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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语言学史就是中国历代语言学家对中国境内的语言不断加深认识的发展历史，通过研究中国语言
学史的渊源、流派，探索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规律，可以促进我国语言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本书共分八章，就中国现代语文运动、语法学、音韵学、文言学、汉字学等等一系列与现中代语
言学发展史相关的学科作了详尽的阐述。
     社会化的内容是双向的。
一方面语言学要为社会服务，要走向社会调查语言，要为社会制定语言政策、文字政策；另一方面社
会的变革又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中国语言学不再只是面向书本，不再只是面向古代，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自生自灭的一门学问，也不
再是少数语言爱好者从个人兴趣出发所从事的个人事业。
中国语言学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
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营造社会生活。
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
响。
”（《中国语文学会之发起与成立》，见《国文月刊》55期，1947年）民国时代，官方也成立了语言
文字的专门研究机构，许多高等学校开设了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课程，个别大学还创办了语言学系，现
代语言学家差不多都是大学教师或语言文字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
这门学科在半个世纪之内就有如此长足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这种变革给语言文字学提出
了新的任务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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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九盈（1932年——），湖南省安仁县人，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其子
为何鲤。
何九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
何九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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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现代语文运动　概况　第一节 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　第二节 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　第三
节 汉语拼音化的发展过程　第四节 普通语言学的兴起第二章 语法学　概况　第五节 古代汉语语法研
究　第六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第七节 古今语法比较研究　第八节 文法革新问题　第九节 汉语语法
理论研究　第十节 文言虚字工具书第三章 音韵学　概况　第十一节 上古音研究　第十二节 中古音研
究　第十三节 北音学的建立　第十四节 “国音学”和北京音系研究　第十五节 等韵源流的研究　第
十六节 音韵学史与概论性的著作第四章 方言学　概况　第十七节 方言分区　第十八节 方言考古　第
十九节 方言调查第五章 汉字学　概况　第二十节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一节 《说文》研究　第二十二
节 汉字改革　第二十三节 文字学史和概论性的著作第六章 训诂学与辞书编纂　概况　第二十四节 训
诂理论的建立　第二十五节 词源研究　第二十六节 经籍旧音考辨　第二十七节 古辞书研究　第二十
八节 辞书编纂　第二十九节 训诂学史和概论性的著作第七章 修辞学　概况　第三十节 修辞理论研究
　第三十一节 修辞格研究第八章 非汉语语言文字学　概况　第三十二节 中国境内语言的谱系分类　
第三十三节 非汉语语言调查　第三十四节 非汉语文字研究　第三十五节 非汉语古语言考证全书结语
后记跋人名索引参考文献重印后记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修订本后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章节摘录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书面汉语一直以文言为正宗，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
文言文成为社会变革、文化发展的一大障碍。
文言退出历史舞台，用现代书面汉语取而代之，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过程。
晚清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对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
可以说，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紧密相关。
　　19世纪末，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书面汉语改革的潮流。
站在这个潮流最前面的就是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等一班维新人物。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人。
历官使日参赞、驻美旧金山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
他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写成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就注意到了中国“语言文字之不相合”的
弊端。
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
”他说的“语言与文字”就是指口语和书面语。
黄遵宪还赞扬方言白话小说：“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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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共分八章，就中国现代语文运动、语法学、音韵学、文言学、
汉字学等等一系列与现中代语言学发展史相关的学科作了详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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