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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出语言符号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在进行研究活动是我们必须把它们清楚的区分开同

时也要相互对照着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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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胡子玥

关于本书第四编地理语言学。

第四编分为四个章节，主要是在阐述与探讨地理因素对语言的差异有何影响，又是怎样

影响的。

我们都知道，地理位置的差异往往会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例如世界四

大文明起源地的不同就塑造了深受其地理位置影响的文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

流域、黄河流域这四大流域塑造了四种自成体系和特征的文明，也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奠定了基础。同样，地理位置的差异也塑造了不同的语言，使人类语言在不同地区形成差异，

甚至在同一地区也形成差异。

地理因素是所谓的外部因素，地理环境是客观事实，由自然塑造。当原则上不可改变的

地理因素遇上随时都可能会变的语言时，对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要求很高，但趣味性和

获得感也在增大，这也是我选择地理语言学这一编作为读书报告主要讨论方向的原因。

方言与语言的差异属于语系内部的差异，它们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里都有方言与语

言差异的例子。在我们未曾系统性学习普通话语音语调时，很多人是说方言的，但我们认为

那就是所有人应该说的话。但是进入义务教育后，我们学习拼音，系统的学习普通话，有的

语音因为形成习惯而很难改成正确的。在适应了普通话语言环境之后，其实大家会慢慢发现，

很多方言的语调，其实是普通话的变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方言也是各有差异。例如福建

省的福建话（闽语）和它的临省广东省的粤语，它们之间必然有相似共通之处，但发音的语

音语调区别非常大；我们缩小范围去看，只在广东省内，如果你把三个分别说潮汕话，客家

话，粤语的人放在一起聊天，并规定他们只能说自己的方言，不能说普通话，那这三个人是

大概率不能交流的，他们的交谈是受阻的，可能说粤语的人完全听不懂潮汕话，但是说潮汕

话的人能听懂一部分粤语，但是他们无法不依靠文字只通过说话交谈。再缩小范围，只在广

州市内去做调查，我们知道通常是荔湾区的西关人讲的粤语最标准，但由于城市发展扩大，

人口的迁移，最开始的粤语语音语调在人与人的交流中，产生一些轻微变化，然后再继续向

外传播，所以其实在广州市不同区中，广州话发音是有细微不同的，但那些细微的不同并不

会影响人们的正常沟通交流。因为不影响交流，所以只有少部分人真正去深究他们听到的那

些不同，而大部分人会因为听懂了那些变音的语音而忽略变音的由来。那么长时间这样，每

个地区的人将变调传播下去，变调就成为了正常的语言本身的一部分。由此，最初的广州话

逐渐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听到的广州话。这些语系内部的差异也佐证了地理因素对于语言发展

的重要影响，有时候我们会在理论层面上去说，在这么小的一块儿区域内，没有大江大河或

者高山的阻隔，语言不可能出现差异。但这种说法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

中的实践经验就能够推翻上述看法。由此我认为，探求语言和地理因素之间的联系，学习地

理语言学，都是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实践经验，不要想当然将自己认为的不经过实践就归纳为

对的。我们只有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采访，翻阅古籍资料，对比论证，才能真正将地理语

言学中的种种性质理论学习清楚。

在了解语言之间的差异之后，我们进一步学习，进入第二章探究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如

果说在探求语言内外部差异的时候我们用的例子都是一片片树叶，那么关于地理差异的复杂

性的例子就像是树叶的纹理，细化复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对地理差异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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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这样描述的：理想情况下，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语言。但由于一些客观或人为因素

扰乱了这种对应，结果导致几种语言在同一个地区并存的次要事实。但我们真正要去研究讨

论的，不是两种语言的相互渗透，结果引起系统改变有机混合的问题，而是要去考虑两种语

言在同一个地方并存但不相混的事实。在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开辟他们的殖民地时，我们知道，

他们将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社会风俗都一并带了过去，并且要求殖民地

人民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例如在南非洲，爱尔兰，布列塔尼，芬兰，立陶宛，都有由于殖

民或战争带来的多种语言，并且它们可以在同一个地区相互并存。在马其顿，语言混杂更厉

害，可以达到六种或六种以上的语言在同一地区流行。我们知道，在古代地中海沿岸一带几

乎都是商业国家，他们需要彼此交流合作通商，由于面积不大，没有大江大河或高山阻隔，

因而交流与人口迁移非常频繁。在罗马帝国的语言地图中我们甚至可以只去通过语言的种类

和流行地区就可以粗略推断出罗马帝国的变迁和历史。，我们几乎可以承认，古代在地中海

沿岸一带单一语言的国家绝无仅有。在近代中国也有被列强侵略的历史，拿日本侵华举例，

在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要求东北地区的学校给孩子教日语，这是和殖民国家一样的文化侵

略，虽然最终的事实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没有让日本人实现他们的文化侵略，

但它可以算是一个破坏语言统一的例子供我们今天去思考。

那么除了殖民与战争引起的人口迁移带来的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外，自然语言受到文学

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一个民族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必然会产生这种情况。像

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在秦始皇称帝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毫无

疑问，虽然是在中国境内，但是这个大的地区中一定会有不同的方言出现，统一文字是为了

交流，那么交流多了，语言也就会趋向一致。何为文学语言？我们通常会理解为，文学作品

的语言，但是这里的文学语言不仅仅只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

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也就是说，当一个统一的国家产生，统

治者需要去统一语言，即确定一个官方所用的语言，来方便统治国家，也方便对外交流。统

一语言只是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一种被官方确定的语言是外交的重要桥梁和传达工具，它

可以对外传达整个国家和民族想要表达的东西。一般在选择统一（共同）语言的时候，统治

者会选择那些传播人口数最多的，或者是文化最先进地区的方言，或者不考虑这些，直接去

选择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方言作为统一语言。那么当一个没有流行于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一个

所谓很“小众”的语言突然被提升为统一语言时，它本身的语言特性就会慢慢减少，而成分

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其他方言会为了配合统一语言而掺杂进统一语言，这种语言会越来越不

像自己，最终演变为掺杂很多成分的统一语言。但是，正式语言的确立并不会威胁到土语的

存在，土语依旧会流行于地区中，这样就会形成同一个地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并存的现

象。

那么地理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通常会认为，人口迁移和地理位置的绝对阻隔会产

生地理差异，毫无疑问，以上两个因素对于地理差异的产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一定不是主

要影响。《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一种流行于界限分明

地区的语言带到另一个同样界限分明的地区，过一段时间，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语言会在

不同方面产生差别。这其实并不是地理阻隔带来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忽略，殖民者将一种语

言带去一个地方会有时间差异，有可能殖民者今天听到的语言和他明天带去的语言是不同的，

因为人都会遗忘，所以，地理差异最大的原因，是时间的原因，而并非空间的原因。如果任

由语言自己传播发展，那么它领域内所有地点上都有可能产生土语差异，那么这样的现象传

播年份过久之后，同一地区的语言分歧就会越来越大。而后我们讨论出语言和方言没有自然

的界限。语言波浪的传播更多是由于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在作用。

无疑，语言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悠久，不是几千字可以将其讨论清楚的，但是通过阅读《普

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这一编，我们最起码可以了解一些地理语言学知识，纠正一些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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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错误思想，并且能从中获得学习语言学的重要方法，去实践，去采访，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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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千里之行”

——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六编有感

2020 级汉基 1 班张允晨

【摘要】《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十九世纪语言学家索绪尔思想的结晶，涉及音位学、符

号学、 结构主义等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基础的重要理论。《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六编：地理语

言学主要讲了语言或者方言在地域上产生的差异、如何去界定这样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因素

又有哪些，索绪尔提出了迁移理论和波浪理论，并用理论框架去证明语言的差异。

【关键词】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迁移理论，波浪理论

一、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是活跃于十九、二十世纪的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创始人，现代语言学之父，

他将语言研究纳入了符号学研究的视野。观其语言学研究的背景，首先，十九世纪的历史比

较语言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学术热点集中于“印欧语系的共同来源”，但其研究范围仅

限于“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依旧薄弱。回溯索绪尔的理论根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

点，有学者认为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非常符合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使其对语言进行本体论

性质的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还受到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的深刻影响，

他们都认为获取知识的过程是刺激（经验）—反应（主体）的过程。同时，索绪尔的成长背

景也为其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土壤，索绪尔出生于一个学者世家，家族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

这使其在科学思维的陶冶下成长，索绪尔父亲的挚友是一位研究语言古生物学的学者，在他

的指导下，索绪尔很小就学会了多种语言，并开始了语言学学习。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广而深远，在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 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

派产生发展，他们各有侧重，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顶峰，其也影响

了乔姆斯基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转换生成语法。《普通语言学教程》并非索绪尔本人

所写，而是由索绪尔的学生巴利和薛施霭根据听课学生的笔记和索绪尔本人的一些手稿整

理而成的。巴利和薛施霭是根据索绪尔提出的基本原则来整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所以

其中缺失的《语义学》并非不重要，而是其并不在书的基本结构之内。

《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语言学研究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开启了语言学新的研究道路，

同时，其也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符号学理论被运用到文艺批评之中，组合、聚合关系

学说被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之中。

二、我将第六编：地理语言学作为阅读对象的原因

根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以及外部语言学， 内部语言学

又可以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即在同时轴线上钻研的“静态语言学”，

历时语言学即在连续轴线上用发展的眼光求索的“演化语言学”，总的来讲，内部语言学研

究的是语言系统中的内部秩序，例如语音、语法，而外部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则更加具有“多

样性”，包含语言学与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多个接触点，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我认为内

部语言学更倾向于“专精“，而外部语言学更倾向于“广博”。而我选择将《普通语言学教

程》中的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作为阅读对象，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语言学中最先看到

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作为外部语言学的“地理语言学”，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

容易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寻找论据去论证索绪尔的观点，也就更加容易去理解其中的理论。第



6

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有五十六个民族，有以官话方

言、粤方言、吴方言为代表的十大方言，在大的方言背景下，辽阔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又给

了无数种小方言以生长的土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而然对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有一种

敏感与好奇。第三，地理语言学更加“广博”，涉及到更多的领域，这可以帮助我了解到更

多的知识，也在未来用学习与实践去更好地消化这些理论。

三、我所理解的第六编的内容

地理语言学归属于外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地理上的拓展、方言分裂等方面的语言学。

在地理语言学中，可以根据语言在地域上的差异而对语言进行分类、推究其原因。语言的差

异有两大类，第一类是语系之间的差异，语系是有亲属关系即共同来源的几种语言，有些语

系可以互相比较，但有些语系因为“绝对的差异”只能在语法上、语音上进行比较。第二类

是语系内部的差异，语系内部的差异又分两小类，即语言的差异和方言的差异，方言是分歧

轻微的语言，语言和方言只有在量上的差别，而没有质上的差别。如何寻找语系内部的地理

界限呢？索绪尔认为语言同方言一样，没有自然的界线。“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没有自然

的方言”，方言的确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另一种是用

方言的一个特点确定方言，即得到一片面积，后者是不适用的。方言特征的确定方法则采用

“等语特征线”，即创新波浪，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一致，就大抵可以说是方言。语言的界限

可以理解为规模更大的方言。语言之间可能是渐进的过渡，但也有因为居民迁移、两地冲突、

共同语拓展等原因造成的过渡痕迹的淡化或消失。

地理差异具有复杂性，可能是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且这几种语言并不相混，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殖民渗透，殖民者语言和土著居民的语言并存， 例如英国十九世纪

殖民印度，将英语带去了印度，而如今印度英语和印地语并存， 是印度的两大官方语言，

也可能是游牧民族把语言带到各地，我想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华侨

为经商到东南亚地区定居，将普通话和粤语、闽南语等方言带到马来西亚等国家，华语与马

来语、英语并存。语言的地理差异具有复杂性同时体现在文学语言和地方话上。文学语言不

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 同时指经过培植的、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语言，例如以北京语音为

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即为整个中国服务的文学语言，而同时，各地保有

自己独特的方言，普通话和方言并存。

接下来，地理差异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索绪尔的回答是：时间因素。索绪尔认为，

语言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迁移理论和波浪理论分别论

证了地理差异的产生。在迁移理论中，假设有普及 a 语言的小岛 g，g 岛的殖民者将 a 语

言带到了另一个小岛 g’上，a 语言在 g’小岛上扎根，因为时间因素，一段时间后，g 岛

上的 a 语言演变成 b，而与 g 岛有地理隔绝的小岛 g’上的 a 语言则演变成了 c，例如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都为英语，但三地在地理上隔绝，在短暂的几百年内，三

国的语言有了各自的发展，产生的不同的语言风格。而一片无隔绝的大陆上，语言地理差异

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里，索绪尔提到了“创新”，在波浪理论中，以一种语言为根基的大

陆上，在一定的地区、分明的区域发生了一定的创新，这些创新的边界如波浪线般扩张，这

些区域的创新并非像拼拼图一样界限明确、能恰好拼合在一起，而是互相融合、界限互相交

错的，甚至创新发生的区域是无法预见的。这样的创新使语言发生地理上的差异。同时，在

书中，索绪尔否定了地理差异产生的“社会因素”，认为海拔、气候等地理因素是“无法回

答的”，仅从广维度上强调时间因素，但我认为第四章“语言波浪的传播”中对交际的力量

和乡土根性的介绍恰好解释了“人”在语言地理差异中的作用，也就是地理差异的“社会因

素”。“乡土根性”是分立主义的力量，让语言更加“孤立”，而“交际的力量”则恰好相反，

交际的力量促进语言的扩张和内聚，发挥消极作用时，它消灭方言，在发挥积极作用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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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创新，促进语言的统一。“乡土根性”与“交际的力量”在同时发挥力量，但两者强度

有所不同，所有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在迁移理论、波浪理论、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的理

论之下，语言的差异产生并不断加深，造就了今天世界上丰富的语言资源。

四、我的疑惑与困难

首先，是“地理语言学”的定义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地理语言学”主要

阐述了语言的地理差异问题，同时用了假设论证，也运用了“等语线” 等图示，涉及到“迁

移理论”、“波浪理论”等理论。在汉语地理语言学是指“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

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

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少有“语言地图”的运用，同时，

索绪尔忽视了社会因素，这是否意味着“地理语言学”的定义在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

其次，“方言地理学”意味着“通过研究方言的地理分布，我们要重建语言变化的历史”。

研究方言是研究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方言地理学”和“地理语言学”又有什么样的区

别和联系呢？

而我遇到的困难主是理解上的困难，在读《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在理解最基础的词汇

上，我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在绪论中提到的“音响印象”，是否可以根据“视觉印象”简

单地将其理解为“听觉印象”呢？其次，我对全文的理解有些困难，需要不断理解并梳理文

本，确定文本中的逻辑结构，把文本拆分合并到我的逻辑认知框架之下。在书中，作者多用

以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印欧语系语言为例，因为对这些语言不够了解，所以对文中例子

的了解并不到位。总之， 在阅读本书时，困难较多，需要多读、多思考才能理解一些内容。

五、我的收获

阅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让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机会看到语言学那广阔而

绚丽的天空，并建立对语言学的初步认识，从而引导我们步步深入语言学的殿堂。

事实上，第六编“地理语言学”并非索绪尔学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但阅读第六编，结合

对全书的浏览，不仅让我对如何从地理也就是时间的角度去分析语言或方言的差异方面有了

一定的了解，而且让我获得了语言学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改变了我对语言学的

偏见，让我见到了语言学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广博而又精深的领域。

《普通语言学教程》最精彩的部分在于音位学、符号学和其中的结构主义， 这些内容

在理解上更有一定挑战，但也正是这些观点，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道路，甚至影响到哲

学、文学、社会学研究，在对语言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我会努力去阅读这部分内容，深入

了解语言学这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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