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语言和文化

汪大昌 著
首都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组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语言和文化 /汪大昌著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ISBN 978-7-81119-676-4

Ⅰ. 语… Ⅱ. 汪… Ⅲ. 文化语言学 －研究 Ⅳ.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09) 第 073197 号

YUYAN HE WENHUA
语言和文化
汪大昌 著

责任编辑 王 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 总编室) 68982468 ( 发行部)
网 址 cnuph． com． cn
E-mail master @ cnuph． com． 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1092mm 1 /16
印 张 15. 5
字 数 274 千
定 价 31. 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语言和文化 3…………………………………………………………
1. 1 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3…………………………………………………
1. 2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6……………………………………………
1. 3 语言学的深入全面研究 9……………………………………………

第二章 文化交流与语言交流 13……………………………………………
2. 1 外来文化对汉语的影响 14……………………………………………

2. 1. 1 音译词的大量出现 14…………………………………………
2. 1. 2 外来文化背景下的同形词 18…………………………………
2. 1. 3 剩余语素开始出现 20…………………………………………

2. 2 日文问题 23……………………………………………………………
2. 2. 1 日文借用古代汉语词汇构成的新词 24………………………
2. 2. 2 日文借用汉字组合构成的新词 26……………………………
2. 2. 3 日文借用汉字部件构成日文汉字 28…………………………

2. 3 中国 ( 汉) 语言和文化对外语的影响 30……………………………
2. 3. 1 “中国”在外语中的词源 30………………………………
2. 3. 2 纸张、丝绸、瓷器和茶叶 36…………………………………

2. 4 语言交流中的互补、辗转、调整以及难以避免的损耗 42…………
2. 4. 1 文化的互补 42…………………………………………………
2. 4. 2 辗转 44…………………………………………………………
2. 4. 3 调整 45…………………………………………………………
2. 4. 4 难以避免的损耗 46……………………………………………

第三章 北京话的形成及相关问题 49………………………………………
3. 1 北京话的特点 49………………………………………………………

1



语言和文化


3. 2 北京的历史 50…………………………………………………………
3. 3 北京的居民 53…………………………………………………………
3. 4 东北地区的居民 56……………………………………………………
3. 5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 59…………………………………………
3. 6 北京话和东北话 63……………………………………………………
3. 7 北京话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人文因素分析 65……………………

3. 7. 1 地理因素 65……………………………………………………
3. 7. 2 移民因素 67……………………………………………………
3. 7. 3 经济文化高速发展 68…………………………………………
3. 7. 4 民族之间的密切往来 70………………………………………
3. 7. 5 北京话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人文因素分析 72……………

第四章 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 75……………………………………………
4. 1 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心理因素 75……………………………………
4. 2 敬称词语分析 77………………………………………………………

4. 2. 1 名实不符现象及其成因 77……………………………………
4. 2. 2 语义构造不对称现象 79………………………………………
4. 2. 3 词语使用不对称现象 80………………………………………
4. 2. 4 词汇系统不对称现象 81………………………………………

4. 3 一般词语分析 81………………………………………………………
4. 3. 1 有标志 /无标志 81……………………………………………
4. 3. 2 两性通称词 85…………………………………………………

4. 4 詈辞 86…………………………………………………………………
4. 4. 1 詈辞的构成方式 86…………………………………………
4. 4. 2 詈辞显示的性别歧视 87………………………………………

4. 5 亲昵词语和亲昵言语行为 88…………………………………………
4. 6 禁忌语 91………………………………………………………………

4. 6. 1 避讳 91…………………………………………………………
4. 6. 2 忌讳 97…………………………………………………………

第五章 汉字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99……………………………………
5. 1 汉字和避讳 99…………………………………………………………

5. 1. 1 缺笔 99…………………………………………………………
5. 1. 2 更换偏旁 101…………………………………………………
5. 1. 3 更换同音字 101………………………………………………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5. 1. 4 空字 101………………………………………………………
5. 1. 5 关于字音 102…………………………………………………
5. 1. 6 与汉字相关的忌讳 102………………………………………

5. 2 文字狱 104………………………………………………………………
5. 3 拆字测字 106……………………………………………………………
5. 4 女文字 106………………………………………………………………
5. 5 字音演变中的社会心理作用 107………………………………………
5. 6 汉字工具书、文学作品中的“禁忌字” 109………………………
5. 7 汉字传播的文化因素 110………………………………………………

5. 7. 1 汉字系统的其他文字 110……………………………………
5. 7. 2 文字传播和宗教 111…………………………………………
5. 7. 3 拼音和非拼音文字 113………………………………………

第六章 佛教文化对汉语和汉语言学的影响 115……………………………
6. 1 佛教传播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 115………………………………
6. 2 佛教传播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117………………………………………

6. 2. 1 音译词 118……………………………………………………
6. 2. 2 复合构词 119…………………………………………………
6. 2. 3 利用汉语原有词语 119………………………………………
6. 2. 4 成语 120………………………………………………………
6. 2. 5 歇后语 121……………………………………………………
6. 2. 6 人名用字 122…………………………………………………

6. 3 佛教传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124………………………………………
6. 4 佛教传播对汉语言学的影响 125………………………………………

6. 4. 1 佛教传播与汉语语法学 125…………………………………
6. 4. 2 佛教传播与汉语音韵学 128…………………………………

第七章 语言和民族 136………………………………………………………
7. 1 民族的语言 136…………………………………………………………

7. 1. 1 语言差别的差别 136…………………………………………
7. 1. 2 民族和语言的不对称 138……………………………………

7. 2 民族分离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141………………………………………
7. 3 民族交往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145……………………………………

7. 3. 1 民族交往中的拒绝 145………………………………………
7. 3. 2 借用中的民族压迫 147………………………………………

3



语言和文化


7. 3. 3 文字的力量———固有词和外来词，一般词汇和基本词汇
149………………………………………………………………

7. 4 亲属称谓和民族文化 152………………………………………………
7. 4. 1 现代汉民族各地方言亲属称谓系统对比 152……………………
7. 4. 2 古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 155……………………………………
7. 4. 3 几种主要语言亲属称谓词语的比较 157………………………

第八章 语言和地理 160…………………………………………………………
8. 1 地名的语言学分析 160…………………………………………………

8. 1. 1 地名中的借词 160………………………………………………
8. 1. 2 地名中的古音 163………………………………………………
8. 1. 3 地名和移民 164…………………………………………………
8. 1. 4 地名的构造 166…………………………………………………
8. 1. 5 地名中的地理历史文化信息 167………………………………
8. 1. 6 市内地名 169……………………………………………………

8. 2 语言的地理分布 171……………………………………………………
8. 2. 1 稀疏型和密集型 171……………………………………………
8. 2. 2 连续型和间隔型 173……………………………………………
8. 2. 3 分界型和混合型 176……………………………………………

8. 3 方言过渡: 地理的和非地理的 178………………………………………
8. 4 方言之间的差异和地理距离 180………………………………………

第九章 语言和戏剧 183…………………………………………………………
9. 1 戏曲流行和方言分布 183………………………………………………
9. 2 (传统) 京剧的字调系统 188…………………………………………
9. 3 (传统) 京剧的声韵系统———尖团字和上口字 190……………………

9. 3. 1 尖团字 190………………………………………………………
9. 3. 2 上口字 198………………………………………………………

9. 4 (传统) 京剧中北京语音的表现和影响 202……………………………
9. 4. 1 平翘舌问题 202…………………………………………………
9. 4. 2 入声字和文白异读问题 203……………………………………

第十章 语言和文学 205…………………………………………………………
10. 1 文学活动对语言发展的促进作用 205…………………………………

10. 1. 1 文学活动促进了语言规范化 205………………………………
4



目


录

10. 1. 2 文学活动促进了语体发展 207…………………………………
10. 1. 3 文学活动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确立 210………………………

10. 2 文学作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宝贵材料 212……………………………
10. 2. 1 语音研究举例 213……………………………………………
10. 2. 2 词汇研究举例 213……………………………………………
10. 2. 3 语法研究举例 217……………………………………………

10. 3 语言学研究有助于文学研究 218………………………………………
10. 3. 1 语言学研究有助于分析文学作品的版本和作者 218…………
10. 3. 2 语言学研究有助于文学欣赏 222………………………………

复习-思考-讨论 225………………………………………………………………
索引 230…………………………………………………………………………
参考文献 237……………………………………………………………………
后记 240…………………………………………………………………………

5



书书书

绪　


言

绪　言

很有可能是受到苏联的影响，我国高校的语言学课程过于看重语言结
构的分析，而对于语言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语言
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联，则较少涉及。这种情况至少可以上溯到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这样的内容安排当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语言教学
自身的发展。我们很有必要为提高学生语言学素质、改进语言学教学进行
探索。

本书以语言结构分析为基础，对于语言中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内
容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讨论。第一章“语言和文化”通过实例说明单一的语言
结构分析不足以全面解释语言现象，必须从社会、历史、文化诸多方面认
识语言，由此引出全书的基本内容。这一章还介绍了语言学中极有影响又
很有争议的“沃尔夫假设”。本书认为，对沃尔夫假设的争议可以使我们全
面深入地认识人类语言。第二章“文化交流和语言交流”详细介绍了中外文
化交流中的语言问题，作者期望学生从中了解语言与文化的错综复杂关
系。第三章“北京话的形成及相关问题”以北京方言的形成为例，详细说明
了地理位置、移民、民族交往、经济文化发展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第四
章“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分别从敬称、一般称谓、亲昵词语、詈辞、禁忌
语方面介绍社会心理对于语言使用的影响。第五章“汉字使用中的社会文
化因素”承接上一章的内容，只是从语言方面转向了汉字。第六章“佛教文
化对汉语和汉语言学的影响”主要从语体、词汇、语法学、语音学方面介
绍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化的巨大影响。第七章“语言和民族”以中国境内少
数民族语言为主，介绍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民族语言、方
言、亲属语言、民族交往引发的语言演变等方面。第八章“语言和地理”讨
论了语言的地理分布特征和地名文化。第九章“语言和戏剧”以京剧为主，
讨论方言与戏剧表演的关系以及戏剧语言的特点。第十章“语言和文学”分
别从语言发展和语言研究两方面阐释了文学作品的巨大意义，同时也举例
说明语言学方法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与传统的侧重语言结构分析的教学内容相比，本书涉及学科领域范围
较广，概念表述很难全部清晰精确，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也有待商榷。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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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语言文化分析的课程，其教学方法更是处于摸索之中。为便于使用，
本书特附索引，将书中重要概念、人物、著作和相关问题逐一列出页码。
本书还仿效丁声树、李荣先生《汉语音韵学讲义》和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
做法，列出“复习与思考讨论”题目，以促进同学的进一步学习。

语言结构分析固然难点多多，但是相对说来，其目标明确、内容单
一。而大量涉及社会历史文化的语言学研讨则背景复杂、内容繁多，要做
到条分缕析，谈何容易。同学们务必多多阅读相关材料，尤其要关注历史
的和现实的语文生活，从中发现规律，从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社
会历史文化诸多方面认识分析语言，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学识，
再以自己的书本知识去指导社会实践。这才是学习的真谛所在。

作　者
２００８年２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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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言和文化

《圣经·创世纪》第１１章说，最初人类联合起来兴建能通往天堂的高
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们相互不能沟
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个古老的传说实质上反映了古
人对于语言现象的好奇和困惑。

语言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我们每天不知道多少次地使用
语言，可是我们未必真正了解语言，正如同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空气，
可是直到近代化学问世，我们对空气的了解还是很幼稚的。与空气相比，
语言在构造、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方面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把内心
的想法变成了一段声波以刺激他人的听觉系统，接到刺激的人又会把这样
一段声波在内心里还原为一定的意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过程本身已经足
够复杂了，我们至今还远远不能揭示它的机理。而另一方面，每一个语言
符号本身又是属于一定社会的。这就使得语言交际过程远比一般的生理、
心理过程要复杂。也就是说，语言本身除了生理和心理的属性之外，还具
有很多社会属性，如历史的、文化的诸多因素。这也就是本书将讨论的主
要内容。

１．１　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语言的定义不难寻找。我国教科书中常见的说法是“语言是一种特殊
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
统”。这个定义已经成为公认的对“语言”的表述。相比之下，“文化”的内
涵就不容易把握。权威工具书是这样解释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
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这个定义可谓简
明扼要，也不难理解。

语言和文化应该属于不同范畴，但是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
切。脱离了语言，文化就无以表现；脱离了文化，语言也就成了空壳。这
种紧密联系怎样重视也不为过。本书特别要强调的是后者，即语言中的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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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让我们随便举出几个例子。

（１）２００１年初，中国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核物理专家杨福家被英
国诺丁汉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聘为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众多中文
媒体将此事刊出，称这是中国人首次在欧美名牌大学担任校长职务，
是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地位上升受到重视的有力证明。

（２）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一向被大家认为身体强壮的美国总统布什
短暂昏迷。当天下午，布什总统一个人在白宫休息室观看电视转播橄
榄球比赛实况，他边看边吃一种叫做ｐｒｅｔｚｅｌｓ的小食品，不料这个小
小的东西把总统先生噎了一下，事有凑巧，总统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好在并不严重，很快就苏醒过来，只是面颊上擦伤了一小块。这件事
当然很快就被各国媒体传遍全球。

（３）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６日，北京市交管局出台新政策：从电脑程序中
删除尾数为“４”的车牌号，以使得今后所有新登记车牌不再因尾数为
“４”而遭到登记者的抵制。

（４）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晚间，中国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在日本大阪
世界田径锦标赛获得冠军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
刘翔的问题也是与近年来社会上所谓象征吉祥如意的数字有关：“你
比赛服的号码是４４１，四加四加一等于九，今天你又被安排在第９赛
道，是不是‘９’是你这次大赛的幸运数字？”①

以上几例足以说明语言问题的复杂性。（１）中国大学的负责人是校长，
名称也是“校长”，副职校长是校长的下属，“校长”和“副校长”在汉语中名
实相符。相比之下，英语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比较“麻烦”，而且它在英国和美国含
义不同。在英国一些大学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只是名誉校长，每年只是出席结业仪
式，不负责学校任何具体工作，这个职位其实是象征性的，往往由皇室成
员、著名学者、政界要人来担当，没有实权。学校中真正主事的是副校长
（ｖｉｃｅ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副校长之下还有若干执行副校长（ｐｒｏ－ｖｉｃｅ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负
责学校的各项具体工作。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倒是可以指握有
实权的校长，可是美国大学对校长一般称为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当然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在
美国又可以指总统。中国媒体对这一套称谓显然不太熟悉，把杨教授的英
国行简单地描述为西方名牌大学聘请中国学者担任校长，引起了国人的误

４

① 以上材料分别见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日《环球时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５日《环球时报》、２００３年

３月２６日《北京晚报》和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晚９∶３０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现场直播节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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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其实中国大学体制中不但没有与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相当的角色，中国教育制
度下的 “大学”也不能够简单地与英国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同。西方大学有一定的
宗教背景，有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特权”传统；中国大学，特别是名牌
大学都是政府建立的，一切人事、财务、学制等等重要事务都由政府最终
决定。这样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大学”，在机构设置、人员安
排上当然会有许多不同，不是简单的词语含义差别所能够涵盖的。（２）中
文媒体称，布什总统被一块“饼干”噎住而短暂昏迷，这让中国读者十分好
奇：到底是什么样的饼干使得五十多岁正值壮年的总统先生昏倒在地？其
实布什总统吃的并不是一般中文读者认同的饼干。中文的“饼干”，英文叫

ｂｉｓｃｕｉｔｓ，而布什总统吃的是ｐｒｅｔｚｅｌｓ。ｐｒｅｔｚｅｌｓ在美国中文中一般叫“面条
圈”，环形，有面条粗细，深棕色，酥脆，表面有些细小的盐粒，美国人
喜欢当零食吃，有点像中国人喜欢嗑葵花籽。这东西不宜翻译为“饼干”，

译为“面条圈”也不妥当，因为中文“面条”是白色的黏湿的软绵的，不是能
拿在手中的零食。我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去对译这个ｐｒｅｔｚｅｌｓ。表
面上是这个小小的食品没有妥帖的中文名称，实质上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
没有这类食品。这很像汉语的“豆腐”，英语早期译作ｂｅａｎｃｕｒｄ（豆制的凝
乳），十分费解，后来干脆直接音译为ｔｏｆｕ，效果反而不错。（３）车牌号取
消“４”，此事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争论，赞成者说是政府管理走向人性化，

反对者说是助长迷信。其实，近年来凡是数字编号一类问题，如住址、楼
层、电话、停车位、病床号等等，无一不逢“４”而止、遇“６”“８”“９”则行。

商机当然也就应运而生，如手机号码带“８”（象征“发财”）的和带“４”的相
比，价格可以高出好几倍。其实这种“恐４症”只是近十来年的风气，至少
在老北京话中，“四”不但不“凶”而且“大吉大利”，如“四合院、四平八稳、

四喜丸子、四通八达”。（４）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向全国观众直播的重
大国际体育比赛现场电视节目中，以数字是否吉祥作为自己对中国著名运
动员的首选采访问题，不过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大众文化风气低俗的一个
表现。

很明显，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仪器对空气进行细致的分析、周全的
对比、精确的计算，也可以借助仪器去测量人在讲话时的口腔生理运动和
语音波形与频率，但是却无法测量出词语背后隐含的全部信息。如果我们
想真正深入全面地了解我们每天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我们就必须在语
音、语法、语义构造的探讨之外，在生理基础、物理属性、心理机制的探
讨之外，让语言回归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舞台上，因为语言本是在社
会中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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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在古代希腊，狄奥尼
修斯·特拉克斯在公元前二世纪就撰写了关于希腊语言语法规律的专书
《读写技巧》（希腊语为 Ｔéｃｈē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ē，中文又译为《古希腊语法》、
《写作术》）。公元前四世纪，古代印度人波尼尼就写出了古代印度梵语的
语法书《波尼尼经》。古代中国则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编写了世界上现存最
早的词典《尔雅》。在西方和印度，人们的语言研究工作和主要成果集中在
语法和语音方面，而在中国，则突出地表现在词义和文字方面。从现代语
言学看，古人的研究工作多是关于语言自身结构的探讨。这样的工作是基
础性的，是必需的。不过，因为语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语言不像１０
个阿拉伯数字那样可以轻易地跨越民族跨越时空。任何语言都是在一定时
间、一定区域、一定的民族背景下产生发展使用的，这就使得语言研究工
作不能不考虑使用语言的不同人群、社会、历史和文化。

到１８世纪，德国学者卡尔·威廉·冯·洪堡特（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１７６７—１８３５）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对比研究基础上提出关于
民族精神对比的研究。洪堡特主要学术活动是在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时
代。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发现了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程度不
一的基本结构对应关系，由此可以对看似一盘散沙的各种语言进行系统分
类，即某些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历史来源和演变关系，这样的语言应
该归并到一类，称为“语系”。亚欧大陆主要的语言可以分为印欧、汉藏、
阿尔泰等等，即后世教科书中的九大语系。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地认识到
自己诸多语言之间的系统关系。

历史比较语言学十分关注不同语言之间在基本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
是整个学科的基础所在。洪堡特虽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进行语言研究，并
且在语言结构分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曾经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三种类
型划分的标准：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但他在那个时代中显然是独
树一帜的人物。在关注语言结构差异的同时，较之其他语言学者，他倾入
了大量精力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关系。洪堡特认为，对不同民族之间由语言
结构差异反映出来的精神发展差异的研究才是语言研究的真正目标。洪堡
特的这一观点使得他在语言学历史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在代表作《论
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明确提出：

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这一探索如果不考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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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的相互联系，就失去了所有重大的
意义。

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
面存在，另一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这是因为，智力和语言
只允许并且要求有相互适合的形式。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
现。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民族的语言。二者
的一致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如果我们无意确定上述二者
中哪一方优先，那就必须把民族的精神力量当作现实的解释原则，当
作决定语言差异的真实原因。

洪堡特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认为语言和人的精神活动、民族的思维特
点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想真正认识语言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和民族的精
神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几十年后，洪堡特的这一思想在美洲大陆得到了
高度的重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身兼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美国人类学会
会长的爱德华·萨丕尔（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ｐｉｒ，１８８４—１９３９）在２０世纪美国结构语
言学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却非常重视研究语言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关
系，这很像洪堡特当年从语言结构的对比研究转而发展到语言和民族思维
的关系研究上。萨丕尔对北美洲印第安人语言进行过多次实地调查，他在
分析印第安语言结构时深感英语印第安语言之间的差别不是简单的语言结
构可以解释的，而必须和这些语言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１９２１年，萨丕
尔写成了语言学历史上的重要著作《语言论》，他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想法在
书中已经有所显现：“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
（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
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
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此时的萨丕尔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
系还不十分确定。几年之后的１９２９年，他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
（收入《萨丕尔论文化、语言和个性》）中就明确表示：

语言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向导。虽然社会科学家通常并不认为语
言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语言却强有力地制约着我们对社会过程的所
有的看法。人类并不仅仅是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
的那样仅仅是生活在一个社会活动的世界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已经成为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表达工具的特定的语言。认为我们适
应现时主要并不靠使用语言，认为语言仅仅是解决交际和思考方面的
特殊问题的一种偶然用到的工具，这实在是一种错觉。事实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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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关集团的语言习惯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
从来没有两种语言相似到可以认为代表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
生活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相同的世界只是使用不同的标签
而已。

很明显，萨丕尔非常看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甚至认为不同语言表示
的其实是不同的现实世界，而不是同样的世界使用不同的语言。萨丕尔的
这一看法，后来得到他的学生，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ｅｅ　Ｗｈｏｒｆ，１８９７—１９４１）的推崇，并且被沃尔夫用近乎数学公
理的形式加以表述，后人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Ｓａｐｉｒ－Ｗｈｏｒｆｉａ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也叫“沃尔夫假设”，又称“语言相关性原理”。这一假设的基
本内容是：

说话者的语言通过语言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分类，
决定了说话者的世界观；这种语言系统是说话者连同自己的本族文化
一起继承下来的。①

“沃尔夫假设”的内容其实有两层意思：其一，语言决定人们对世界的
看法；其二，语言是同文化紧密捆绑在一起继承的。按照这一假设，不同
民族之间不仅是语言习惯的差别，而且由此差别造成对世界的看法和思维
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

“沃尔夫假设”的内容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我们知道，人在认识客
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发展完善自己的主观世界。人的认识过程的实质我们还
没有探索清楚。语言肯定是我们认识探究主客观世界时不可缺少的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对于工具的使用者，也就是人类，究竟有没有影响，有怎样
的影响，以目前的科学手段还很难回答。沃尔夫本人把语言的功能说到了
极点。他推崇德国哲学家弗里茨·茂特纳的话，“如果亚里斯多德讲汉语
或者达科塔语，那么，他所创立的将是完全另外一种逻辑，无论如何，完
全是另外一种范畴”。达科塔是美国的一种印第安语。按照沃尔夫这个思
路，汉族人、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很可能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不同。但是这显
然是缺少实证的。沃尔夫曾经对印第安人的河比语言（Ｈｏｐｉ）做过专门的研
究，发现河比语言中对于时间、空间的表达方式与欧洲语言完全不同。他

８

① 这个表述引自Ｒ．Ｒ．Ｋ．哈特曼／Ｆ．Ｃ．斯托克著：《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林书武、

卫志强、周绍珩译，李振麟、俞琼校，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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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论讲河比语言的印第安人具有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他们
的“现实世界”与欧洲人的也就完全不同。沃尔夫曾经说，近年来的物理化
学发展都是由欧洲人推动的，也就是由讲欧洲语言的人群创造的；而土耳
其人和中国人也能够接受近代科学，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欧洲人的推理方
法，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①

沃尔夫的这些观点自问世以来，赞成者少，反对者多。按照他的逻
辑，汉语名词没有单数、复数形式的区分，动词也没有现在、过去、将来
三种时态，形容词没有级的差别，那么讲汉语的人，其数量观念、时间观
念、程度观念就应该与讲英语的人群有着根本的不同。汉语动词没有人称
的变化，英语动词只有单数第三人称形式与其他人称不同，而俄语动词有
单数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和复数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一共六种人
称变化，是否也要据此认为，中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具有完全不同的说
话人和听话人的人称分别呢？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不分男女，采用两性通称
的形式ｔā（“他”、“她”的分别其实只是书面的，不等于语言中有不同的人
称代词），而西方的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诸语言都是要区分男女的，
那么是否意味着讲汉语的人群和讲欧洲语言的人群在性别差异的观念上也
是不同的呢？汉语动词在前，宾语在后，日语正相反；汉语的“吃饭”在日
语词序就是“饭吃”，而古代拉丁语由于词形变化繁复，对于词序的要求就
非常宽松，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古罗马人有着完全不同的
动作习惯呢？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沃尔夫当然不可能给出证明，因为他
的基本方法还只是思辨而不是建立科学实证。

１．３　语言学的深入全面研究

然而，对于“沃尔夫假设”却不能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至少在词汇层
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例证来说明，不同民族之间、同一个民族的不
同方言之间在语言表现上的差别其实与这个民族、这个方言区的人群所关
注的事物大有关联。例如《红楼梦》第２０回中贾宝玉向林黛玉说明自己与其
关系较近而与薛宝钗关系较远，理由是“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
姐妹”。这一理由足以说明问题了：贾宝玉之父是林黛玉之母的哥哥，贾
宝玉之母是薛宝钗之母的姐姐，本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原则，当然
宝玉与黛玉关系较近，而宝玉与宝钗关系较远。汉语为了表示清楚，特设
了“姑舅姐妹”和“两姨姐妹”这两个词语。但是这种关系在翻译时遇到困

９
① 引自岑祺祥：《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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