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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多日，张昕同志拿来书稿要我作序。
我在审阅书稿中，不禁联想起过去有些人对现代汉语语法学习兴趣不浓，其

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句子成分分析重表层结构、轻深层语义，不能较好地理解
修饰语与中心语语义指向不一致的现象。

而今，张昕同志的《语言的生成与表达》一书，在 “句子成分的语义指向”

段客观地揭示了隐性语义关系和显性句法结构的不对应现象，它对我们准确深入
地理解句子语义关系重大，解决了唯意义论和唯结构论不相协调的矛盾，为语法
研究和语言应用相结合，开拓出道路，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大
创新。困扰我多年的疑虑豁然而解，不由得心里共鸣、欣慰、发出赞叹: 后来者
居上啊!

读完《语言的生成与表达》，发现创新之处远不止于此。诸如关于言语交际
中的歧义现象与解决办法，对 “把”字句、“比”字句、“被”字句等特殊句式
的分析，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的修辞特色，网络语言、教学语言、交际语言的表达
研讨，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分析全面透辟，联系实际贴切自然，很有启发
性，令人信服。

该书 20 多万字，参考中外著述 50 多篇 ( 部) ，内容涉及语言学、心理学、
现代汉语、教育学、人际交往等学科，相当广阔。理论高屋建瓴，纵向联系语言
的产生和发展，是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理论的结合与延伸。如“语言与言语的
本质”是继承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批驳马尔谬论的传统观点，
又汲取了当代如索绪尔等专家的学术见解而有所细化和发展; 横向结合语言在不
同领域中的应用，扩展了语言应用范围的研讨。全书把多年知识熔为一炉，深入
浅出，侧重于现代汉语词义、语法、修辞在言语中的表达规范，阐发了语言在不
同领域中的表达风格和特点，称得上博而有精。

该书共分八章，前三章剖析了语言和言语的本质差异，从语言生理、心理学
入手，阐释了语言活动的生理基础和语言获得理论，明确了语言的生成与产生过
程，还在探讨口语和书面语的基础上，拓展了网络语言的研讨; 后五章阐述了语
言表达中词义的准确、语法的规范、修辞的技巧，又着重对教学语言、交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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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专门深入的研讨，亦可谓广而不乱。
从感知角度讲，我以为语言可分为有声和无声，有声语言是听觉语言，可分

为日常交际语言、教学语言、广播语言等; 无声语言是视觉语言，可分书面语
言、网络语言、体态手势语言等等。严格说来，网络语言、体态手势语言不能独
立，它们只能是语言交际的辅助手段。不过随着网络现代化和年轻一代人的普遍
应用，必须正视网络语言的客观存在。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要模范贯彻执行汉语
言文字法，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就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规范汉字用
语的责任。研讨网络语言的语体、构词、语法等特征，引导规范网络用语，应该
看做是与时俱进的开拓之举。张昕同志开了个好头，望后来者继续深入研讨，汲
取网络用语中有生命的词语，淘汰低级庸俗，为网络语言的纯洁健康发展扫清道
路，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添砖加瓦而尽力吧!

书稿结合教师口语课程的特点，将现代汉语基本理论与口语实践相结合，探
讨了有声语言的特性和教学语言、交际语言的规范表达，书中引用中外名人轶事
典故说明道理、原则，具体贴切、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一扫过去的干巴巴说教
和繁琐分析之弊。这也是该书实践性、趣味性的突出特点。

当然，书中观点仅为一家之言，有些观点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瑕不掩玉，
这部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证明它是学科交叉、知识更新之力作，在推动语
言教学与研究方面将愈来愈显示出创新的魅力来。

张昕同志 20 多年来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教师口语、语言学概论、
写作、大学语文等语言课和基础课的教学，这些实践是她写此著作的基础。现在
她已步入中年，一心扑在教学科研上，参加和主持国家与省级多项科研项目，在
全国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获省、市科研奖多次，入选宝鸡文理学院高层
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学术带头人”。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孜孜不倦攀
登科学高峰不辍，学术成果和识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为社会所认可、为
后人所传承，令人感佩!

张昕在上世纪 80 年代听过我的古代汉语课，近十年我任教学督导又来听她
的现代汉语课，互相交流学习吧! 古人云: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
于水”;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诚哉! 斯言。

读罢张昕的书稿，感叹、共鸣、欣慰、振奋诸情油然而生。因为长江后浪推
前浪，一代新人超故人啊! 这部凝结作者几十年教学科研心血的著作付梓问世
了，我感慨万端，言不尽意，祝她在教学科研中再上新台阶! 兹为序。

七旬有四 李慎行
2011 年 5 月 16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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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言和言语

第一节 语言的本质

人类语言和人类社会是同步产生的，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祖先为了生存
和获得必要的劳动成果，必须依靠群体。只有群体才能增加他们的力量，只有语
言才能作为群体之间的交际工具。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便有了传情达意的载体和
媒介，同时也获得了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武器。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传播信息，
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探讨问题，辩论是非。语言产生于人类交际的需要，并为
人类的交际服务。因此，语言研究需要认识和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特点，从而发
展和提高语言知识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

一、语言是什么

语言学界至今对语言还没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定义。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学派对语言有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可以把语言定义为: 人类用于交际和思
维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蜜蜂、海豚、黑猩猩等动物，都有自己交际的手段，但
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它们没有人类这样的语言，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人类可
以使用多种工具进行交际和思维，但是，语言是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最为重要的
工具。因此，当人们在进行交际活动时，必须运用语音、词汇和语法来表达思
想，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语音、词汇和语法 ( 即语言三要素) 的总和这个客观
事实称为“语言”。它是符号系统，是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语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认识和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特点，从而认识和揭示
人的本质特点。任何一种语言学说，无论它立足于什么角度、采用什么研究方
法，最终都必须对人类语言的本质特点作出回答。语言是一个多面体，从不同的
角度看，它会表现出不同的本质特点。比如，从语言的属性特征来看，语言是一
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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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又是一个由语音和语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概括来说，
语言的属性特征和功能特征反映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而语言的结构特征则反映了
语言的结构本质。因此，要弄清语言的本质，就要从语言的社会本质和结构本质
这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二、语言的社会本质———社会属性

( 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首先，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只

有人类才有真正的语言。许多动物也能够发出声音来表示自己的感情或者在群体
中传递信息，但是这都只是一些固定的程式，不能随机变化。只有人类才会把无
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再把为数众多的语素按
照各种方式组合成话语，用无穷变化的形式来表示变化无穷的意义。

其次，语言的交际功能是语言基本的社会功能。语言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
作为交际工具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
要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就需要语言，人们用它进行交际，交流思想，以便在认知现
实、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协调相互之间的行为，以取得最佳的效果。所以，语言是
人类的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人类社会使用的交际工具不止语言一种，除语言之外，人们在交际中还使用
身势、面部表情等伴随动作，旗语、信号弹、红绿灯、电报代码、化学公式之类
符号和文字做交际工具，但它们决不能与语言相提并论。伴随动作一般都是在语
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伴随语言交际一起发生; 旗语之类是建立在语言、文字
基础上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们的服务领域相当狭窄; 文字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
上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 只有语言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这
个交际工具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是人们一刻
也不能离开的东西，而且它是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交际工具而独立存在的交际工
具，它的服务领域极其广阔，这就确定了它的最重要的地位。

语言虽然能够表达或反映语言使用者的精神或观念，但它本身并不是精神和
观念，而是物质，是一种实体，是精神活动赖以存在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物
质形式或中介形式。决定语言本质的不是单纯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类社会，是社
会的人对交际的需要。离开了社会，离开了社会交际的需要，不用说语言的存在
和发展，就连语言的产生也是不可能的。个体的人只有在社会集体中，在与社会
成员的相互交际中，在社会集体言语活动的影响下，才能真正掌握或使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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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在人类社会中后天获得的，而不是先天的、自发形成的，
先天的语言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条件。

( 二) 语言具有全民性
俄国语言心理学派代表人物波铁布尼亚的一个著名论断是: 语言具有民族

性，而民族的特点就是语言的共同性。正如他在 《语言与民族性》一文中所指
出的: “语言的全人类性质是存在的: 从声音来看，都是可分成段的; 从内部
来看，都是为思想服务的信号体系。语言的其他性质则是部族的，而不是全人
类的。没有任何一个一切语言都必须遵循的语法范畴和词汇范畴。”①语言的民
族性，是各语言社团长期的文化习惯、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惯性和审美情趣等
在语言中的积淀，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深层精神。正因如此，一个民族的语言，
就是这个民族的标志和形象。

其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所谓社会现象就是指那些与人类共同体的一切
活动———产生、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的现象。社会现象可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两大类。经济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
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
施。语言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经济基础，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所谓
“特殊”，是指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特点在于: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
交际工具，一视同仁地为社会服务，这种工具能使人们相互了解并协调他们在人
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的共同工作。

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靠语言来维持，如果没有了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
断，社会就会解体。因此，语言对全社会的每个人来说是一视同仁的，语言归全
社会所共有。

其二，语言没有阶级性。这是因为语言是由全民创造的，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与整个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息息相关，而并不受阶级的制约。人类出现的时候，

语言就同时产生了，那时社会不分阶级;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阶级消亡后的社会里，

语言继续存在并为全社会服务。即使在阶级社会中，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由一个阶
级单独创造出来并为单独一个阶级服务的，不论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怎样尖锐，它们
之间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彼此还得用共同的语言来交际。

语言在人们的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变异，可以产生社会方言，如阶级习惯
语、行话等等，但这些变异不足以影响语言全民的交际工具的本质，因为这些东

①王远新． 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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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并不影响全民共同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

( 三) 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
首先，从语言和思维的起源方面看，语言和思维是同时发生的，二者的发

生、发展是人类心智生长过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事实上，语言和智力特
性是从不可企及的心灵深处相互协调地一同产生出来的”，“语言与精神力量一道
生长起来，受到同一些原因的限制，同时，语言构成了激励精神力量的生动原
则。语言和精神力量并非先后发生，相互隔绝，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的同一不
可分割的活动。”①这种发生学上的同源性，决定了语言和思维的密切关系。

其次，从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来看，语言与思维相互依存。人类思
维的成果依靠语言的帮助得以巩固和发展，没有语言无法进行思维，没有思维也
不会有语言。

思维是认识现实世界时的动脑筋的过程。人们不但在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
时候要运用语言，就是在进行思维，形成思想的时候，也要运用语言，所以，语
言不但是交际工具，而且是思维工具，也是认识成果的贮存所。不论人的头脑中
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
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
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
成为可能的了。思维是跟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语言无法进行思
维，没有思维人们也不会有语言，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意义正是思维成
果或思维材料在语言中的表现，意义来自思维。因此，世界上既没有无所依托的
赤裸裸的思维，也没有可以脱离思维而能独立存在的语言。

语言又是交际工具，人类思维的成果依靠语言的帮助得以广泛交流。依靠语
言的帮助，人类才能一代代地积累知识，才能不断地发展。人们从幼儿牙牙学语
时就开始了认识世界的活动，每个人认识世界的活动，一方面是掌握和运用人类
已经得到的知识，另一方面是获取前人还没有获得的知识。人和别的动物不同，

人以外的动物所反映的现实世界只限于直接作用于它们的一些现象，只限于它们
所看到、听到、嗅到、触到、尝到的东西。人则不同，人不必也不可能事事亲身
经历，他们能够通过语言交流 ( 口头的或书面的) 而获得知识，由于语言的帮
助，了解到的现实世界的范围比起自身的实际经验要广阔得多，人类思维的日益
精密，认识能力的日益加强，首先依赖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同时也得力于语言。

①〔德〕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27，4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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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语言与思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语言与思维相依为命，彼此不能
分离。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区别在于:

第一，功能不同。语言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思维不是工具，是人
脑的一种高级神经活动。

第二，规律不同。语言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民族性，各民族有不同的语
言，思维作为人脑特有的机能是全世界人类共有的。正因为全人类的思维规律是
相同的，所以各种语言才有互相翻译的可能。相反，同一思维内容可以用不同的
语言形式来表达。

第三，范畴不同。语言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思维属于逻辑学的范畴。所以语
言中的结构单位不一定要和思维中的结构单位发生一对一的联系，不同的语言结
构单位可以和相同的思维结构单位相联系，同一个语言结构单位也可以和不同的
思维结构单位相联系。而且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畴，现实生活中就存有这样
的矛盾，合乎逻辑者不一定合乎语法，合乎语法者未必合乎逻辑，既不能用语法
分析代替逻辑分析，也不能用逻辑分析代替语法分析。

第四，存在形式不同。语言是物质的，是以声音作为物质外壳的; 思维是大
脑的神经活动，是观念性的，没有高低、轻重、长短等物质属性。思维只有通过
语言才能存在。如概念、判断和推理这几种思维形式和语言中的词与句子并非完
全对应，也可以证明语言和思维的区别。

例如“老”是一个多义词，据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它有 16 个义项，表
达十几个不同的概念; “他在火车上写字”是个多义句，可以表达两个判断，一
是“他坐在火车上写字”，二是“他把字写在车厢上”; “因为学生考试作弊是要
受到处分的，所以学校处分了他”，此复句省略了大前提 “所有考试作弊的学生
都要受到处分”，用简略的语言形式表达了完整的推理。

语言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
外壳的表现形式。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
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
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
体。语言具有稳固性和民族性。

三、语言的结构本质———自然属性

( 一) 语言是一种符号
我们除了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方面来认识语言，还可以从语言自身结构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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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语言的性质和特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索绪尔在他的 《普通语言学教
程》中系统地提出了“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理论，从而从语言学本身的结
构方面阐述了语言的性质。

符号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记号、标记。符号
是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构成的结合体。形式是人的感觉器官可以感知的，内容则
是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以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为例，根据我国的交通规则，绿灯、

红灯、黄灯分别表达通行、禁止通行、准备停车或慢行的意义。这里绿、红、黄
是人的视觉可以感知的颜色，是符号的形式，通行、禁止通行、准备停车或慢行
则是形式表达的意义，是符号的内容。

符号的种类很多，一般包括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触觉符号三种。视觉符号
如身势、表情、信号灯、指挥棒、文字，听觉符号如号声、铃声、哨声、语言、

音乐，触觉符号如盲文等。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由社会约定俗成
的，而不是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语言是一种听觉符号，是由形式和意义结合而成的，语言符号的形式是声
音，意义是人们对现实现象的概括的反映。音义结合的统一体构成符号，成为现
实现象的代表。例如“人”这个符号，“rén”是它的语音形式，“能制造工具并
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是意义内容。语音和语义的联系是社会成员共同约
定俗成的，个人不能任意改变这种联系。正确理解音义间的相互关系是掌握语言
符号性质和特点的关键。人们就是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认识现实的。所以从本
质上看，语言是一种符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声音是语言符号的特质形
式。因此，语言符号使用起来最简便，容量最大，效果也最好。

( 二) 语言符号具有哪些特性
语言符号除了具有一般符号共有的特点外，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性。这种特

性主要反映在任意性、强制性和线条性三个方面。

所谓任意性是就语言符号的音与义的相互关系来说的，语言符号是语音和语
义的结合体，然而它们的结合不是必然的，而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是语言符号
的最大特点。语音和语义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用什么样的语音联系什么
样的语义完全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不同语言可以用不同的语音来表示相同的语
义，比方说“书”，汉语读“shū”，英语读 “book”，都表示 “成本的著作”之
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不同语言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音义结
合是必然的，那就不会有古今语言的差异和民族语言的不同了。

所谓强制性是指语言符号一经创造出来，并被社会接受，即被约定俗成，在
同一社会、同一时代，对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是强制性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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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经过社会的重新约定，它是不可以擅自改动的。个人擅自改动，是无法实现
交际功能、达到交际目的的。例如你指着 “天空”说那是 “地面”，别人是不会
认可的。

所谓线条性就是语言符号的使用只能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一个符号跟着
一个符号依次出现。如 “世博欢迎您”，每一个字只能顺着时间的先后依次说
出，绝不可能在同一时点中同时说出两个字来。依次出现的语言符号要遵守一
定的语言规则，如汉语可以说 “我写字”，不能说 “字写我”，这就是说，语
言符号的线条性是由语言规则支配的，对社会成员具有强制性。语言符号的线
条性只能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这是因为它以声音作
为形式的缘故。

( 三)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所谓“系统”，指的是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语言既然是一种

符号，但它不是单个的符号，也不是杂乱无章的符号堆，而是一个符号系统，是
一个由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基本要素及其单位 ( 语音单位是音素、音位、音
节，词汇单位是词和固定短语，语法单位是语素、词、短语、句子) 构成的十分
复杂的系统，它们合乎规律地共处在语言整体之中: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
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则。它们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地共同
发挥着语言的交际功能: 词汇必须接受语法的支配才能组合表达一定语义的语
句，语句又必须通过语音才能固定下来并传递给别人。

语言符号系统是分层级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底层是一套音位组合。一种语言
的音位数目是有限的 ( 只有几十个) ，但音位的组合却能成百倍地增加，这些组
合为语言符号准备了足够的语音形式。语言层级体系的上层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和
符号的序列。这一层又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语素，意义和声音在这里结合为最小
的语言符号。第二级是语素构成的词。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词和句子都是
符号的序列。在这个层级体系里，低一层级的单位比高一层级的单位要少得多。

语言符号层级体系或分层装置是通过组合和替换运转起来的。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犹如几何中的横轴和纵轴。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
称为符号的组合关系，它指的是由两人以上相连续的语言符号组合而成的线性关
系，如语素组合成词 “语———言———学”; 词组合成短语 “语言学———的———分
类”，短语和词组合成句子。聚合关系是语言单位按某些共同点相互联系的纵的
潜在关系。在语链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它
们自然地聚集成群，它们彼此的关系就是聚合关系。聚合关系在语链上是潜在
的。语言研究最关心组合位置中的替换，因而也比较多地从这一角度研究语言中



语
言
的
生
成
与
表
达

8

的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组成语言系统的一个纲，是语言系统中两种
根本的关系。语言系统中不但所有语言符号都处在这两种关系之中，而且构成符
号的音位和意义也都处在这两种关系之中，这就保证了语言这个层级装置的运
转，从而使有限的符号和规则创造出无限的句子。

第二节 言语的本质

一、什么是言语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语言和言语作为一对同义词来使用，并不认为二
者有什么不同。例如“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言语要接近民众。”这两
句中，“语言”和 “言语”的含义是一样的，可以替换。但是，有些句子里语言
和言语的含义却不相同，不能替换。例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你走的时候言语一声。”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不同的，它们各有特定的含
义。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最先明确提出语言与言语在语言学中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索绪尔认为语言 “是言语活动事实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
“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
了使个人有可能行驶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是使一个人能够
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
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
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 言语 “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 ( a) 以说话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 ( b) 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
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 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
的”，“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简言之，言语是个人对语言的运用和语言
运用的产物。①

我国语言学界许多学者 ( 方光焘、施文涛，1959; 高明凯，1960; 岑麒祥，
1961; 田茹，1961; 戚雨村、吴在杨，1961; 王希杰，1984; 刘叔新，1992; 岑
运强，1994)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也区分语言和言语，但对 “言语”的所指却有
不同的理解。主要有四种意见:

( 1) 指用语言手段表现一定思想的表达形式，即言语作品的形式; 并认为语

①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明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30、4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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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言语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 方光焘、施文涛，1959; 方光焘，1961; 岑麒
祥，1961; 王希杰，1984)

( 2) 指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的总和。 ( 高明凯，1960; 刘叔新，
1992)

( 3) 指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产物的统一体。 ( 戚雨村、吴在杨，1961; 岑运
强，1994)

( 4) 指言语活动的产物，即说出来的“话”。( 田茹，1961)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笔者认为言语是个人说的行为 ( 说话) 和结果 ( 所说

的话) 。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指“说话” ( 包括写作) ，“说话”是
对语言的运用，是交际行为，而不是具体的语言，语言学称之为 “言语行为”。
我们常说“某某人不言语了”，这里的“言语”指的是运用语言的行为而不是语
言。另一个是指“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 ( 包括写出来的文章) 是人们运
用语言表达思想所产生的结果，即是使用语言的产物，语言学称之为 “言语作
品”。因此概括起来，言语就是人们利用语言符号和规则来造句的行为和所造出
来的句子。言语是在人类生活中存在的一种最常见、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它是人
们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一种行为活动 ( 也称 “言语行为”或 “言语
活动”) 。

二、语言与言语的关系

语言和言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范畴。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
分，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

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部分，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
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是言语活动中带有个人特色的部分。语言是个
抽象的实体，言语是个人对语言的具体运用。“毫无疑问，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
连而且互为前提的: 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 但
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要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
“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 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
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①这里，索绪尔阐述了语言和言语的辩
证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明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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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语言是说话、表达思想的工具; 而言语是使用语言工具的行为和结
果。语言系统是社会共有的交际工具，因而是稳固的，具有相对的静止状态。言
语是人们运用语言这种工具进行交际的过程和结果，是自由结合的，具有相对的
运动状态。

第二，语言更具社会因素，言语具有个人因素。语言是个系统，是言语活动
中社会成员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部分，是社会共有的交际工具。人们在运用这个
工具的时候，必须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因此，社会因素是它的本质因素，而言
语是人们运用这个工具的过程和结果，它具有个人特色，在每个人说话的嗓音、

每个音的具体发音、每个人使用的词语和句子结构等方面都有个人特色，而且每
个人每一次说话都是不同的。这些都是言语现象和言语要素。因此言语除了具有
社会因素，还具有个人因素。

第三，语言相对封闭，而言语则相对开放。语言系统的各个结构成分 ( 语音
成分、词的数量和构词规则等) 是有限的，但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作为一个行
为过程，人们所说出的话是无限的，每句话语的长短在理论上也应该是无限的，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追加成分而使它变得更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们说出无
限多的话语。

简单地说，语言是言语活动中同一社会群体共同掌握的有规律可循而又成系
统的那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从语言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全社会约定
俗成的同质系统，而在抽象的过程中，就必须把所有的个人要素或个人杂质全排
除出去。而含有个人要素或个人杂质的说话行为和说出来的话只能属于言语，但
言语是很难找到规律的。

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言语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语言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词语
和规则的总和。语言存在于言语当中，言语是语言的存在形式，没有言语就无所
谓语言，同时，没有语言，言语就难以让人理解。因为言语总是以语言为活动基
础的，语言在言语中起着规范的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语言和言语是一般与个
别的关系、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次，语言是对言语的规范，语言来源于言语，又作用于言语，言语必须遵
循语言规则。语言虽然是第二性的，但它对言语并不是消极的，相反，它对第一
性的言语起着一种积极的巨大作用———强制性的规范作用。使得任何一个说话的
人 ( 写作的人) 都必须遵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否则，就不能被人们所理解，也得
不到社会的承认。

语言只能存在于言语之中，只能在言语中被感知，活的词汇词义和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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