种力量归为一个单一的原则”。在这一部分中，先由小的一个点引

起，比如在一个小村庄，要区别“乡土根性”与“交际”引起的变化是很容易的。但是将范

围不再固定于这一小点，而是放大到一个区域来看，却是很难分清的。由于语言的每个特征

都与二者有关，所以并不容易分清到底是哪个发挥作用的结果。其实，很有可能是两种力量

都在影响着，只不过是有强有弱。我们在研究某一区域时，可以将“分立主义精神

”撇开不谈，只是将其看做是“交际的力量”的反面即可。在统一的大趋势下，即使内部存

在着小区域，但就小区域自身而言，也仍是统一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可以主要研究“交际

的力量”。在阅读这一部分后，将我对语言区域的理解着重于统一体，合理看待在统一体与

部分区域的关系。

最后，来学习“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想要研究一种语言在两个分隔的地区平行发

展的情况，我们要先明确：地理上的连续并不妨碍永恒的分化。可以感觉到，作者强调的是

永恒，即强调分化是永恒存在的。例如：日耳曼语的双重演化、被移植到加拿大的法语等。

“时间要素具有压倒一切的性能”我们还要注意不要把没有分隔也可以解释的事实说成是分

隔的缘故。这是早期的印欧语言学家犯过的错误，经过很长时间才更正。连续理论或波浪理

论是语言学家的认识回到正轨。这种波浪理论阐明了一切分化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决定语言亲

属关系的条件。迁移理论也不能被排除，印欧系语言的历史上有很多相关例子。我们还是要

回到语言在分隔地区上的演化这一问题上进行探讨。尤其是在鉴定各种语言间亲疏关系的程

度。一般来说，一种在地理上不想连接发展的语言，由它发展出来的各种方言真正的形成了

离开主干的另外的枝条。而连接地区的各种语言的关系并非如此。

总结，在以上内容的阅读学习中，著作配有大量的举例说明来帮助理解，使内容生动形

象起来；且著作每一小结都是层层联系，逻辑性极强，前后相联系相照应；还有著作中提及

许多文化历史背景的知识，内容丰富；此外，著作语音平实朴素，尽量使人理解，实用性极

强。而就我自身而言，虽然阅读了几遍，也仍由于自身水平存在着不理解不清楚的部分，还

需加深印象查询资料多加思考。以上就是我的读书心得。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孙丹凝

一、作者简介及成书背景

《普通语言学教程》作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

历经百年沉淀，这本语言学著作开启了一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时代，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基础，

同时影响到后来结构主义的兴起，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索绪尔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与 19 世

纪语言学领域主流观点——比较语言学相对立的一系列新观点。他反对把语言事实当作孤立

静止的单位，反对只关注历史而忽视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言语和语言的区别，将语

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基本确立了结构主义

语言学的理论原则。此书是在索绪尔过世后由他的学生根据课堂笔记和索绪尔本人的手稿整

理而成，故理论有些零散而抽象，再加上翻译的原因，有一定阅读难度。

二、重要内容及理解（第一编 一般原则）

绪论从语言学这门学科入手，简单介绍了学科发展史，经历的几个阶段，着重提到了索

绪尔所反对的比较语言学。接着指出了语言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材料，研究任务和研究对象。

在此说明言语活动分为言语和语言两个部分，本书研究的是语言而非言语。又说道文字是

表现语言的辅助手段，但文字经常凌驾于语言，因此在研究语言学的时候应时时注意语言的

对象是口说的词而非书面语。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而本书只限于表音体系，在

理解相关理论原则时应注意与我们母语的汉字这种表意体系相区分。了解了这些基本立足点

后，我选择了一般原则这一部分研读，希望从普遍性方面初步认识语言学。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语言符号的性质。绪论中提出语言是符号学中最系统的一种，本章就

是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作者首先指出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语言是一种分类命名

集，一份和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这种观念认为语言连结了词汇和具体的事物，

比如“book”这个词和“书”这个事物。它错在没有指出名称的本质究竟是声音的还是心理

的，是一串声音还是心理的印象？事实上，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

音响形象，比如“book”这个符号会让我们将“书”的概念和 book 这串音响印象联系在一

起，这里要注意音响形象不是纯粹物理的，而是一种心理印迹，比如我们可以不开口说话但

可以在内心自言自语。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不管是概念还是

音响印象都是心理的。到此，索绪尔用“所指”这个术语表示概念，用“能指”表示音响

印象，用“符号”表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

接着索绪尔提出了研究的基本原则：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和能指的线条特征原则。符号

的任意性原则是指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一个概念和能指的那串声音没有必然的规律

性的联系。比如书这个概念和 book 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基于过去的使用习惯，book 表示书，

如果一开始是 apple 作能指，那么现在 apple 就表示书。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不同语言的存在，

同样表示“书”这个所指，英语、法语、德语等不同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能指。这里索绪尔做

了很多辨析。首先是语言和其他符号的区别，他认为其他符号如礼节符号需要强制性规矩来

支配使用而非符号本身的内在价值。其次是象征和能指的区别，象征不完全任意，比如天平

象征法律，有相似性，不能随便用自行车或其他什么来代替。然后索绪尔又解释了任意性，

任意性是指符号不可论证，不是指符号取决于单个人的自由选择。此外，拟声词和感叹词这

种特殊情况也不能否认符号的任意性这一原则。能指的线条特征原则是说能指属于听觉性质，



具有时间的特征，比如我们说“happiness”这个词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不能一瞬间

说完。听觉上的向度测定是单向的，而视觉可以同时有好几个向度，比如书写符号的空间线

条，向四周扩展。

第二章介绍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不变性体现在能指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是强制

的，一经选择不能随意代替。语言和社会集体及历史相连，改变难度大。那么为什么语言的

历史因素排除语言中任何一般的和突如其来的变化呢？第一，符号的任意性导致论证的困难，

改变的证据不足；第二，构成语言需要有大量的符号，寻找到可替代的体系非常困难；第三，

系统的性质太复杂，改变语言不易操作；第四，集体惰性抗拒一切语言创新，大众生活的本

质是惰性和保守的，试想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进行大幅度变化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与

之相对的，可变性表现在符号是连续的，总处在变化的状态中，只是在变化中旧有材料的保

持占优势，改变只是相对的，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正是符号的任意性导致语言无力抵抗那

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关系发生转移。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任意性把语言同其他一切制度

从根本上分开，一方面语言处在大众和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有改变，另一方面理论上人

们有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结果是，结合在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各自

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语言在一切可能达到声音或意义的动原的影响下变化着发展着。正如索

绪尔所言“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在时间上的变化相连，这是普通符号学的一个原则”。

第三章主要内容是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这部分中索绪尔首先摆出一个概念，就是

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的内在二重性，他将语言学与经济学类比，认为这两种科学都涉及不同

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经济学中是劳动和工资，语言学中是所指和能指。接着索绪尔用两条

轴线进行划分：同时轴线（横）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排除时间干预；连续轴线（纵）

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同时轴线上的事物及变化都位于其上。但由于价值系统的复杂，

我们需要按照两条轴线顺次加以研究，因此需分出两种语言学。其中，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

到另一个状态的现象采用演化和演化语言学这两个术语，与它相对的是语言状态的科学或静

态语言学。或者我们不如叫作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

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

段。语言学史中也体现了这种内在二重性，只不过近代语言学注重历时态的研究，如绪论中

索绪尔反对的比较语言学；而传统语法虽然持静态观点，研究却不甚完备。

接下来的一节是一些内在二重性的例证，由此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历时事实的目标绝

不是要用另外一个符号来表示某一价值，历时事实与它所产生的特殊的共时后果无关，如单

复数的演变；其次，历时事实甚至没有改变系统的倾向，不是一个系统改变了另一个系统，

而是一个系统的一个要素改变，由此产生另一个系统；另外，一个状态总带有偶然的性质，

语言不是为了表达概念而创造和装配起来的机构，变化出来的状态不是注定了要表达它所包

含的意思；最后，历时系列的事实与共时系列的事实不属于同一秩序。共时态的事实总要求

助于两项同时的要素，表达复数的是一种对立；而历时事实只涉及一项要素，新的形式取代

旧的形式。结论是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

面去加以考虑。

同时，索绪尔还采用比拟的方法说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差别。以投影类比，语

言状态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认识共时的状态不是由于研究历时的事件；共时与

历时又彷佛树干的横纵切面；但是最贴切的还是下棋的比拟：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

棋子的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

才能有它的价值。系统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下棋的规则≈符号学的原则。从一个

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只需要把一个棋子移动一下。不同在于下棋的人有意移动棋子，

而语言没有予谋。

在方法和原则上两种语言学也有差别，从重要性上看，共时方面优于历时方面；从方



法上看，共时态整个方法在于搜集说话者的证词，重点在当下，历史语言学有过去和未来的

因素；各自包括的范围的界限也不同，共时研究的对象是与每一语言相当的全部事实，历时

语言学考虑的要素却不一定是属于同一种语言的。不过最明显的区别不是以上两者，而是共

时规律和历时规律。之前提到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而社会规律分为一般性和命令性，按共

时和历时划分讨论语言的规律得出：任何共时事实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没有命令性，因

为语言是可变的，任何力量也不能保证规律的完全维持；相反，历时事实却是强加于语言的，

但是它们没有一般性。最后，索绪尔认为语言学虽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则，但涉及到具体

特殊事实的时候，没有泛时观点。因此，共时和历时的划分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硬要把共时和历时混为一谈，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1）共时真理似乎是历时真理

的否定，但一个真理并不排斥另一个真理，例如一个词的词源意义和当下的意义完全不同；

（2）共时真理和历时真理如此协调一致，人们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或者人为把它们拆散是

多此一举。

总的来说，语言学研究有两条分岔路，第一条通向语言和言语，第二条通向共时和历时

（历时一开始由于言语而产生，个人最先发出，最后为集体所接受）。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

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

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

彼此间不构成系统。

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的研读打开了我认识语言学的大门，虽然内容有些晦涩难

懂，理论众多，而我更是只掀开了其中的一角，但关于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阐述还是对日

后深入的学习有着极大的帮助，就像语言学海洋中的几盏航灯。索绪尔只是学习路上的一个

起点，第一编也只是浩瀚理论中的一个入手之处，关于语言本身的奥妙，关于语言背后的人

文精神，都还在未来等待我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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