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主张，让我摒弃了从前地理环境对语言有很重要的影响的错误看法，认识到时间才是

雕刻语言的低调的高手，我也开始用语言学的观点去联系实际，对自己所处的语言环境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阅读经典，开卷有益，有时间我会细致地翻看本书的其他篇章。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

汉基二班程欣媛 2020102703

《普通语言学》第四编标题为“地理语言学”，分为四个章节，意在讨论语言现象和空

间、时间等的关系。在完整阅读了整编后，我将尝试用我自己的理解阐述本编的内在逻辑和

我对本编内容的理解。

先从章与章之间的整体大逻辑讲起。第一章“关于语言的差异”第一句先提醒读者本编

内容属于外部语言学范畴后，作者直接指出“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

“所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差异。”，点明语言的亲属关系、经常资料自比较而来。

第一章看似与“地理语言学”无关，但事实上起到一个总起或者“前提”的作用，空间差异

直接反映于语言差异上，人们“本能地寻找（不同语言）类似”是地理语言学的“起源”。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地理语言差异也不例外。第二章“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就是在揭

示理想地理差异最一般原因前先讲“特殊性”——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反常并存的次要事实。

第三章“地理差异的原因”开始系统地揭示产生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表现。第三章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揭示了“时间是（语言分化）主要的原因。然后用生动形象的图示把语言复杂

的分化过程和结果具象化，将时间与空间联系。明白了语言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地理差异带来

的结构后，读者或者说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方言、语言的地理界限问题。第三章的第

二部分则顺承上文，阐释了方言与语言没有自然界限的问题，从中提出了“创新波浪”（等

语言特征线）再次将抽象问题具象化。第四章“语言的波浪传播”，从标题即可看出该章内

容与第三章紧密相连。第四章旨在揭示语言事实传播的规律。第三章的内容更侧重于介绍语

言地理差异的一般表现，第四章的内容则是揭示了这些表现的原因。第四章末尾着重强调语

言在分隔地区分化问题，探讨分隔对语言带来的真正而不是想当然的影响，点醒了大多数语

言初学者的思维误区，完成本章的收尾。总体来看，第五编系统阐述了地理语言学的方方面

面，章与章之间有逐层递进倾向。我唯一的疑惑是第 282 页下校注者曾指出作者着重强调时

间因素而忽略了社会因素，这一笔似乎有些“突兀”，校注者为何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将继

续学习以寻找答案。

接下来详细分析各章的重点和具体内容，结合具体例子分析地理语言学原理。第一章开

头提醒读者明晰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区别。内外部语言学泾渭分明，内部语言学研究语

言自生的系统与规则。看起来十分抽象，但就语音来说，内部语言学是研究构成语音的音位

音素，而外部语言学则是研究文学语言对方言发音的影响。作者列举了几个主要的外部语言

学方向，并接着提出即使外部因素对语言发展非常重要，但内外部语言能够也必须分开研究。

这是研究地理语言学的前提，只有认识到语言内部固有系统发展与外部因素影响的差别，地

理语言学才能摸到实处。第一章接下来的内容主要集中于语言亲属关系的探讨，包括亲属关

系差异与绝对差异。亲属关系与“比较”在地理语言学中至关重要，剩下三章中我们也将常

常看见。

第二章讨论地理差异里的“特殊情况”。完整阅读过第五章后我们会知道，即使语言没

有自然界限，依靠“创新波浪”加之语言传播里交际与乡土力量并存的特性，一个地区只有

一种语言是一种合理或可实现的情况。其次才是特殊的情况使原有对应被打破，同一地区多

种语言共存。作者提出了两种扰乱对应的罪魁祸首——新来的居民语言的凌驾和文学语言的

使用。与深圳仅一海之隔的香港在 70 年代回归前白话与英语共同使用，是英国殖民者输入

的；而祖国最北与最南端的人能使用普通话毫无障碍交流，则是文学语言普及的功劳。认识

了特殊性，才能更好地学习理解普遍性。既作者说的“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

第三章进入第五编的重点——地理差异的原因。作者先提出“亲属语言的差异却是可



以观察得到的，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统一体。”的观点，并由此设计了“尽可能简单的理论

上的情况”下的具体例子。被移植的语言会发生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故古往今来很多语

言学初学者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地理变化，与语言发生改变是充要条件。这个观点的逻辑漏洞

相当明显，即“殖民者离开 G在 G’登陆的第二天所说的语言和第一天完全一样”。显然，

空间本身并不能对语言产生影响，空间因素要投射在时间因素上才有意义，地理差别只是语

言变化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作者由此提出了“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

应该叫时间差异。”这一观点。揭示了地理差异的一般规律。为了使论述更为全面严谨，作

者补充批驳了因为地理差异“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变异就要受地理制约”的观点。作者化繁为

简，承认语言变化运动方向的无可估量与不确定性，但究其核心，语言变化本身，语言变化

这个现象本身，只是由时间因素决定的。同样，寻找亲属语言的应落点在时间而不是简单的

地理相隔远近。第二节—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作者同样从现象入手，探讨时间（有且

只有时间这一个变量）对同一地区语言的影响。我们可知，语言演化是绝对存在的，且演化

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现象再次证实了地理因素不是语言变化的第一因素，也引导读者

与作者一起思考承载着时间变化的空间变化里，语言是以什么规律发生变化。作者先理清了

语言创新演化的主要特征，一是创新形式多种多样，构成许多语法事实；二是每一个的创新

都在一定且分明的区域完成的。作者也强调，由于语言运动方向的不可预见，每个创新事实

的蔓延距离也不可测“我们应该只限于确认这些区域。”的观点。当所有现象与规律被作者

一一明晰后，结论就显得简单易懂：语言的创新程度与地理远近成正比。至此，地理空间与

时间与语言创新间的关系得以详尽解释。

第四编的三到四章探讨方言与语言的自然界限问题。事实上，在了解到语言运动的不可

预见性和语言创新演化的特征后，我们大致就可以推断方言和语言没有明确自然界限，只能

人为依靠一定的科学方法和约定俗成来划分。本书一直在构建严密的逻辑知识体系来纠正普

通人理所当然的“常识”。作者先解释了自然方言的概念与地区概念不相容的原因—要么方

言就是地图上的一点，要么得到的界限无法符合方言实际。而现有的方言或语言自然是有一

定边界划分的，作者由此又引出了“语言创新波浪”（等语特征线）概念。作者善于用形象

的图画来解释看起来非常抽象、艰涩难懂的定义。从作者给出的图画示意看，“创新波浪”

符合语言创新传播的规律—由创新点向周围无法遇见距离地传播。那在地图上表现出来...

不就是一条条不规则的波浪线嘛。得到了语言语言地图学的帮助和语言波浪的理论支撑后，

方言划分开始成型—“如果（创新波浪）有足够数量的一致，就大抵可以说是方言。“方言

只不过是语言地区上的小区分，那么语言的划分也被作者带了出来。或许我们还记得作者在

第二章内提出的地理差异的复杂性问题。作者指出，常规情况下，语言是一个渐变性过程，

但仍然存在相邻两个地区语言发生“突变”的情况，这就是由地理变化的特殊性造成的。至

此，语言的划分也得到了较全面的讨论。

第四章“语言的波浪传播”探讨语言传播的特性，研究这种特性与时空的关系。第一节

“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作者从语言传播规律讲起，揭示规律与时间因素间的紧密关系，

并补充了前文—地理差异因素在语言创新变化中的作用。语言传播是两种相反力量相互作用

的结果。消极力量为“乡土根性”。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习惯的、从小培养的力量，它使一

个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他自己的传统。积极力量为“交际力量”。交际使人不得不沟通。语

言在沟通中被接受与传播。交际也有消极的一面。同样，为了交际，创新会被限制，语言会

被控制在相对统一的状态下。作者把两种消极力量归到了下一节“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

的原则”里讲解。个人认为，接在第一节里探讨会更易于理解。哲学上讲，矛盾有主要方面

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轨迹。当积极的力量足够大时，创新语

言向外传播；当积极力量不够与固有的交际力量抗衡时，语言保持相对稳定。聊完了语言传

播的规律后，用波浪来表示方言事实的地理界限被证实非常合理。一是语言特征如波浪般向



外扩散传播，二是如水蔓延一样，语言事实传播需要时间且时间可以计算。再次确定地理空

间是时间的承载，地理差异本质上是时间差异。

但我们仍有两个事实要明晰。首先是对语言创新地点和传播区域的区分。在语言事实产

生的地区，创新是纯粹的内部语言学范畴且只与时间因素有关；而在语言事实传播区域，创

新属于外部语言学范畴，创新是通过地理上的蔓延确立而来的，是空间与时间共同作用的结

果。然后是地理相隔的问题。毫无疑问，地理相隔会对语言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不能理所

应当地觉得它们是单纯的充要条件关系。第二节我们就明晰过，地理的连续不妨碍语言的永

恒地创新。如果从语言变化一端无法探讨地理分隔的真正作用，那么可以从语言乡土性一端

入手，寻找被地理因素分隔的语言的共同过去，研究它们分开后的平行发展。

至此第四编内容全部结束。作者并没有写下一个总结性的尾章，但梳理过本章的内容的

大逻辑后，总结也变得不那么必要。第五编里，语言产生地理差异的研究起点、原因、特殊

情况，语言有关地理的划分等等问题得到了系统解答。语言、的变化是复杂的、迷雾重重的，

但索绪尔告诉读者，抓住本质抓住核心研究问题。尽管它看起来像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理想情

况，但本质就是本质，就像金银首饰的本质区别在于材质而不在于造型雕琢。



索绪尔共时语言学视角下的现代汉语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班邓若晴

索绪尔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他不仅为现代

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也为哲学、文艺学等其他学科作出了贡献。通读《普

通语言学教程》全书，正如绪论中提到的：“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看法，语言现

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

有它的价值”
[1]
，我认为这本书重要的内容是索绪尔二元对立的理论——区分言

语和语言、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等。本文将着重探

讨第二编中共时语言学的观点及其意义。由于我未掌握方言，所以我更多地从现

代汉语语法、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去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

一、索绪尔共时语言学在现代汉语中的理解与运用

索绪尔在绪论中区分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的研究富有成

果，但“不能说没有这些现象就不能认识语言的内部机构”
[1]
。而内部语言学研

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有自己固有的秩序，是他认为语言学中更重要的部分。

内部语言学中又包括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和历时语言学

（diachronic linguistics）
[1]
。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十分重要。索绪

尔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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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样的区分很有必要。如果我们不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在研究语言时就

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使我们无法找到语言的稳

定结构，也就难以探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尝试用现代汉语去解释共时和历时的

区别——例如，文言文常用的“也”“焉”“矣”等句尾语气词，现代汉语用“吗”

“吧”来代替，这是一种历时变化，旧的形式给新的形式让路。而共时事实“要

求助于两项同时的要素”，例如现代汉语的共时音变现象——轻声，“东西”的“西”

因轻声而失去了 55 调值，表示的是物，它能够有意义是因为与它对立的、表示

方位的、保留 55 调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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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即研究同时要素间的关系。在说明了共时语言学

的重要性后，索绪尔指出：“构成语言的符号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现实的客体。

语言学研究的是这些现实的客体和它们的关系”
[1]
，因此语言是能够表达观念的

符号系统。

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人们总能直接说出想表达的句子，而这个过程毫不费

力，也不必在脑海中检索出各个要素。尽管语言单位是难以确定的实体，索绪尔

也给出了从语言的共时系统中划分单位的方法。“以言语为依据，一条代表概念

（a），一条代表音响形象(b)”
[1]
，划分时要根据言语的意义来确定，音响链条

和概念链条区分相符。我们要把一系列含有同单位的句子拿来比较，看是否在任



何情况下从上下文中都能划分出来。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我们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由有意义的词组合而成的，我们轻而易举就能断句、找词。

但在实际运用中，索绪尔却难以直接找出语言单位。具体的单位不等于词，

例如一个词的单复数形式、派生词、复合词等等，它们在不同的语链中意义、音

段都有可能不一样，但也不能说它们是完全不同或完全一致。

但是“静态语言学中的任何基本概念都直接取决于我们对单位的看法”，我

们必须要找出这些单位，为此索绪尔提出了共时的同一性理论。一种语言的内部

是有同一性的，可以通过以下的例子来证明：

1、音段和概念相符的片段有同一性

（1）祖母禁止我吃 "青色皮肤的鱼"。（三岛由纪夫《假面的告白》）
[2]

（2）他还没有吃 ,就已经饱了。（阿瑟·高顿《死灵魂》）
[2]

在这里，不同的语链中音段和意义都相同，“吃”有共时同一性。

2、音段不同，概念一致的片段有同一性

在不同的环境下，同一个词的语音也会随着说话人的心情、想法而有所改变。

比如称呼一个人的名字，在对这个人有不同情感时，我们的语气会发生变化。再

例如“开心”这个词，我们在表达不同程度的兴奋、激动时说出来的音段也不一

样。虽然音段和概念没有完全对应，但我们不能说这是不同的语言单位，它们的

功能、意义都是一致的，这也能够说明语言的同一性。

3、音段一致，概念不同的片段也有同一性

（1）她总是头疼，也许因为太热。（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2]

（2）这饭都凉得不能吃了，拿到厨下去热一热。（刘斯奋《白门柳》）
[2]

在这两个句子中，（1）（2）的读音是相同的。（1）的意义是“温度高”，在

（1）句中是形容词，可以做定语、谓语、状语、补语。（2）的意义是“加热（多

指食物）”，在（2）句中是动词，作谓语。它们读音相同，但不同的词义有联系，

（2）的意义是（1）的引申，“热”则为兼类词。我认为即使概念和音段不对应，

兼类词不能分为两个语言单位，这是共时的同一性的体现。

（1）植物与动物，森林与原野，手与足 。（普里什文《大自然的日历》）
[2]

（2）我的手操惯了刀，力气蛮足。（古华《芙蓉镇》）
[2]

索绪尔认为“fleur”有两个意思——“花”或“精华”，这时同一性也不

会遭受严重的损害。而在上面两个句子中，（1）（2）“足”读音是相同的。（1）

是名词，意义是“脚；腿”。（2）是形容词，意义是“充实;完备;足够”。可以

看到，这时“足”的语音不变，但语法功能，意义都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没有

引申或隐喻的联系，已然变成了两个词，现代汉语中把它们称作同音同形词。不

同的词有同样的读音和字形，这样的情况也能体现出语言内部的同一性，这种同

一性是形式上的同一。不同的“足”的语法功能、意义、语音本身是稳定的，这

是词的内部的同一性的体现。词不等于语言单位，“足”这个词的同一性在这里

受到了破坏，便分化为两个词。这种同一性能够帮助我们区分词类，但它们总有

着共性，实际上仍是同一个语言单位。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一个单位可以有不同的变体，索绪尔也说“语言机构

整个是在同一性和差别性上打转的，后者只是前者的相对面”
[1]
，这些变体有个

性（差别），但它们之间也有共性。但这些都只是变体，本质是不变的，就像“快



车和街道的同一性”。由此我们才能接触到语言单位的真正本质。

二、信息时代下网络流行语的共时分析

上文提到了语言单位的划分方法，接着就需要从整个语言系统来分析语言。

读完索绪尔的这本书，我想到了网络流行语。曾有人说过，网络语言是一种新的

社会方言。在信息时代，共时环境下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值得我们注意。《新华字

典》收入网络流行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也恰恰说明了网络流行语是有一定的

价值的，首先是有了价值才能进入人们的言语中。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

当部分流行语被社会接受、认可，才能成为约定俗成的符号，也成为了语言系统

的一部分。所以，只被部分群体所认可的网络流行语不能称为语言符号。其次，

网络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也能体现语言的任意性。

（一）从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看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与运用

划分语言单位后，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我们

说出的一句话就像一条链子，它是线条的，也是有顺序的。在这个线条上排列了

很多要素，句段则是由两个或几个连续的单位组成的
[1]
。句段可以是词、词组，

甚至是短语和句型，它们的排列是有顺序的，这种排列规则是人们共同认可的。

人们说出的话，或听懂某些话，其实都是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在共同起作用。2017

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就符合语言的排列顺序，“贫

穷” 的语义角色是致事，“想象力”的语义角色是使事，这句话的意义也符合人

们的认知。由此也衍生了很多不同的排列组合，例如“善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知识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构成了“NP+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的组合，形成了一

个句段。

去年，“打工人”一词在网络中流行起来，直至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使用。

“打工人”一词走红于网络红人"抽象带篮子”用“加油，打工人”等句子来表

明自己打工人、保安、大专生的身份，逐渐成为很多上班族的自称。“打工人”

其实最早源于 20 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打工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出现了一个新群体——“打工族”。 打工人，原本多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通常为外来务工人员。网络红人保安、大专生的相对来说社会地位较低的身份，

让他联想到了同样在大城市里显得不那么体面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这里，“打

工人”的词义扩大，基本等同于“劳动者”，原本的词语稍有的贬义色彩也变成

了中性色彩。“打工人”一词其实是当代年轻人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调侃。随着“打

工人”一词进入人们的生活，“干饭人”、“尾款人”等“XX 人”也相继出现，人

们从打工人这个含有自嘲词义的联想到了其他相关的词，“干饭人”（VP+人）调

侃自己吃饭狂野、饭量大，“尾款人”（NP+人）自嘲定金付了后尾款多得还不完，

“XX 人”反映的是一类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很多诸如此类的“XX 人”形成了

一种句段关系，“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的符合条件的动词或名

词都能进入这个词语组合里，成为人们言语的一部分。

（二）从索绪尔的价值理论看网络流行语的长期发展



每年，各大网站、报刊都会评出当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不难发现，大

部分网络流行语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时间推移，“蓝瘦香菇”、“我爸是李刚”

等曾经流行的词和句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究其原因，是这些词无法成为有价值

的语言符号，也就没能进入语言系统。索绪尔指出，以下两点构成了价值——

“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 、“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

相比的类似的物”
[1]
，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物能交换，类似的物可以比较”。

索绪尔写道“我们只能看到词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

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相对的词比

较”
[1]
，在这个比较过程中，如果流行语没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就会不可避免地

成为过去。“点赞”一词源于各大社交网站的点击“大拇指或爱心形状图标”功

能，与“赞同”的意义有相同之处，符合“不同的物能交换”。索绪尔提到对立

产生价值，“点赞”和“赞同”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从语义上看“点赞”的词义

更加丰富，符合“类似的物可以比较”的价值理论。人们在现实交流中表达认可

时，常常会竖起大拇指，这个所指（概念）抽象化为能指“点赞”，储存在人们

的语言系统中。“赞同”“欣赏”等词其实是抽象的，它们无法让人们联想到具体

的肢体动作，“点赞”表达的情感也更为直接和具体。“若一个词不存在，它的全

部内容就要转到它的竞争者方面去”，显然“点赞”一词的价值无法被替代。人

民网中检索 “点赞”，相关文章有 54137 篇，“新华网”中相关新闻有 10000 篇，

这可以说明，“点赞”一词从网络进入了社会生活中，作为现代汉语被大众接受

进入了语言系统。

网络流行语能否进入语言系统也跟流行语的使用群体、时代特征有关。像“斑

竹”一词，意思的是网络论坛上的版主。本身论坛受众群体有限，主要是年轻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论坛的使用人群逐渐减少，且微信朋友圈、豆瓣、微博的出现

能代替论坛的部分功能，“斑竹”一词也不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新一代年轻

人和中老年人无法把“斑竹”一词对应某个概念，它无法成为语言符号。类似的

流行语还有“腐竹”、“偷菜”等等。

三、总结

索绪尔认为新语法家们过分地重视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而没有认识到语法

的本质,也就是语言共时性的本质
[3]
。索绪尔与前人不同，他重视与强调是共时

语言学，对当今的语言共时研究有重大意义。

但在西方哲学史的课程学习中我了解到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概念，在语

言中西方世界主张“语音中心主义”，主张言语与存在，而书写、文字等是处于

次要的地位。我认为在汉字中字形与读音一样重要，一些汉字其实可以直接表意

（例如象形字）, 也就是字义与字形相关，还有一些汉字可以通过偏旁来猜测它

的有关含义，与西方的拼音文字有很大差异，索绪尔的一些理论似乎很难用来研

究汉语。尽管如此，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理论仍对现代汉语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而共时环境下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也让现代汉语更加灵活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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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笔者主要阅览了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的绪论以及第四编关于地理语言学的内容，以

及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后，对于语言学有了最初的了解，现作此报告来整理学习收获。

学习语言学，即是在研究人类语言的有关内容，例如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以及

其发展的历史来源等等，而在我所阅读的篇章中主要为读者引入了语言发展中的内部因素和

外部因素的概念，而在外部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地理因素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具体

学习的成果笔者将在正文中展开。

（二）正文

 何为语言和语言学

提到语言，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它是自个体生命出生以来受到外界的潜移默化一直存在

我们的脑海里，与生活无法分割的一种工具。表面来看似乎我们生而便掌握了一门语言，但

是在索绪尔笔下，他似乎更偏向于辉特尼的观点——即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我认为

辉特尼的观点十分有趣，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区别于其他的制度。虽然索绪

尔对于他的部分观点颇有异议，但我认为他们同样是根据语言的特征性质来进行判断，也就

是语言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显然，在索绪尔的观点里面，语言绝不仅仅是个体的言语活

动，它一定建立在集体的、社会的范畴里。他认为，人们说话的机能，只有借助于集体所创

造和提供的工具才能运用。我认为他的观点实际上也符合了大众对于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人

类交流沟通的工具，只有被社会普遍认同并且形成固定的机制的言语活动才能称之为语言。

因此，在我们研究人类语言的时候，必须要对何为语言做一个切分。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是必须区别开的。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的复杂的言语活动

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我认为，从概念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语言交流可以粗略简化为在交流

中人们对于事物固定的概念联想以及事物所对应的听觉形象。实际上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概

念联想就是对于它的视觉印象在脑海中形成的记忆，因此我认为语言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已

知事物的互通性的记忆认知交流，是建立在人们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效用的沟通工具。语

言是言语活动的最重要的载体，言语活动是语言产生发展的基壤，二者彼此作用，但是语言

绝不能简单与言语画上等号——语言客观上来讲只是社会文明发展所诞生的一种产物，而言

语活动是每个个体天然的一种行为机制。婴儿在小时候就会进行简单的发声，被长辈们戏称

“婴语”，同样的婴儿也会在外界的影响下不断接收语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框架，其

中就包含了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互通性的思维认识。我们生来就掌握了一门语言——这是一

件多么令人迷醉的事情啊！索绪尔认为，我们日常进行的言语活动实际上是心理、生理、物

理结构相结合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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