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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之后，我对地理语言

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对语言在地理维度上的差异的形成过程和原理有了新的认识，并启

发了我从这一维度出发，去思考我的家乡方言客家话的形成演变过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瑞典的语言学家，也是现代语音学的奠基者，被后人称为现代

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并非索绪尔本人所写，索绪尔曾在日内瓦大学教授普通语

言学课程，在他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和薛施霭收集了同学们的笔记以及一些索绪尔的

手稿，将其汇编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绪论、一般原则、

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以及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这段时期内，我主要

针对地理语言学部分做详细的阅读和研究。

书中首先解释了语言的差异。索绪尔把地理语言学归入到了外部语言学的部分，即语言

现象和空间关系的问题。谈到地理语言学，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不同的地方存在不同的语言，

例如，我们可以听到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着各自的语言，呈现出在地理上的语

言的不同。当我们把语言放在一起比较时，有些语言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可以确

认其有共同的来源，便将这一组语言称为语系。比较之中，除了共同之处，当然还有差异，

而差异又分为语系之间的差异和语系内部的差异：像印欧系语言和汉语之间，完全没有亲属

关系，在语言的演化上各不相干；而根据威廉·琼斯所说，印欧语系中的印度-伊朗语族、

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斯拉夫语族都是由“原始印欧语”分衍出来，有着共

同的起源，但是又演变除了各自不同的语言特征，使他们独立于彼此。

书中多次强调，造成语言的地理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时间。从前我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语言的差异是由于地理上的间隔而造成的，语言的融合和变化是由于语言的使用者在地

理上的迁移而造成的。这种看法将语言差异形成的原因局限在了空间的单一层面，没有办法

解释一种语言在同一地点的演化。事实上，从书中我们可以得知，时间是比空间更为主要的

因素。当两种语言相遇，他们的融合和碰撞是无法在瞬间完成的，必须经过漫长的时间，两

种语言在使用者的交际中不断吸纳接受对方的部分语言特征，取代自己本身的部分语言特征，

从而完成语言的演化。不同的语言因子相互碰撞，语言慢慢发酵变化，在这个过程里，时间

是最重要的佐料。

我们很容易设想在分隔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并认为这是对分化的必要且充分的解释。

事实上这种认知是非常浅薄的，即使在地理上不分割的地区，也会产生语言上的差异。当一

个语言特征 X 在 A 地产生，它最远到达了 B 地，那么 B 地就吸纳了这一语言特征而纳为自

己的语言特征，此时 AB 两地的语言是相同的；而后 A 地又发生了另一创新 Y 取代了原来的

语言特征 X，但这一创新没有传播到 B 地，那么此时 A 地具有 Y 特征而无 X 特征，B 地具有

X 特征而无 Y 特征——A、B 两地之间并没有隔离，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在交流传播之中形成

的，这无疑是对语言的地理隔离分化论的有力反驳。从一种语言元素的发源地开始，这种语

言元素不断地向外扩散，直到到达它最远能影响的地方，而在发源地与最远的影响地之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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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元素又有可能被其他的语言覆盖，只有发源地和最远的影响地保留了这种语言元素，

所以，当我们发现两个地理相隔甚远，语言也存在间隔的地方，竟然存在相同的语言特征时，

便也不必过于惊讶了。

第三章中提到文学和地方话，若任由语言发展，只会导致无限的分裂，“十里不同音”

就是生动的例子。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交际的日益频繁，人们会选择一种现存的方言成为与

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在中国，我们选择了北方官话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北京话作为标准语音。普通话脱胎于北方方言，却没有完全保持北方方言的原貌，混杂进了

许多南方方言的成分，我想这是它作为一种全国普及的、享有特权的语言所应当具有的特性。

文学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普及使用的，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推广普

通话一直是国家大力推进的工作，如今我们也能看到代际之间的变化了。在广东，大多数时

候我们的爷爷辈甚至父辈说起普通话来都有或浓或淡的乡音，在农村的口音要更重一些。到

了我们这一辈，义务教育中的普通话教学已经让我们熟练地掌握普通话，大部分人的普通话

已经没有广东口音了。再往后推，我的弟弟妹妹们已经从小就生活在了一个普通话的环境里，

普通话仿佛成为了他们的第一语言，客家话和粤语则只能听不能说。这也折射出了一种趋势，

那就是文学语言的推广势必会挤压方言的生存空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部分土生土长的

广州人都会说粤语和普通话，而不懂粤语的外省人口大量涌入广州，广州人在外出交际时若

不知对方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多数会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以免对方听不懂。这样一来，

普通话就在这一方言区里占了上风，广州话被挤压到少数的熟人圈子和家庭中使用。这当然

不至于是对广州话的窒息，但广州话在新一代广州人的语言体系中分量的确是越来越轻，无

怪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积极呼吁保护广州话了。广州话作为粤语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

竟也在面临式微的局面，就更不用提一些分布更小、影响更小的方言了。

第四章中提到了两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这是两个向互对抗的

力量：交际的力量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也促成言语的交流；乡土根性则有着分立主

义的精神，使语言保持它自己的特性。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需要交际：当创新在一个地方出

现，而人们仍旧用过去的语言交流，那么创新的话语很容易就会被陈旧的话语的交流所扑灭，

形成语言的内聚，维持语言内部的独特性；同样的创新在某地产生，人们也有可能在交际中

传播创新的语言，形成语言的外扩，促进语言的统一。书中将这两种作用归类为消极的和积

极的，但我粗浅地认为交际的作用没有积极消极之分，无论是扩张还是内聚，都是语言的必

然的趋势，正如我们既需要方言的多样性，又需要文学语言的统一性。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

的语言共同体始终重视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

分顽强。乡土根性与交际的力量的撕扯是否存在于普通话与方言的碰撞中呢？当人们普遍用

普通话交际，普通话是否会向方言扩张，使得方言越来越被普通话同化呢？这是我的一个不

成熟的猜想。话说回来，两种邻近的语言就这样在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的作用下发生交流

和变化，但是我们无法斩钉截铁地分而言说交际就导致融合，乡土根性就导致对立。例如说，

A 省内部的各市具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特征，对于 A 省内部来说，内部的交流形成了语言的内

聚，同时乡土根性也使 A 省这个整体差异于其他的 B 省或 C 省，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只是

效能的强度有所差别，也即“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原则”。

《普通语言学教程》艺术的语言和内容是在不算是通俗易懂，我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许

多障碍，对一些观点也只是一知半解，无法完全理解作者的表达。即便如此，我还是在阅读

过程中纠正了自己错误的观念（从前我粗浅地认为语言的分化是由于地理的间隔），并且对

语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和分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人们人为地用足够多的共同特征来给语



言归类，实际上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也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是依附于人的，而人是

活动的，人的迁徙、经济活动、宗教等因素都在影响着语言的扩散和发展变化，因此语言也

在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语言学的研究是十分复杂的，太多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语言复杂的分

化和融合，我们要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去观察，以一个宏观、归纳性的视角去探索，才能窥见

语言学的奥秘。

（汉语言文学 2 班 林啟慧 202010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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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一个星期，我看完了瑞士作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的

第四编，是关于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下面是我的读书报告，提取出第四编的重点内容以及我

的一些思考。

第一章 关于语言的差异

这里作者讲到的是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讨论的范围就从内部语言学转到了

外部语言学，这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外部语言学的有关问题。绪论的第五章讲的就是关于语

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关于语言研究，总结来说，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

外部语言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

的是语言的差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不难看出语言

间的差异。相较于时间上的分歧，空间的分歧可以一目了然。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言，

往往就是通过这些比较得来的。

因此，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它确定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

在看到两种语言不同后，人们自然会本能地寻找它们之间有什么类似的地方，这是一种很正

常的现象。但是，语言科学竟然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懂得利用这一类证明，就是人们已经看

到了两种语言之间有很多近似的地方，但是却不能从中得到语言学上的结论。

通过对不同语言中类似的地方进行科学的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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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群语言成为语系，这些语系又可以互相比较，

有时还会发现一些更广泛、更古老的血缘关系。然而，并不是任意两种语言之间都存在联系，

它们之间可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可能和可以证明混为一谈。综上，

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除了亲属关系的差异之外，还有一种绝对的差异，它没有可以认识

或者证明的亲属关系。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第二种情况即绝对的差异，语言或者语系之间没

有亲属关系是很正常的事情，书中举了个例子，比如汉语和印欧系语言就是这样的情况，但

这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对它们进行比较，比较还是可能会发现一些学问的；对于第一种情

况即语系内部的差异，比较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两种语言可以近乎相似，有的甚至可以完

全不同，从这里作者引出了方言——在很轻微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下文中也指出了方言与

语言的差别。

第二章 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01、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

作者说到人们对于地理上的差异是按照理想形式来提出的，因为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

言差异的最一般因素，因此出现了一种结论——有多少各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但是

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现象并不是这样的，出现了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事实。

这个部分考虑的是两种语言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而不相混的事实。作者在这里提出我们要

注意区别两种情况。

首先，一种新来的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这是一种语言的入侵，

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并不是这

个时间段所特有的。根据一定的生活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民族群聚杂居的地方，它们



的语言并不相混。这里引用书中的一个例子，在芬兰，瑞典语和芬兰语在很长的时间内并存，

之后还加上了俄语。在一些国家，语言混杂的现象还要更加厉害，因此我们知混杂的情况随

地区而不同，但是这些语言在某一个地区并存，并不排除有相对的地域分布，即在某个区域

内还是只流行一种语言，并不绝对地混杂在一起。比如两种语言，一种在城市很流行，另一

种在乡村很流行，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不是所有城市里生活的人不说另一种

语言，反之，也不是在乡村就没有人讲城市里流行的语言，用作者的话总结就是“这种分布

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这种现象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在地中海沿岸一

带，单一语言的国家是极其少有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语言重叠”来阐释，这个现象大

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通过一些暴力的手段，但是有的也因殖民，和平

渗透，其次是游牧部落把它们的语言带到各地引起的，这与游牧部落的特点之一——逐草而

居有关。

02、文学语言和地方话

上面第一个部分说的是地理原因造成的问题，接下讲的是另一种情况，即自然语言受到

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同意。作者说到，这种情况是一个民族达到一定文明程度

必然会产生的。这里作者提到的“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

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因为社会的发展、文化

的传播，人们的交际越来越频繁，因此语言就成为了人们交流的工具，作者书中提到人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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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传达工具。一旦这种

方言被提升为正式的、共同的语言，那它就很难保持原来的面貌，它会逐渐掺杂其他地区的

方言成分，这种方言也会变得越来越混杂，但是它并不会因此失去原有的特性。但是这种语

言的普及和使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因此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既

说全民的语言，又说地方上的土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闽南语为例，现主要分布地除闽

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外，还广泛分布于闽东北地区、浙东南区、及广东潮汕地区、粤西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岛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社群，这类群体既说普通话，又说闽南方言，

据相关统计，全世界使用闽南语的有 7000 多万人。用作者书中的说法来讲，就是普通话并

没有窒息当地的土语，因此出现了方言和正式语言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

已经达到一定文化程度的民族都会发生。还有一个有趣事情，就是共同语言并不一定要有文

字，作者用荷马的诗歌来进行论证，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人们不怎么使用文字，但它们的语

言是约定俗成的，并且具有文学语言的一切特征。

第二章所讨论的事实都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语言史中的正常因素。我们

在讨论的过程中，为了考虑最基本的现象，撇开一切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没

有考虑外来语言的输入，语言的形成等，这种简化看起来似乎违反了现实性，但是自然的事

实首先应该对它自身进行研究。

第三章 地理差异的原因

01、时间是主要的原因

这一章研究的是语言在空间上发生分化的主要原因，作者通过假设进行论证，从中得出

了研究不能是单方面的，两种语言的创新同等重要。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造成差异的原因是

空间，那么就受了错觉的欺骗，问题在于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时间那么

具体，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也提到了相较于空间的分歧，时间的分歧更难被人们发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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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引用

地理差异图式证明了，地理差别的图式 也只有有射到时间上才算完备。撇开语言的不稳定

性不谈，变化本身只是由事件引起的，所以地理差异只是一般现象的次要方面，亲属语言的

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对于这个部分，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谈到时间引起语言



变化，校注中说到作者在这里只强调语言发展的时间因素，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因素，跟他所

反对的语言学生物主义者马克斯·缪勒的观点一致，但是跟他自己的社会观点发生了矛盾，

那么矛盾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有点无法理解。

02、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

这个部分提到了两个点，一是对于语言活动来说，绝对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过了一定时

间，语言会跟以前不同；二是语言演化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

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一种语言如果任由它自然发展，那么在它领域内的所有地点上都可能

产生土语差异。对于某个地区的土语的特点，我们可以从邻近的地区也找到，但是我们不能

知道这个土语的每个特点会伸展到多远。

03、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作者提到人们通常对于方言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他觉得人们把方言当成已经完全确定的

语言类型，区划分明，但事实上方言的自然变化却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方言特征的探

讨是语言地图学工作的出发点，语言地图集的优点之一 ，是为方言学研究提供资料，这里

提到了一个定义——“创新波浪”，在下一章会具体地阐释这个问题。

04、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说到语言和方言的差别，在第一章中作者已经简单地提过这个问题，方言和语言之间只

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人们往往把方言称为语言，因为它曾产生文学。语言的

分界线，像方言的分界线一样，在过渡的过程中淹没了。其实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

言是常见的，其中居民的迁移是引起这些觉察不到的过渡无法存在的因素之一，居民的迁移

很容易引起混乱，导致语言过渡的痕迹被抹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这些过渡

消失，例如共同语向土语扩展。

第四章 语言波浪的传播

01、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

第四章是我觉得最难理解的部分，主要讲的是“语言波浪”的有关问题。语言事实的传

播，跟习惯、规律一样，都受规律的支配，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

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

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比如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养成的习惯，包

括语言上的，这对于他未来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结果常为一种相反力量的效能所矫正，

“乡土根性”可能导致人们与外界的沟通减少，但是交际是不可能避免的，这产生一种分解

“乡土根性”的力量。作者说到，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这也是人生存不能摆脱

的部分，它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我们有时会发现拥有同个特征

的语言距离很远，会感到奇异。某一特殊事实的推广，需要时间，而这一时间是可以计算出

来的，通过前文的论证，我们可以知道时间因素可以解释地理上的差异，与此同时，我们也

不能忘记考虑产生的地点，这样才能全部证明这个原则。

02、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

作者在这里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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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越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越远，

而“乡土根性”的作用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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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某一片地区发生的语言演化，可以不考虑分立主义的力量，也可以把它当作统一

力量的不好的方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一切归结为一种单一的统一力量而不管“乡土根

性”；后面是每个地区所固有的交际力量。

03、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

这个部分讲的是，我们在研究一种语言在两个分隔的地区平行发展的情况时，要注意几



点，在使用单一语言的大众中，内部一致是随现象的变化而不同的，创新不会涉及到全部，

地理上的连续并不会妨碍永恒的分化。在研究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分隔在语言

的历史上是否起作用，以及它产生的后果是否不同于在连续中出现的后果。作者通过论证得

出了一个结论，波浪原理阐明了一切分化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决定语言亲属关系的条件。除此

之外，由于创新的区域面积大小各不相同，所以两种相毗邻的语言很可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

但是在全体中并不构成一组。

总结起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一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语言

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地理差异的原因和波浪语言的传播，通过对这一编内容的研

读，我对于语言研究方法的了解又更进一步，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对语言进行研究是

很有必要的，语言学的研究可以揭示语言的本质，探寻语言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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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从外部语言学入手，分析语言的差

异，包括语言差异分类、语言差异复杂性、地理差异产生的原因，以

及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分化。通过对该编的阅读，可以加深对语

言在地理上的差异的理解，对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语言的差异

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外部语言学

的范围。地理的现象和任何语言的存在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实

际上并没有触及语言的内部结构。地理语言学主要讨论语言现象和空

间关系的问题，转入外部语言学。语言的差异随处可见，大到语系之

间，小到一个地区语言内部存在的方言，所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地理

上的差异。

一、 内容介绍

第四编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语言差异的分类，亲属关系

差异和绝对差异。亲属关系差异，即语系内部的差异，通过比较两种

语言发现共有特性，在一定情况下判断这几种语言有亲属关系，即有

共同的来源，这样的一群语言称为语系。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

别，没有性质上的差别。除了亲属关系的差异，还有一种绝对差异，

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比如汉语和印欧系语言，对没有亲



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可以建立语言心理学、语言类型学、普通语言

学等。

第二章首先介绍了语言差异在地理上的复杂性。理想形式的差异

是，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首先讨论的是几种语言在

同一地点并存的情况，如南非洲，几种黑人方言和荷兰语、英语并存，

这是殖民的结果。语言并存的现象不是只有近代才会出现，如古代地

中海沿岸没有单一语言的国家。这种语言的重叠大多因为和平渗透、

入侵、游牧部落的迁移，以及商业活动。下一小节讨论的是文学语言

和方言。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会通过某种默契选

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作为与整个民族有关事物的传达工具，即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不止是文学作品的语言，更是一般意义上指为共同体服务的、

经过培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在它里面会逐渐掺杂一些其他地区

的方言成分，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会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因此大

部分居民会成为说两种语言的人，全民语言和地方土语。文学语言是

一种共同语，不一定要有文字，荷马的诗歌可以证明，语言是约定俗

成的。

第三章分析地理差异的原因。通过简单的绘图举例，语言特征的

创新可能有三种不同方式，这种差别不是空间引起的。殖民者在离开

故乡到达另一个地点的第一天和前一天说的语言是一样的，我们很容

易忘记时间因素，因此，地理差异应该叫时间差异。索绪尔在这里只

强调语言发展的时间因素，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

在一个单一语言地区，过了一段时间，语言会跟以前不同；这一演化



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而是随地区而不同的，也就是一些方言。

其中的语言特征变化会出现界限不同的情况，这些不同区域的存在，

说明一种语言如果任其自由发展，那么在它邻域之内的所有地点都可

能产生方言差异，而这些区域是无法预见的，且相邻区域的分歧少，

距离越远差异累积，分歧越多。因此，在某一地点的方言里看到的特

点，在邻近地方可以找到，但不能预知每个特点会伸展多远。这一章

中还介绍了语言地图学，探讨方言特征绘出周界线，对一个地区必须

描绘多次，才能了解该地区重叠的语音、词汇、形态等特点。以席业

隆的《法国语言地图集》作为典范，为方言学研究提供资料。

第四章主要分析交际和乡土根性在语言传播中产生的效能。在一

个比较广大的地区，两种力量都在起作用，只是比例大小不同。交际

愈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愈远；乡土根性的效能是把某一

语言事实保持在它以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

二、读后感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我阅读的第一本语言类学术书籍，索绪尔的这

本书是他的学生根据当时的手稿和上课笔记整理而成的，里面的观点

是具有创新性的。浏览了目录和序言后，我选择阅读第四编地理语言

学。“地理语言学”这个题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一部分的内容跟

现实生活有联系，可以把一些抽象的概述性语言转化为现象。接下来

在阅读这一编中，我也看到了大量举例，使文字易懂。印象颇深的一

部分是分析地理差异的原因，使用了绘图解析的方法，形象地解释时

间因素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一个地区的语言变化不是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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