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这个比喻清晰地阐

明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的区别。棋子从何而来、用何制作属于外部，棋子的数目则属

于内部。只要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只要所做改变对其内部规则有影响的，那么它就是内部

的。这是帮助我们区分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最简单明了的比喻，也是对章节前部分内容

的抽象性总结，这同时也向读者明确：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虽紧密联系，但外部地理现

象始终没有触及语言的内部结构，必须明确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之间的界限，才能顺利

地开展语言研究。

其次是谈到语言差异时，作者提到“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

相较于共性，人们对于差异与分歧的感知更为敏感。差异与分歧是直观的、是具有冲击力的。

直观，就意味着它容易被人察觉；冲击力，体现在两者间存在的对立因素，对立这种不和谐

的关系，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差异与分歧本身就具有易被察觉的属性。而后作者提到“在

看到两种语言不同之后，人们自然会本能地寻找它们之间有些什么类似的地方，这是说话者

一种很自然的倾向”，这一点我不太认同。观点中提到的“人们”、“说话者”容易让读者代

入个体而非使用某种语言的群体去理解。在我看来，个人层面上的“寻找相似”更多是为了

减缓因差异过多而带来的孤独感。当一个人处在非母语环境中时，若不是出于研究语言的目

的，在语言层面“寻找相似”的必要性似乎较小，还不如花同样的精力在其他方面寻找共性，

以求慰藉；而当两个不同语言使用者相处时，孤独感的强烈程度也难以支撑人去探求两种语

言的共性，毕竟寻找共有特性也需要一定的机缘，也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对于这个观点，

我始终认为“人们”并不是宽泛意义上的“人们”，或许只是少部分善于观察，且有能力去

比较的“人们”，而在探求语言共性上，“本能”也算不上是非常自然的“本能”。

再者，观点中的某些用词的词义与其字面义、常用义不同，会对理论的理解造成一定困

难。如作者在地理差异的复杂性一章中提到：“自然语言受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

的统一”，该观点中的文学语言就不是单纯表示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是“在更一般意

义上指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我认为，“文学语言”可以

理解成“官方语言”或“共同语”。而正式语言和其他语言（或者说是“方言”）共存于同一

地区，也是语言地理差异复杂性的表现。至于这种共同语，则不一定要有文字，如我们国家

的部分少数民族就拥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

最后，书中的某些观点或许需要我们用当代的、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例如第一章中提到

的“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随便把说另一种语言的人看作是不会说话的”，

这个观点放在文明相对发达、倡导平等的当代似乎不太适合，世界各民族人民的素质随着教

育的普及在不断提升，这种“天下独我最强”观念终将磨灭。又例如第三章中提到“实际上，

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作者认为相较于地理空

间上的分隔，时间才是真正促使语言内部系统改变的原因。时间在语言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是根本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放到变动不居的当代，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力量

的博弈、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社交的蓬勃兴盛，无一不在深刻地影响语言的发展。当今时

代，日新月异，时间因素对语言内部结构变化的影响力已不如前，而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正

被逐渐放大。该书自出版至今已过去一百多年，阅读时也应该学会结合时代背景去思考某些

观点是否还适用、某些观点是否能够发展完善。

以上就是我阅读地理语言学这部分时的一些感受与想法。

三、结语

《普通语言学教程》也算是我的语言学第一本入门读物，通过网络查阅，我得知这部著

作在语言学研究中地位很高，影响也深远而广泛。老师选择这本书作为课后作业，相信也是

颇有巧思。这部书写的内容并没有非常晦涩难懂，但由于译文的缘故，理解起来还需要费点



力。书中举的例子也多是古老而遥远的，由于不太了解熟悉，有时也较难代入例子去理解理

论，而更多选择联想本土例子去帮助理解。读完地理语言学这部分，我对地理语言学有了大

致的轮廓，但这个轮廓仍是残缺、模糊的，还需要更仔细、更宽泛的阅读，才能使这个轮廓

更清晰。

或许是因为时间关系，老师只让我们选择书中一个部分阅读，但《普通语言学教程》作

为语言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其中提及的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符号学等众多观点仍对当

代语言学研究有深刻的指导作用。这部作品值得我们完整、仔细地阅读，相信通过研读，对

我们未来的语言学学习将大有裨益。



经典研读：《普通语言学教程》

2020级汉基 1班罗静宜

选择部分：（6）第四编：地理语言学

第一章 关于语言的差异

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语言空间上的分歧一目了

然。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就是通过这些比较得来的。这种感觉使

原始人产生一种观念，认为语言是一种习惯，一种和衣着相类似的风尚。

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是地理上的差

异。看到差异后自然就会本能地寻找他们之间的类似的地方。

语系之间有的有亲属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至于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

量的差别，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第二章 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1 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

一两种语言可能在同一地方并存而不相混的事实。种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

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语言的重叠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

入侵引起的，但有的也因殖民，和平渗透，其次是游牧部落把语言带到各

地。

2 文学语言和地方话



人们交际日益频繁，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方言作为整个民族有关

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有时选的是文化最先进地区的方言，有时选政治领

导权和中央政权所在地方言，有时一个宫廷把其语言强加于整个民族。但

共同语不一定有文字。

第三章 地理差异的原因

1 时间是主要的原因

空间本身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

2 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

语言会随着时间在空间中进行演化和异变，导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语言出

现壁垒。

3 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没有自然的方言，换句话说，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

方言。

4 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语言有逐渐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的倾向，但由于居民迁移，语言有时会突然

过渡到另一种语言。



第四章 语言波浪的传播

1 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

一方面是 分立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交往的交际力

量。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靠交际，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积极的，积极

就可以用波浪来表示。语言学家必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

开来，创新的故乡，音位只是在时间上演化，蔓延的区域是时空同时起作

用。

2 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

在地区中的某一个地点一相当于一个点的一块小地方 例如一一个村庄一

一要区别什么是由“乡土根性”引起的，什么是由交际引起的，那是很容易

的，一个事实只能决定于一种力量，而排除另一种力量。凡与另一种土语

共有的特征都是交际引起的；凡只属于有关地点的土语的特征，都是由于

“乡土根性”的力量。

但如果是一个地区，例如一个州，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困难：我们说不出某

一现象究竟跟这两个因素中的哪一个有关。这两个因素虽然是对立的，语

言中的每个特征却跟它们都有瓜葛。

3 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



在使用单一语言的大众中，内部一致是随现象而不同的，创新不会全部普

及，地理上的连续并不妨碍永恒的分化。我们理解了这几点，才能研究一

种语言在两个分隔的地区平行发展的情况。



浅谈语言的特性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 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班黎嘉莹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包含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形式是人们的感官可以感知的。

这些可以感知的形式被人类赋予专门的意义，形式和意义结合在一起，便具有了符号的功能。

形式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全在于符号使用者的约定。符号具有社会性，即语言具有社会性，

须经过约定，才能起到符号的作用。语言经集体约定而成，才能够具备信息传递、人际互动

等功能。

语言符号的本质是其具有社会性，语言是社会集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是由社会成员约定

俗成、订立契约而成的，个人无所谓语言之说，个人的意志是无法改变本由集体共同认可的

语言秩序，只有当语言符号成为集体共同意志，才具有有效性和可用性，否则就不能算是语

言符号。语言只有在群体中才可以得到普遍使用，才具有意义和价值，而人是有意识有思维

的高级动物，具备发明创造语言的生理、心理条件，能根据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语言，

发明了具有意识思维、表达特定意义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创造出集体所共同认可和遵循

的语言系统，以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这便使得语言自诞生之时便具有人的主观色彩，人

类赋予“所指”与“能指”以对应关系，让“概念”与“音响形象”相关联，使之具备特定

的意义。可以说，语言因人类而诞生与发展，由人类创造和完善，为人类所拥有和支配，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思维的产物，语言的使用者无一不会在使用语言时带有自己的心理活动体

验和思维意识，语言因其社会性而具有主观性，也因其社会性而具有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谈及“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类正是在社会活动及生命活动的实践

中产生了对于语言的需要，记录、沟通、传达等等方面都需要语言的出现，人具有独特的生

理构造，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主观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发音器官和不同的发音方式

实践创造出各类“音响形象”，利用人脑的包括说话中枢、视觉性语言中枢、听觉性语言中

枢在内的语言功能区来确定“概念”，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语言符号，人类在实践的过程

中发明语言，广泛运用于文化、经济、政治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社会实践和人类自身发

展的需要。人类社会能建立优秀辉煌的文明，也正是因有语言的出现，无论是传递信息还是

人际互动，都离不开语言，可以说，没有语言，社会就发展不下去，文明就无法建立。

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意味着语言受社会力量控制和支配，社会力量可大可小，大到可以是

全世界通用语言，小到可以是某条村子的方言或者更小的单位，语言活动范围亦如是。如一

个地区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内部语言，语言范围限于本地区，语言对象限于本地区民众，只

要此种语言符号是被该地民众认可和接受的，它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行通用，但一旦超越

这个范围，就不一定能被运用了。由此可知语言符号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受不同的地理环

境、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各个地区和民族具有不尽相同的观念、思维、价值

体系、表达习惯，由各地区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实践创造出的语言符号，也具有各自的文化烙

印和文化特征，语言的社会性使各地区各民族的民众根据各自的社会发展状况制定符合自身

需要的语言符号系统。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地球村”已日益成为现实，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一

些语言面对的群体越来越庞大，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语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

达扩大了本国或本地区语言的传播和使用范围，扩大了语言的使用群众，使不同语言之间的



交流和碰撞更加激烈，不同语言在交流与碰撞中产生火花，对各自的语言都会产生或多或少

的影响，使语言在时间流逝中发生变化。当然，就算是无外界因素影响，语言也会发生变化，

这是语言的“历时性”和“可变性”。语言符号是社会的，出于心理因素，人类将“所指”

与“能指”结合产生语言符号，但“所指”与“能指”之间本身是没有任何内在关联的，是

人为任意规定的，而这规定也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因为谁也无法解释为何此“所指”对

应的“能指”是彼，就如无法解释明白为何“书”这个概念代表的是书这个物体的意义，“书”

的发音为何是“shu”，为何“书”的概念对应的读音是“shu”，这本身就无法解释，无从解

释。

但这也给语言符号发展演化提供了机会。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带来了任意性，从而也使其

产生了可变性，语言符号能在时间与社会力量的控制干预下不断演化、发展、完善。人能根

据社会实际发展情况以及自身表达的需要使语言发生相应的一些改变，如中文自身，“含金

量”一词原本只是指物体内黄金的百分比含量，但后来却发展演变出另一种意思，即比喻事

物所包含的实际价值；再如现今的网络流行用语“凡尔赛”，原本也只是单纯地指法国的一

座历史悠久的发达城市，后却被人们将其与微信朋友圈中的“优雅贵族”联系起来，引申为

“以低调的方式进行刻意的炫耀”。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也会使语言具有“可

变性”，如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英语这门语言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中国来说是巨大的，在中文

中混杂英文，“所指”与“能指”之间有新的对应和描述，如：“T 恤”是受英文“T-shirt”

而衍生的，“泊车”意为停车，亦是受英文中“park”影响而来等等；除了词汇的变化，中

文在一些语法表达上也受到英文表达方式的影响，例如：“他收入的减少改变了他的生活方

式。”和“他因为收入减少而改变生活方式。”，英文爱用抽象名词作主语，前一句将“减少”

作为主语明显是受到英文语言表达习惯的影响；但中文更喜欢用一件事情或短句作主语，后

一句便是地道的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虽说语言会有演化、变化，会有新的形式新的面貌，那

照此发展下去，一种语言是否能完全替代掉一种语言，一种语言是否会有完全消失的可能？

会有，但并不是因为语言自身的“可变性”导致的，而往往是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例如恶

劣的生存环境导致一个文明的消失，或者外邦灭国屠城导致语言无法再被使用、传承等等。

光是纯粹的语言自身的演变，是不会导致语言丧失其生命力和地位的，因为语言“可变性”

中的变化都是偶然的，在变化中，总有旧的材料保持占优势，只是“所指”与“能指”之间

的关系发生了转移，语言材料与观念之间出现了另一种对应。因此与其说是语言发生变化，

不如说是语言得到了发展。“变化”一词含有不确定性，变好还是变坏，兴盛还是衰退，变

化一词无法准确说明，但“发展”一词，却是明确指出，是向前的、进步的、上升的，语言

依靠自身的特性不断发展着，大体上是与最初创造时是一致的。

这便会提及到语言的“不变性”，语言是历史因素的产物。从古至今，代代相传，从未

间断，语言是历史因素的产物，从前代继承而来，也将世代传承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并且由于符号“所指”与“能指”的“不可论证”，它会拒绝一切任意的代替、改变，排除

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对一个人来说是不轻易改变和

消失的，尤其是经历时间的洗礼，语言对一个人的影响更是深远持久，再经过代代传承，与

前代、与过去具有连带关系，就更难以自由改变。而人每时每刻都在用着语言，语言是每一

个人的事情，流行于大众之间，人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有语言必不可少的存在，语言存在于人

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

色。符号的社会性、漫长的时间、庞大的使用群体、广泛深刻的渗透范围、稳定连续的传承，

这些种种因素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轻易地改变或者消失，具有不可变性。

语言是社会性的符号系统，因其社会性，带有主观性、实践性，也带有地域性、民族性

和传承性等等特征；语言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它同时具有任意性和不可变性，在此

仅为略述。



语言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具有无穷的魅力和奇妙，我愿在今后更进一步感受语言的美妙。



浅谈语言学中符号的任意性以及例证与比喻的运用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一般原则）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班李晓彤

摘要：本文主要谈论作者在阅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一般原则）时的

想法和理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在“树”的例证中体会和理解符

号、所指和能指，在符号的任意性中讨论“自由”与“不自由”，在比喻的运用

中体会和理解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差别。

关键词：一般原则；任意性；例证；比喻；内在二重性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根据同学们的

笔记以及索绪尔的手稿等整理而成的。本书包括绪论，附录，一共由七个部分组

成。而我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编。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进行阅读，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对其中的部分观点和表述感兴趣，二是个人认为一般原则是学习语言学时应

该首先掌握的，了解了一般原则，掌握共性的基本的概念，能够更好地进行具体

的不同分类的语言学学习。

第一编，分为三个章节来阐述一般原则。第一章主要阐述语言符号的性质，

第二章主要讲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第三章主要谈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索绪尔在阐明观点时会运用大量例证和生动比

喻，这些例证和比喻对我理解其观点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丰富鲜活的例子以及通

俗形象的比喻，成为我们这些初学者叩开语言学大门的宝贵钥匙。此外，语言的

任意性原则也让我印象深刻，因此在这里我将主要谈谈语言学中语言符号任意性

内在的“自由”与“不自由”，以及例证和比喻的运用对读者接受、理解、学习

乃至研究语言学的帮助；说说我对这些例证和比喻的一些认识，以及我是如何通

过这些例证和比喻理解索绪尔的观点的。

一、“树”的例证：符号、所指、能指

第一章一开始就对符号、所指、能指这三个术语进行了说明，其后提到了两个原

则，第一个原则是符号的任意性，第二个是能指的线条特征。其中，能指的线条

特征：一是它体现一个长度，二是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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