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中举了多个例子，如“在爱尔兰，人们说柯勒特话和英语，许多爱尔兰人都懂得两种

语言”还有布列塔尼、芬兰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拿香港来说，

在香港的人大多会两门语言，粤语和英语。身边有些香港的同学在遇到普通话不流畅，且表

达不清晰时，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切换成英语进行翻译。这个语言问题，其实正是由于历史

造成的。众所周知，香港曾经被英国占领，并且在多年后才回归祖国，因此在香港，普通话

不通行也算正常。“这种语言的重叠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书中也说

出了外来语与土著语并存或者凌驾于土著语之上的原因。

再比如说，书中还提到关于时间的推移引起语言的差异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同

一种语言在同一个地方也会发生差异。书中已经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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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索绪尔所说确实在理。先不提语言，单说地理

与时间差异上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地方的地理特征既可以稍微有点不同，也可

以完全不同。一个地方过去是森林，现在可以是荒地；过去是海洋，现在可以是陆地。而这

些恰恰就是影响其语言的重要因素。更别说不同的地方的变化差异就更大了。因此“语言的

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的确是这样。如果说，书中举的小岛与殖民者的例子过于抽象

或者难以理解，也可以再看看身边语言的变化。在我和老一辈的人聊天时，我能明显地发现，

在一些字词的发音上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可能是时间跨度并不是很大，所以总体上可以理

解，只是在轻重音和音调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不只是客家话，还有在高中时，老师曾经提

及，许多年轻人现在讲的潮州话和之前的潮州话已经不一样了；上课时，老师也提到过粤语

一些字词在过去和现在读音上的差别。另外，我还联想到，随着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多，不同

语言的学习和交流也越来越多。本土语言有时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或者是年轻人将其他语

言带到当地，将其他语言融入当地语言，这些都有可能使本地方言发生变化。而这些，也是

时间带来的。这些思考正是索绪尔所说的最好证明。也正是我所震撼的地方。

最后，我还想再提一提关于第三章中提到的“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这个观点。我极为

认同。在我的认识里，方言从来不单单只是一个地方说的语言。再拿客家话来说，尽管我说

客家话，但是客家话不是只有我们那个地方说。除了我们广东潮州饶平的部分地区，还有梅

州、惠州、河源部分地区，单我知道的广东内的就已经有这些地方了。我们说的都是客家话，

这是没错的。但我们都不在同一片区域，这也是没错的。另外，从同一片区域的不同方言来

说也是如此。据我了解，我们镇与隔壁镇是全部讲客家话的，但是在靠近市区的那个镇时，

有一部分是讲客家话，一部分就是潮州话了。没有人知道在地理上讲潮州话和讲客家话的界

限在哪里，因为在那个交汇处的镇上，有一些人是既能讲客家话，又能讲潮州话的。总之，

界限模糊，并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片区域讲潮州话，哪一片区域讲客家话。所以，从不同语

言到不同区域两个方面上考虑，“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显然也是成立的。

然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除去我所震撼的，依然还有一些我无法理解的部分。纵观书

中第四编全编，书中内容丰富、介绍详细。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索绪尔为了让一些概念更

好地理解，举了很多例子。然而，整编中的例子大多数为西方语言，较少东方的语言。一方

面，只用西方的，那这些例子是否具有普遍性还不好说；另一方面，索绪尔这本书本应通用

于全世界，只用一些西方的例子，东方的读者若不了解那些语言，单靠那些有些晦涩的概念

与例子是无法理解的。那这本书的通用意义就会大大消减。是否可以在一次次更新修改该书

时，适当加入其它地区的语言，或者是加入能从现代找到过去蛛丝马迹的一些语言，让现代

的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对这本书一些地方的浅显的看法。我

在前文也已经说过，这本书让我所震撼的很多。这是前人在研究了那些语言后得出的成果，

尽管我无法理解其中一些例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学习那其中的道理。好的东西正是有这样

的魔力，让人疑惑但大受震撼，这也是它得以被越来越多人学习的原因。

以上皆是我对于《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的一些看法与认识，我承认我的想法并不成



熟，但我尽力将我在看这本书时的所思所感写下，这是我认为对一本书应有的尊重。



对地理语言学的初步认识

——《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班张捷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四编中，索绪尔为我们介绍了地理语言学。

作者最先指出，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问题，此问题属

于“外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即不属于语言组织、系统等内部机构的语言现象，

作者认为应被语言的定义严格排除在外，但他也承认：“外部语言学研究所研究

的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事实上，它与民族学、政治史等领域关联密切，而

作者在本书开篇便提到“语言学和其他科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时从它借

用资料，有时向它提供资料”。由此可见，外部语言学在语言学发展和研究中仍

具有重要价值，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关于语言的差异这一现象。而对于这些差异现象的原因，

“在语言的差异中，人们最先注意到的往往是空间上的分歧，这也是一目了然的。

而事实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上的分歧。”关于时间上的分歧对语言差异

的决定作用，在后几章中作者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解释。而关于语言在空间上的差

异，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言，最初通过与其他地区语言的比

较得来，地理上的分歧造成的语言差异确定了人们对语言的科学的研究的最初形

式。之后人们又自然地通过比较来探索语言之间类似及不同的地方，于是这推动

了对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并产生了语系。

此处可以联想八大语系。各个语族之间因为有相类似的特点而被划归到一起，

属于同一语系。以我们熟悉的汉藏语系为例，虽然其下的三个语族各有不同之处，

但它们也具有明显的相似特征，即都有声调、常应用许多量词、虚词较多。

而对于绝对差异语言的研究，作者则建议比较两种语言的一些历时方面的事

实、语音演化等等。这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经常资料。这也给我们一种印象：

比较的方法似乎是语言学研究中十分有效并常用的方法。但作者也曾强调，比较

仅仅停留于作为一种方法是无用的，而我们更应关注比较的意义。

索绪尔还顺便指出，语言可以被看做一种习惯，但应视其为民族属性而非种

族属性；此外，“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又通过希腊语和俄语的



例子印证他的说法。而由此也许可以解释，古代在殖民或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

征服中，为何格外注重输入自身的语言以替代被征服者原有的语言，这可以理解

为强制增强当地对征服者民族的认同，同时又宣扬自身语言高贵性的手段。

第二章为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这一章中首先介绍了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

的情况，及此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多少种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是我们的一

种理想形式，而实际中，经常是多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作者此处所说的“并

存”不指两种语言相互渗透的结果，而是单指同一地区使用两种不相混的语言的

现象。这种现象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如古时的罗马，现在的芬兰、爱尔兰等

地。作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但

是有的也因殖民，和平渗透，其次是游牧部落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各地而引起的。”

但在古代中国，汉语似乎大部分时候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有其他民族强势掌

握政权的时期，多种语言势均力敌并存的情况并未出现。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

思考的，或许由于外族虽依靠武力暂时夺取了政权，但在文化上并未占据优势；

并且中国有强烈的“正统”观念，外族仍需要借助汉语在人们观念中的正统性来

获得其他方面正统性的认可。在全球交流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将这种现象

视作平常，国际间移民愈发增多造成更多同一地点多种语言并存的情况。

此后介绍了文学语言和地方话。此处“文学语言”定义为“各种为整个共同

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若任由语言自然发展，最终会

成为互不侵犯的方言，导致无限的分裂。但人们的交流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交际日益频繁，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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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享有特权的方言便难以保持原来的面貌，

但也不致因此完全失去它原有的特性。在语言发展史的研究中，交流的作用是值

得被关注的，它作为语言分裂的反面力量，促成了语言的融合和某种意义上的创

新。

第三章的内容为地理差异的原因。作者首先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空间本

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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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连接地区的效能是神奇而重要的，作者也通过形象的情景设置来说明

了这个问题。同一语言在某一时候流行于某一整个地区，五个世纪或十个世纪以



后，住在这地区两端的居民也许连话也听不懂了；反过来，任何地点的居民却仍

然可以了解邻区的土话。这是由于两端语言发展变化的时间进度不同，最终造成

了很大的差异；而临近地区按一般规律，由于语言自然发展的进度差异不会太大，

因此语言之间仍有相似点，人们可以进行交流和理解。时间无形中将语言不同程

度的剥离分化了。

方言没有自然界线，即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人为划出

的界限是不符合任何方言的实际的。语言也没有自然界限，语言的分界线和方言

的分界线在过渡中都可能被淹没。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

的差别。

第四章为语言波浪的传播。索绪尔首先介绍了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乡

土根性”代表着分立主义的精神，“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自己的传

统”，进而加强语言的差异性；而交际则起相反的作用，“乡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

出，交际却使他们不能不互相沟通。”乡土根性和交际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对语

言的发展发挥作用，最终的结果是使语言在相对稳定中实现创新和发展。

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它起作用的方式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消极

会扑灭创新，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积极则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

而第二种，我们根据其传播形式称其为“波浪”。而这又与前章提及的方言中的

“创新波浪”相关联，尽管它在纯粹形容方言的相同特征时是不甚合理的，但此

处“等语特征线就像洪水的涨退所到达的边缘”。

“语言学家必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开来。在创新的故乡，

音位只是在时间的轴线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

只用纯粹语音事实的理论来加以解释。”而这正是我们依靠经验进行判断时容易

模糊和出错的。

接着，作者为我们指出了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在一个小的地区，

也许很容易区别乡土根性和交际两种因素是哪一个在发挥作用；但在一个比较广

大的地区，就难以判断了。事实上，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的，尽管比例大

小不同。交际愈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愈远；至于乡土根性的效能是

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作者最终

给出了他的看法——把一切归结为一种单一的统一力量而将乡土根性看作统一



力量的负的方面。而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影响语言演化的因素时更清

晰，在多种力量作用的看似混乱中更好地探索语言演化的规律。

要鉴定各种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我们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的

区别开来。地区上隔离的语言由于双方是独立发展的，一方出现的新特征在另一

方是找不到的。随着语言的分裂，它发展出来的各种方言可能会有共同特征证明

它们间有更密切的亲属关系，它们也形成了离开主干的另外的枝条。

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但它又和其他科学有极其密切

的关系，其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在读完地理语言学一编后，我认识到地理

语言学的研究也是遵守此规则的，既要对一些关键概念进行明确清晰的界定，又

要时刻关注语言与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的关联，以及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

在整个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也要保持一份理性思维，不能因认为语

言是最平常不过的现象而过度相信经验，就如时间因素对语言分化的作用，经验

中也许它是被忽视的，但事实上它是最重要的。

语言学界对这本书石油极高评价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全面性。它全面的给出

了语言学学习者一个系统的学习体系，通过对其中一编的阅读，我已感受到了它

的全面性和知识的丰富性，全面的吸收它的知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语言学

的学习也需要真正用心投入，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在阅读中初识它的面貌，也遗

留了自己想继续寻找答案的问题，我想我很愿意为它付出更多精力。



语言的地理差异———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

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班钟晓桐

【摘要】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的学生根据上课

笔记和手稿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而成的语言学著作。本书内容范围十分广泛，涉

及了欧美语言学界的各种有关原理及方法的问题。笔者通过研读本书的第四编—

—地理语言学，对语言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等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自己

阅读中产生的疑问，以此为读书报告。

【关键词】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地理语言学 语言差异

【正文】

一、作者与书籍简介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公元 1857 年 11 月 26 日—

公元 1913 年 3 月 22 日），祖籍法国，瑞士作家、语言学家。索绪尔是后世学者

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他将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

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其语言学思想被称为“索绪尔语言

学”，也称“索绪尔主义”。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也是 20 世纪最著名、影响最

深远的语言学著作之一。索绪尔于 1906—1907 年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

1908—1909 和 1910—1911 年继续讲授，但是他并没有把课程内容编写成书。《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9B%BD/11733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E5%AD%A6%E5%AE%B6/12276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3%E6%9E%84%E4%B8%BB%E4%B9%89/7002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8%AF%AD%E8%A8%80%E5%AD%A6/57464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E5%AD%A6/36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4%A2%E7%BB%AA%E5%B0%94%E8%AF%AD%E8%A8%80%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4%A2%E7%BB%AA%E5%B0%94%E8%AF%AD%E8%A8%80%E5%AD%A6


通语言学教程》也并不是由索绪尔亲手编写的，而是 1913 年索绪尔去世后，由

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等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及其它材料编

辑整理而成的。由于索绪尔总共开设了三次普通语言学课，各次的讲稿和学生笔

记都是不同的，整理者们“以第三稿为基础，对全《教程》重加整理和综合，利

用所掌握的一切资料，包括索绪尔自己的笔记，以资补充”（《普通语言学教程》

序言，第五版，巴黎，1949，p.9）。《普通语言学教程》于 1916 年在法国巴黎出

第一版，1922 年出第二版，1949 再出第三版，各国语言学家先后把它译成德、

西、俄、英、日等国文字，使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该著作集中体现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基本思想，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

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书中索绪

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不只限于语言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哲学、戏

剧等多个领域都采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对

象的结构，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中译本数量众多，为避免混淆，在此说明文中所引为

商务印书馆在 1999 年 5 月在北京第五次印刷，由高名凯先生在 1963 年根据原书

法文第五版翻译，由岑麒祥、叶蜚声校注的译本。

二、内容提要

《普通语言学教程》除去前言和第一、二、三版的序外，共分为七个部分：

绪论、附录和五编。绪论共七章，附录音位学原理共两章。第一编：一般原则，

共三章。第二编：共时语言学，共八章。第三编：历时语言学，共八章。第四编：

地理语言学，共四章。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共五章。这部著作论

述的问题及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影响最大、最能代表索绪尔理论和方法的则

是“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这三个部分。由于笔者尚未系统学

习语言学知识且译本语言学术性较强，阅读起来难度较大，暂且将“第四编：地

理语言学”作为读书报告的主要内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8%AF%AD%E8%A8%80%E5%AD%A6/57464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BE%E7%A5%9E%E5%88%86%E6%9E%90%E5%AD%A6/51466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9%80%9A%E8%AF%AD%E8%A8%80%E5%AD%A6%E6%95%99%E7%A8%8B/10922739


三、读书报告

本编内容分为四章，分别是：关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

异的原因及语言波浪的传播。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根据查

阅资料，地理语言学是指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专门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研究语

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差异的学科。它把某语言集团的地理位置和该语言集

团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研究，阐述一个区域中某地区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在类型

上是怎样相似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分类，以发现语言变迁的痕迹。

其目的是研究语言的历史。由此可见，地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关于语言的差异

语言的差异随处可见，相较于语言的时间差异，人们对于空间差异表现得更

为敏感。空间差异，即地理差异“确定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
[1](P267)

。

索绪尔指出，“语系是指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使我们断定两种或几种语言有亲属关

系，即有共同的来源的一群语言”
[1](P267)

，例如印欧语系、闪语系、班图语系等。

同时，“语言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差异，它们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

系。”
[1](P268)

针对这种情况，索绪尔认为不能放弃比较，我们可以将比较应用于语

法机构和表达思想的一般类型，又可以应用于语音系统；也可以从历时的角度，

比较两种语言发展的事实与语音演化，从而推动建立语言心理学、语言类型学及

普通语言学等。同时，我们可以比较语系内部的差异，如梵语和禅德语、爱尔兰

语之间的不同相似程度的比较。

索绪尔在本章结尾提出“方言”的概念，他认为“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

歧的语言称为方言，……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1](P269)
对此笔者感到不解，方言与语言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潮

汕话是潮汕地区的方言，不管是语音还是语法，它都与普通话截然不同。笔者还

对于索绪尔所讲的方言和语言的差别存在疑问，方言从属于语言，它们的性质不

同，而一门发展成熟的方言的“量”也难以和一门语言的“量”进行对比。

（二）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地理差异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因素，因此我们习惯于按照理想形式来思考语



言的地理差异：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索绪

尔通过列举了爱尔兰、布列塔尼、巴斯克地区、芬兰、库尔兰和里窝尼亚、里掏

挖、德国、马其顿等多个地区的例子，指出由于殖民、迁徙和和平渗透等原因，

世界上存在着几种语言在同一地方并存的次要事实（并存但不相混）。并且这几

种并不总是绝对地混杂在一起，它们可能有相对的地域分布。

接着，索绪尔提出“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

一，……变成一些互不侵犯的方言。”
[1](P273)

他指出“‘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

品的语言，而且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

言。……随着文化发展，人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其成为与整

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
[1](P273)

而这种正式语言具有文学语言的一切

特征，似乎不一定要有文字，并且它能与许多地方方言并存，这也是语言地理差

异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三）地理差异的原因

索绪尔在开篇做了一个理想假设：有一种语言原来流行于一个小岛，后来被

殖民者带到另一个小岛，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故乡（G）和

第二故乡（G`）的语言会在词汇、语法和发音等方面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别。索绪

尔把这种差别归因于时间，并指出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亲属语言的统一

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然而就如同校注所讲的，索绪尔忽略了语言发展的社

会因素，而且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在空间上也并非不能找到。

方言特征的探讨是语言地图学工作的出发点。索绪尔通过举例和图示说明了

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存在着的各种方言在时间催化下产生的差异，进一步强调了

时间差异对语言发展的重要作用。索绪尔对方言的论述纠正了笔者一直以来的认

知误区，“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要

么只用方言的一个特点确定方言”
[1](P282)

，虽然这种方法不符合方言实际，但是

方言本身并没有自然的界限，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因此，借助“等语特征线”

或是“创新波浪”的方式，将有共同语言特征的方言绘制成线，有足够数量一致

的特征便可以更加合理地确定一种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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