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扬光大。

索绪尔在《文学语言与地方话》这一章节中，他提出：“随着文化的发展，

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

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在经历了一年级整个学年对《现代汉语》的学

习后，我对此十分认同。以现代汉语为例，现代汉语的狭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广义

为普通话和方言。在我看来，普通话就像索绪尔所说的文学语言，方言即为地方

话。而普通话的出现，正是中华文化、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果实。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索绪尔所言：

“选择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时选中文化最先进地区的方言，有时选中政治领

导权和中央政权所在的地的方言，有时是一个宫廷把它的语言强加于整个民族。

一旦被提升为正式的和共同的语言，那享有特权的方言就很少保持原有的面貌。

在它的里面会掺杂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使它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至于因

此完全失去它原有的特性。”选择北京话为标准音，是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结

果。自辽代到大清年间，大多以北京作为都城，在古代北京是我国名副其实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不仅是古代中国，在中国历经苦难的近现代史上，北京话也

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即“官话”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五四”运动以后的“国语”、

“国音”也都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所以说，以北京音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

标准音，是时代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之路。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也

是有依据的。北方话的分布区域在中国方言区里是最广的，使用人数也是最多，

从古至今也是影响最大的方言。宋代话本、元朝的戏曲杂剧、明清小说大部分小

说，也都以北方话为语言基准。随着这些作品传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一代又一

代的诵读流传，北方话也通过这些作品得以广泛传播。“五四”以后众多的白话

作品也多由北方话写成，这些作品的流传也扩大了北方话的影响，北方话成为普

通话的基础方言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索绪尔对文学语言和地方话还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说

两种语言的人，既说全民的语言，又说地方上的土语。”我认为这个观点在中国

普遍情况下是适用的。在中国，全民的语言即文学语言，便是普通话。而地方上

的土语，便是以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南方言、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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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言和粤方言为主体的八大方言体系。虽然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

方话为基础方言，但是老北京人口中的京片子，与普通话不能化为等号。例如，

北京人口中的“闷得儿蜜”，意思是独自享受，这与普通话并不相通，大部分人

是猜不到原意的。所以作为中国人，如果不是一出生就生活在规范的普通话环境

下，一般来说都能掌握“两种语言”，即普通话和方言。正是像索绪尔所言，大

部分居民会“两种”语言。

方言是可以相融互通的。关于方言这一篇章，索绪尔创造性地提出了“方言

没有自然的界限”这一论断，以我自身经历来看，这个观点在我所生长的环境下

是适用的。

在地理位置距离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两个地方的人完全可以用方言交流，大

体上是没有区别的，沟通并不是问题。就比如我的家乡在陕西榆林市，而我从小

生长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我用一套语言即鄂尔多斯方言，完全可以在家乡和陕西

人交流沟通。但是就如索绪尔所言：“人们通常对于方言的理解却完全不同。他

们把方言设想为一些完全确定了的语言类别，在每个方向都有自己的界限，在地

图上此疆彼界，区划分明（a,b,c,d.等等）。但是方言的自然变化却产生完全不同

的结果。只要我们就每个现象本身加以研究，并确定它的扩展区域，就应该用另

一个概念去代替那旧概念，即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或者换

句话说，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虽然鄂尔多斯方言与陕北方言很像，

双方沟通无障碍，但是不得不说两地方言在一些零碎的物体或事物的叫法上还是

存在区别的。北方方言大多呈现这个特点，互相听懂都不存在太大问题，但部分

方言词汇涉及到地域特色，相对比较难懂。南方方言相对北方方言来说难懂的多，

音调多，变化多，有句话叫“隔了一个村，换了一种话”。我有一个浙江温州的

同学，他曾经在我面前和家人打电话，在旁边一直听讲话，我一头雾水，一句话

也听不懂。据他说，温州话非常难懂，一般隔一个乡，甚至隔条马路，就是两种

语音语调了。来到大学，关于粤语和客家话，对于我来说更是“外语”一般的存

在。绝大部分词汇我都听不懂，所以理解运用广东的语言对于北方人来说是比较

困难的。而湘方言和西南地区的川渝方言，相对来说比粤语、客家话、潮汕话更

好理解。每种方言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粤语有着自己独家的深沉韵味，湘语

妙语连珠字字清脆，西北话纯朴自然环绕黄土气息，吴语缠绵细声里藏着恬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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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每个地方的方言都带着每个地域独特的气息与风格，看似格格不入，实则存

在千丝万缕般的联系。

地理语言学这一编中，最令我影响深刻的第四章：语言波浪的传播。尤其是

“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这一小节，我的感触颇深。离家求学已经一年有余，

北方的秋风隔着两千七百多公里吹到我的耳边，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凉爽与惬意；

家人的叮咛失去温热从无感的屏幕中传来，却带上了更深切的怀恋与盼望。乡音

对于一个异乡人，不仅仅是心底里的亲切，更是最坚强的堡垒。

“‘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习惯。这些习

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在言语活动中如果只有这些

习惯发生作用，那么将会造成无穷的特异性。”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能感受到

这种乡土根性。我的大学同学有不少都是广东人，他们大多都讲粤语。作为对粤

语一窍不通的我，时常在她们中显得格格不入。当她们开始讲粤语时，我觉得自

己与她们无形中竖起了一道屏障。我想，这便是语言自身所带有的“乡土根性”

的特异性表现之一。每种方言应该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特异性，但是在我看来，北

方话由于与全国普及的普通话的相似度高，所以北方话的特异性并不高。而南方

话不一样，由于南方方言种类多且变化大，尤其是我接触过的粤语和客家话，这

些语言的特异性极高。这些语言完全可以在异乡人中自然形成自己的“密语”，

与异乡人产生不可逾越的语言鸿沟。

“但是它们（乡土根性）的结果常为一种相反力量的效能所矫正。如果说‘乡

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出，交际却使他们不得不互相沟通。把他方的过客引到一

个村庄里来的是它，在一个节日或集市里把一部分居民调动起来的是它，把各地

区的人组成军队的人是它，如此等等。总之，这是一个跟‘乡土根性’的分解作

用相反的统一的原则。”在我的理解下，我认为这种现象更像是家乡情结，乡音

可以把一群人团聚起来，而这群人大多是离家的人。所有的乡愁，都是在离开家

乡后才能感受到。而乡音的亲切，也大多是在异乡听到才显得弥足珍贵。记得去

年刚来广州，陌生的街道，难熬的气候，不合的饮食和难懂的方言让我一度情绪

低迷，想逃离这样的生活。但是当我的高中学姐来找我，她一开口，当亲切的乡

音坠入我的心房时，我的泪阀瞬间被打开。无论多么难适应异乡的一切，我都没

有落泪，但当学姐说的第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时，我的泪如洪水般涌出，无尽的委



屈全被乡音勾出，卸下了一切防备。所以说，乡音的乡土根性，可以使一部分人

的心拉近，凝聚且坚强。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三编地理语言学中提出的观点，每一个都

值得细细研究。尤其在关于地方话的篇章，我深有感触，不仅有共鸣，更多是震

撼。拜读此书时，我被索绪尔大师的研究调查实力与高度概括能力所折服，心生

敬佩与向往。但以我现在的学术水平和人生阅历，系统地理解和研究这些观点还

有一段长且艰难的路要走。目前，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感性认识与浅薄的学科知识，

对部分观点表达自己的见解。我的认识正确与否，只能交给时间来验证。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剖析与专业的研

究，对索绪尔大师提出的观点做出科学严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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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现代

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从 1907 年始讲授“普通语言学”
课程，先后讲过三次。索绪尔对语言学的重大贡献便是符号学与音位学。索绪尔对语言学界

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作为语言学初学者，想必会接触到其所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一书。在这之前，语言学于我仅仅代表了晦涩难懂以及前辈们口中的难学。本学期，由于课

程学习的需要，我也读起了这本语言学史上的经典，尽管阅读过程十分艰难与漫长，但仍能

从中认识到索绪尔的某些观点与自己对语言学相关内容的认识。

在书中的绪论第一部分，索绪尔首先介绍了语言学史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有希腊人

创立的“语法”，它以逻辑为基础，制定语言规则，区别正确与非正确的形式，但由于一定

的历史局限性，该阶段距离纯粹的观察还很远，因此观点具有一定的狭隘性；第二阶段则是

语文学的出现，而语言只是语文学的一部分，语文学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考订，但由于太拘泥

于书面语言，忘却了活的语言，因此是缺乏生机的。在索绪尔看来，语文学虽然对语言学的

作用较小，但仍对其是持肯定态度的。语言学的第三阶段则是开始于比较文学或“比较语法”，

语言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其中必定有某些存在一定联系的地方。因此语言学家们将一种语言

与另一种语言相比较，并用一种语言阐释另一种语言，从而建立科学的语言体系。在书中，

索绪尔将拉丁语、希腊语与梵语作比较，并发现其中的联系：在相同条件下，拉丁语的 s
变成了 r，梵语则保留了印欧语的全部 s。在现在看来，比较语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它并不

考虑比较的意义，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也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但是这一阶

段却为语言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语言学之前，首先要考虑的便是什么是语言学，它的任务是什么，材料是什么？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并对各个语系进行“重建”；

二是概括整理出一切语言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第一个任务是沿着历史轴纵向发展的，研究

贯穿了人类史上的各段历史与语言的发展，而第二个任务则是处于某一时间截面，从横向上

来研究语言的规律。而语言学的材料则是由人类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的，所有人类言语

活动均可被视为语言学的材料，甚至包括你我之间的交流。

语言学的材料由人类的言语活动构成。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语言和言语又是一种怎样

的关系？在我的理解中，言语活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与别人的交流与沟通的话语，而语言则

是将这些收集、整理并归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规则，再回过头来指导生活中的言语

活动。索绪尔也在书中阐释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在他看来，语言是社会的共同契约，是一

种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的自由行为，是对语言的运用。例如当我们说到“今天你吃饭

了吗？”这句话就属于言语活动，而指导说出这句话的规则就是语言。

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是居于言语活动之上的，同时，他

也在书中反驳了那些认为言语活动的运用要以我们的天赋机能作为基础语言是从属于自然

的本能，并不能居于言语活动之上的观点，他认为人说话时所表现的言语功能完全出于天赋

并没有得到证明，人体之所以有发音器官就是为了说话。而其他语言学家如辉特尼认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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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6%E5%8F%B7%E5%AD%A6/1314596


是一种社会制度，我们之所以选择发音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完全是出于偶然，是为了方便起

见。在我看来，或许人类祖先一开始并没有发音器官，而后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交往愈发

频繁，种族之间或与其他种族间的交流变多，而其他表达自己意思的形式由于过于繁琐而逐

渐演化出发声器官，这与索绪尔的观点相一致。至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语言是有作为

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具有一定的约束），但又不完全是一种制度（又有一定的开放性）。首

先，要想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原住民取得交流，就必须先学会那个地区的语言，而作为一种

语言，其必然有一套完整语音、语法体系，这是每一位说该语言所要遵从的规则，否则彼此

之间的交流会变得异常困难。例如我们从小就学习的英语，就有着一套完整的与汉语语法完

全不同的英语语法体系。又如日语，以中文中“我是……”结构为正语序，但这个结构在日

语中则变成了倒装语序，“……我是”，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规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

一种社会制度。语言的开放性则表现在，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在语言诞生之初，世界各地

的语言规则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是各有各的特点，在古代，世界上就衍生了古汉语、古印度

语等等，甚至在某些地区，你能见到虽是邻村却讲着截然不同的方言，我国的福建山区农村

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则遵循了索绪尔提到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

为寻找在言语活动中与语言相当的部分，索绪尔又重建了整个言语活动循环：从心理现

象到物理现象再到心理现象。言语循环至少有两个人参加，因此假设甲乙两个人在交谈，首

先甲的闹钟出现一个概念及其对应的音响形象，之后甲大脑皮层控制发声器官，发出对应的

音响印象的音节，声波从甲传到乙的耳朵鼓膜，乙的大脑将鼓膜振动转译为声音信号，并在

乙的脑中与语言的音响印象相对应，并浮出对应的概念，接着乙重复甲的动作，由此便有了

言语循环。在上述循环中，将词语形象和声音本身联结在一起的概念是心理现象，传声与接

收声音的部分则为物理现象，索绪尔认为要将物理部分同生理部分和心理部分区别开来。同

时在这个循环中，索绪尔又加入了一个联合和配置的机能，及后面提到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

系，由于这些机能的运用，尽管说话者不了解该语言，但仍能形成一定的印迹。在这个循环

中，每个人脑子里的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只是潜存在这些人脑子里语法体系的一部分，而语

言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因此索绪尔提到语言具有如下几条特征：一、语言是言语活

动中十分确定的对象，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同时要想运用它则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语

言不仅包含着说的部分，也包括理解的部分；二、语言和言语不同，语言是我们能够研究并

掌握的对象，可以建立完整的语言科学；三、语言是同质的，是心理的；四、语言符号虽然

主要是心理的，但由于集体约定俗成，都是具体的，可认知的。

在书中，索绪尔又提到了“符号学”的概念，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而符号不仅仅是一种分类命名集，而是要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在他看来，语言的主要问题

就是符号学的问题，像仪礼、习惯等都可看作为符号系统，要发现语言的本质，必须知道它

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而发音器官那些都是次要的。

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之分，语言学家们不仅要研究其内部规律变化，同时也要研

究语言与外部因素的关系，正如植物会因受到外部因素如土壤、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它

的内部机构一样。在这些因素中首先便是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关系，两者总是混杂在一起

的，彼此之间又相互关系。如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是通过民歌将其特有的豪迈的民族特征所展

现出来。其次则是语言学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可以带来、发展甚至毁灭一种语言。例如古罗

马的征服就移植了本土的语言到征服地。第三则是语言和各种社会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

系。一方面语言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文学为它划定的界限，如沙龙、宫廷和科学都对语言文

学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又提出了它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最后则是语

言和地理的关系。外部语言研究现象固然成果丰富，但是不能说一定要通过外部语言现象来

认识语言的内部机构。尽管我们可能不确切的知道一些说古语的民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

从内部研究这些语言和了解他们所经受过的变化。



在之后的绪论部分，索绪尔在书中划分了两类文字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表意体

系的特点是一个词以一个符号表示，词与声音无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汉字了。表音体系的

目的则是摹写一连串连续的声音，其中作为代表的便是英文了。

书中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因此在后文索绪尔又引出了音位学，作为一门辅助学科，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语言学。索绪尔提出了用音位字母代替通用的正字法，这在如今的汉

语拼音中也十分常见，如”ta”中的”a”和“夏 xia”中的“a“本应是不同文字却用同一字母来

表示，音位学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对语言学的研究。

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的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论”，系统性的推翻了“语言是一

种表达工具”的历史传统，是语言学上一次重要变革。在阅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绪论过

程中，进一步领悟到了其仍不过时的语言学理论并有所启迪，这对于我们任何一个语言学学

者求学道路上的一条必经之路。



地理环境深刻影响语言的发展

——读《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部分报告

2020级汉基 2 班汪幸

语言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人们借助语言表达情感、传递信息。从牙牙学语走

到生命垂危，语言都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语言学作为研究语言的科学，

能够向我们揭示语言自身的规律。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和语言学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但受

语言现象的丰富性和语言自身的复杂性等因素影响，人们对语言的了解只停留在学习较为浅

层的语音、语法、语汇等内容，并不能系统的学习语言的深层原理。语言学索绪尔先生以其

丰富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所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向我们系统的阐释了语言各结构的的

内在原理。阅读这本书的地理语言学部分，我得到了很多新的认识和见解，初步的了解了语

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的问题。

在地理语言学部分的开始，作者就阐述了语言的差异性问题。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

语言，这些语言因为地理分隔、时间等原因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人们要研究地理语言的问题

就首先要认识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通过比较划分出不同语言间的亲疏关系，为进一步研究

语言受地理条件影响的问题打下基础。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各具特色的方言在慢慢式微。

很多母语为方言的人受学校教育或脱离原有的语言环境到达一个新的地区等因素的影响，会

逐渐减少方言的使用，方言的词汇掌握量也会大大减少，当提及一个事物时容易忘记怎样使

用方言表达。有一些人还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当他们长期在外工作学习、长时间脱离方言

环境之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不自觉的使用非本地方言的语言。在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因素，语言之间具有一定的地位差异，地位越

高，使用的人就越多。索绪尔先生也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名词来解释这一现象——文学语

言。这里的文学语言指的不是文学作品的语言，而是指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

式或者非正式的语言，是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它们因为各种因素被选为

共同使用的通用语言，享有特殊的权利，被广泛的使用。索绪尔先生还提到，在享有特权的

同时，这些文学语言也会慢慢的掺杂其他语言成分而难以保持原貌。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

这样的例子。我们使用的标准语言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但是也加入了一些其他

地区的的方言。这种将某种语言放在特殊地位的行为，一定上促进了各地人民的交流，但同

时在另一方面给方言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文学语言现象的产生。

不同地区的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即使在同一个地区语言也会产生差异。当提

到语言的地理差异产生的原因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地区的隔绝、地形条件、气候条件等因素，

但却没有看到时间在这些差异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或许是因为时间难以捕捉、

难以直观的感受，特别是当语言的演化历史过于长而难以把握时，我们往往会忽视这一要素

的作用，而去关注那些容易被观测的因素，比如空间。在地理语言学这一部分的内容中，作

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诚然，空间的隔绝只是将同

一种语言放置在不同的地区，并不能改变这一语言原有的特征，两个地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

在表达时的语音、语法结构等是相同的。至于那些在完成语言的传播后语言特征发生的演变

是时间和其它因素组合赋予的。从另一个方面说，假设一个地区的语言被分成了两个不存在

地理隔绝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的语言又会如何演变？它们会同步的融合发展吗？这不确定。

它们会各自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吗？这也是有可能的。后者的状况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地理的隔绝并不是造成同一种语言产生差异的原因，所以说空间本身对

语言是没有影响的。索绪尔先生重视时间在语言地理差异的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时间

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时间要素具有压倒一切的可能。初次接触到这一个观点，我会

怀疑这个观点的正确性，造成语言的差异的因素有那么多，为什么把时间放在了如此重要的

位置上?像是环境、气候、特殊习惯等内容给语言的地理差异难道不应该比时间更有影响力

吗？但是细细品味后我慢慢明白：时间带给语言的是更综合的、更圆融的变化，这种变化对

语言的地理差异形成极为重要。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环境、地形、当地的文化风俗和历史背

景等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和给语言带来的变化。但假设没有时间的积累，这些变化难以稳定下

来并转化为一种连续的明确的创新形式，语言特征的地理性差异也就难以沉淀。在我看来“时

间要素具有压倒一切的可能”这一观点，不是否认了其他因素的作用，相反他强调了各种因

素在时间的催化下形成一种圆融的模式，共同形成了如今这样多姿多彩的地理语言差异。虽

然空间本身不会对语言起什么作用，但索绪尔先生还强调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创新

产生的地点，要把在创新的地区和蔓延的区域产生的变化加以区分。如果某种语言的某个特

征是在原本的语言区域也就是这个创新的故乡产生的，那么这个变化就不需要考虑空间的问

题，只关注于时间轴的演化。如果这个变化是在创新的蔓延区域，我们就要关注时间和空间

共同的作用，因为这更多的是对临近地区的模仿。

各地的语言都有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某个语言形成之初，由于受到各种因

素的制约，创造并使用这个语言的先民在一个相对狭小、固定的环境里，与外界的交流较少，

语言还处在比较原汁原味的一种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开始有了较远距离的迁徙，语

言就在交流中慢慢产生新的语言特征、演变出新的语言分支，方言也就由此产生。如果说人

口的迁徙给语言带来的是一个流动的、创新的、交际的力量，那么在国家机器产生后划分出

的行政地域赋予语言的就是保持固定的乡土的力量。较为稳定的行政区划使语言风俗文化等

产生一体化的趋向，让语言在交流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有条件固定下来，为新的交流和沉淀

奠定基础，从而促进了方言的最终形成。在方言演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们还能想到自

然环境、交通条件、政治经济地位等要素的影响，但却很容易忽视了语言按独立地域进行分

化的自然事实。我们需要注意，在产生人口的流动和语言的交流前，语言就可能在原来的区

域产生新的特征，方言也可能就在那个阶段产生。

某一种语言和临近的语言之间是没有绝对的界线的。我们可以看到某两种相邻的语言，

因为人口的迁徙、政治经济地位等因素会产生不间断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特征也会

产生变化。我们很难在这两种语言的使用区域内划分出一条清晰明了的线条，来规定这个语

言属于哪个区域。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看到被划分成一块块的语言区，但是这些语言区域的边

界大部分只是模糊的过渡，你无法要求它做到行政区划那样一石一木所属都清晰。这样的特

点在相邻的区域非常明显，但在少数存在自然地理隔绝的地区，语言的变化和语言界线的划

分相对容易观察到。语言包括方言的界线是模糊的，但是方言特征的界线却是清晰明了的。

在这个条件下，作者向我们介绍了语言学家的语言波浪理论，用等语特征线来解释方言特征

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某一个地区的边缘地带，某种语言特征对应的等语特征线会越过

这个地带，有的则会在这个地带之内，呈现一个波浪状的形态。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在学习这

种语言之初，首先最多接触到的的是这个语言的传统特征，这些特征会伴随着他的一生，这

是乡土根性的力量。但是他也可能接触到语言的创新甚至于用创新替换原有的传统，这是交

际的力量。乡土的力量和交际的力量共同作用，使等语特征线呈现出波浪的状态。

地理因素深刻的影响了语言现象。各式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并对他们

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对外交流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种类繁多的语言应

运而生，使世界的语言体系丰富而又具有差异性。空间地理促进了语言的诞生，也影响着语

言的发展。在空间和时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某种语言可能会继续分化出更多的分支，也



可能与其他语言融合成一个整体，语言的地位会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变化，语言间的分

界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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