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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山语言学丛书（第2期）：系统原理下的语言问题》是作者马清华用理性的思考，就中国的
现当代文学中的话题，进行现实的分析。
《江山语言学丛书（第2期）：系统原理下的语言问题》部分章节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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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清华，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攻语义学和句法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教育部项目2项。
在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独著著作7部（如《系统原理下的语言问题》、《语义的多维研究》、《并列结构
的自组织研究》、《文化语义学》等），论文发表于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
、民族语文、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科学、汉语学报、语文研究
、汉语学习、当代修辞学（修辞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国语研究（日本
）等刊物。
曾在日本国立冈山大学（1994—1996）、韩国外国语大学、新加坡新跃大学等外国大学任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原理下的语言问题>>

书籍目录

1 语言化
  1.1 论叹词形义关系的原始性
  1.2 拟声词在语言发生学上的意义
2 范畴化及其理据
  2.1 交通乘用概念的理据及系统运筹
  2.2 并列复合词的有序化机制
3 意义系统及其应用
  3.1 词汇选限联系的确定性和存在基础
  3.2 唯频率标准的不自足性
  3.3 复句的系统复杂与自繁殖
4 系统变则
  4.1 错综关系下例外的形成
  4.2 补偿：语言的一种共时动态机制
5 系统的他组织
  5.1 意义系统的他组织
  5.2 知识如何在分化中造就语言
主要参考辞书（不含古籍）
参考文献
术语索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原理下的语言问题>>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们说话总希望采取省力、讨巧、近便的办法，造词时，先易则能轻松找到一个支
点，然后从容捕捉有难度的其他项。
唧便句法结构中的同型成分，在义序安排上也是如此（如呈显著度递降义序的“大小、深浅、高低”
等）。
虽不排除调序成因中有省力因素的参与，但“‘发音’省力论”至少可以说是十分片面的。
陈爱文、于民（1979）在提出“发音省力论”时坦陈了证据的不足，说：“这个结论毕竟还只是发音
上的感觉和情理上的解释，我们希望提供充分的佐证和客观的证据”，解释时也出现了明显矛盾，一
会儿说：“两字相连的时候，顺着四声和阴阳的次序，发音就省力一点，反之就费力一些”，一会儿
又说：“发上声和去声哪个省力，哪个费力，凭感觉不容易判断。
”某些持发音省力论者更认为，真空对四声调值的描述（即“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
声分明哀远道，人声短促急收藏”）足以表明“平声容易发音，上去人的发音相对困难些”（李思
明1997）。
这颇让人费解。
说平声比入声好发，可以相信，但发平声时声带始终拉紧，发降调逐步放松（电古调值参本节〈2.汉
语节奏特征〉），两者比，恐怕倒是降调好发些，笔者的孩子最先学会的就是一个低降调拟声词。
人们放松、释放时的感叹语也多取降调，可见平调省力说不足为据。
 一应当说，作为调序形成条件的位势差直接表现在前后字声调在语音地位、受关注程度、频率和典型
性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它们的背后显有便捷条件的支持，但主要应是心理上的便捷条件，而非生理上
的发音省力条件，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1语音地位和受关注程度 汉语之所以选择声调作为并列复合词的主要语序基准，一个不可忽略的重
要原因是，声调在汉语音系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和受关注程度。
 首先，声调在汉语音节中是最被注意的表义要素，是整个音节的“神”（罗常培1956：79—104），因
此汉语并列复合词以调序为主。
六朝沈约发现四声以前，魏时李登的韵书《声类》就以五声命字，隋《切韵》、宋《广韵》等韵书也
清一色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都表明声调在字音中的纲的地位。
张拱贵（1990）从推普角度注意到，方言区人改口学说普通话时，“声调总是先于字音而学到手。
⋯⋯总是先学会北京的声调，以后才逐渐矫正声母和韵母的”。
黎锦熙也说：“试看无论何处的人，一到异乡模仿乡语，总是先学会了他的声调，尽管字音未改，纽
韵全非，而腔调已符，聱牙堪笑。
”（转引自张拱贵1990）可见，声调在汉人心目中是最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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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原理下的语言问题》作者用理性的思考，就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的话题，进行现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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