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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斯 和 伦 敦 语 言学 派

—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

戚 雨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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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形成 的 学 术 传

统
、

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面临的语言状

况不同
，
它们的语言研究也就因之而异

，
各

具特色
。

英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

由弗斯创立

的伦敦学派在现代语言学中别树一帜
，
自成

格局
。

但是由于弗斯与当时欧美各个学派的

代表人物意见相左
，
他的学说虽然在英国备

受尊崇
，
在国外却遭到冷漠的对待

。

直到他

去世之后
，
通过后继者的努力

，
对他的论点

加以梳理
、

加确和发展
，
这才 日益引起语言

学界的重视
。

在我国
，
对弗斯语言理论的介

绍和评述为数不多① ，
人们对这一学派还不

够熟悉
。

今年适值弗斯诞生 ���周年
，
特撰

此文以资纪念
。

一
、

弗斯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约 翰
·

鲁 泊 特
·

弗 斯 ��
��� ������

������ ����年 �月 �� 日生于英国约克 郡
。

����年毕业于利兹大 学历史系
， ����年获

文学硕士学位
。

他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从事历

史专业
，
在利兹师范学院教历史课

。

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夕参加英国印度教 育 司 工 作
。

����一����年间在阿富汗
、

非洲和印度等地

随军服务
。

在此期间
，
他有机会接触并熟悉

非洲和印度的一些语言
，
逐渐对语言研究发

生兴趣
。

战后����一����年间
，
他应聘在当

时印度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大学

任英语教授
，
并继续对印度语言进行深造

。

����年弗斯返回英国
，
在伦敦 大 学 学

院语音学系任高级讲师
。
这个系的系主任是

语音学家琼斯 ��������
�����

，

他在琼斯的

领导下工作到����年
，
在治学传统和学术思

想上受到琼斯的影响
。

弗斯在语音学系并非

专职教师
，
与此同时

，
他还在伦敦大学经济

研究学院兼职
，

讲授语言社会学课程
。

当时
，

波兰出生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
���

�

�王�� ������ �����������也在该学院任人

类学教授
。

两人共事多年
，
观点一致

，

关系

密切
。

马林诺夫斯基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

表人物
，
他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不时涉及语言

问题
。

在 �� 年代初
，
弗斯经常参加马林诺夫

斯基指导的课堂讨论
，
这对他的语言观和语

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

此外
，
弗斯还在

牛津大学印度学院教课
。

伦敦大学设有一所东方研究学院 �后于

����年改名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
，
是 专

门为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主要是印度�培养

工作人员的
。

这个学院拥有一支精通各种东

方语言的教师队伍
。

从 �� 年代后 期 起
，
弗

斯就在那里担任教学和科研工 作
。
����年

，

·

国著

①主要有王宗炎 � 《
伦敦学派奠基人 �

�

�
�

����� 的

语言理论
》 ，
载

《
语言问题探索

》 ，

上海外语 教 育 出 版 社
����年版� 龙日金 � 《

伦敦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
， ，
载

《
国外语言学

， ����年第 �期
。



他再次前往印度研究古吉拉特语 和 泰 卢 固

语
。
����年回国后即被聘任为该学 院 语 音

学和语言学系的专职讲师
， ����年 任 特 级

讲师
， ����年继詹姆斯 ����������

���之

后任系主任
。

在 �� 年代后期
，
弗斯已开始形

成 自己的音系学观点
，
与琼斯的学术思想不

合
，
所以对离开大学学院语音学系并不感到

遗憾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东方和非洲研

究学院的语音学和语言学系为适 应 战 事 需

要
，
迅速扩大编制

，
大力开展东方语言的教学

工作
，
培养了大批日语翻译人员

。

与此相反
，

琼斯领导的大学学院语音学系却因经费紧缩

和招生人数减少而每况愈下
，
不得不缩小编

制和工作 范围
，
显得相形见细

。
����年英国

首次开 设 普 通语言学讲座
，
这个讲座设 置

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
，
弗斯被

任命为第 一任主讲教授
，
这就不 是 偶 然 的

了
。

普通语言学教授的学衔确立了弗斯在英

国语言学界的领导地位
，
奠定了伦敦学派建

立和发展的基础
，
也扩大了他的学术 影 响

。

����一����年间他任英国语文学 会 会 长
，

����年改选后任副会长
。

总之
，
本世纪��到

��年代
，
弗斯是英国语言学界的中心人物

，
如

同 ��到 ��年代美国语言学被称作
“
布龙菲

尔德时期
”
一样

。

英国第一代语言学家都受

过他的教育
，
第二代语言学家也是直接或间

接地在他的熏陶下成长的
。

伦敦学派和弗斯

语言学 伊�
������ ���������

�
�� 完全是同义

语
。

这一学派的后继者有罗宾斯 ��
�

�
�

���
�

����
、

韩礼德 ��
�

�
�

�
�

���������
、

赫斯

��
�

�����
、

帕尔默 ��
�

�
�

������
�
、

赫德森

��
�

�
�

������� 等 人
。

特 别 是 韩 礼德

继承并发展了弗斯的语言理论
，
他的系统语

法被称为
“
新弗斯学派

”
��

��一

�扮����� ���
�

���
������

。

弗斯于�邪�年退休
， ����年 ��月

��日去世
。

弗斯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的 教 学 和 研

究
。

他的语言理论
，

特别是在语义学和音系

学两个领域的学说卓有创见
，
这使他在语言

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

弗斯也致力于语言学

的历史的研究
，
对英国的语音研究成果予以

充分肯定
，
并论述过英国语言学与美国语言

学的关系
。

他还涉猎文学研究
，
试图运用语

言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英国文学
。

弗斯并不是一个多产的著作家
，
一生写

过两本小册子和四十一篇论文
。

早期所写的

两本小册子
� 《言语�������� 和 《人的语言》

������是通俗性的读物
。

他的独到见解都发

表于论文
，
收编在两本论文集中

。

一本是他

自己编辑的 《����一����年语言学论文 集》

������
，
一本是他的学生帕尔默编辑的������

一����年弗斯论文选》 ������
。

比较重要的

论文有
�
��语义学的技术》 ������

、 《英国语

音学派》������
、 《声音和节律��������

、

��大

西洋的语言学 》 ������
、
��意义的各种方式》

������
、 《普通语言学和描写语法》 ������

、

��结构语言学 》 ������
、 《 ����一����年语言

学理论概述》������
、
��普通语言学中的语言

处理�� ������等
。

应该说 ‘ 在弗斯的语言学著作中有不少

精辟的见解
，
但也不乏极端的说法和疏漏之

处
， �

授人以柄� 他的论述行文晦涩
，
有时不

免意思含混模糊
，
容易引起不同的理解和解

释 ， 加上他没有写出一本系统地阐述 自己观

点的纲领性著作
，
使人难以对他的理论框架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

但弗斯毕竟对英国理论

语言学的开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他的某些

论点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启示作

用
。

二
、

弗斯与结构语言学

本世纪 ��年代到 ��年代
，
正是结构主

义语言学在欧洲大陆和美国蓬勃 发 展 的 时

期
。

弗斯了解欧美语言学的发展情况
，
重视

与国外语言学家的联系
。

他熟悉索绪尔的语

言理论
，
吸收了他的某些论点和术语

，
但声

称自己不属于索绪尔派
。

他与布拉格学派的

钻



特鲁别茨科伊进行过学术交 流
。

�� 年 代 后

期
，

特鲁别茨科伊访问伦敦时
，
弗斯曾与之

晤面
。

特鲁别茨科伊在写给雅柯布逊的信中

谈到这次会面的印象
，
说弗斯是了解他的研

究领域的唯一英国语言学家
。

他读过哥本哈

根学派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
，
但对之并不欣

赏
，
说这纯属

“
语言哲学

” 。
����年 他 曾 应

邀赴美
，
在密歇根大学办的语言学讲习班讲

课
。

他对美国语言学有相当的了解
·，
在美国

语言学家中
，
较为推崇萨王尔和布龙菲尔德

。

弗斯试图区分
“
结构主义 ���������������

语言学
”
和

“
结构 �

�����������语言学
” 。

他

的倾向性在于后者
。

他说
“
结构

”
一词并非来

源于索绪尔的著作
，
而是受到斯威特 ������

������的启发而提出来的
。

弗斯把当时进行语言分析的主张和做法

分成四派
�

���公设派
，
以布龙菲尔德的 《语言科

学的一套公设 》������和布洛克的《音位分析

的一套公设��������为代表作
。

这一派主张任

何分析程序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假设�公设�

的基础上
，
要求对每个术语都给出严格的定

义
，
否则会使人莫衷一是

，
无所适从

。

�幻程序派
，
以赫里斯的 《结构语言学

的方法 》������和派克的《音位学 �
把语言变

成文字的技术 》������ 为代表作
。

这一派主

张制订出一套从语料中建立基本范畴和单位

并确定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手续或操作程序
，

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
“
发现程序

”
����������

����������
。

���理论派
，
以叶尔姆斯列夫的 《语言

的结构分析 》 ������为代表作
。

这一派区分

语言实体和语言形式
，
把语音

、

书写符号和

意义列为实体
，
而把实体之间的关系叫做形

式
。

他们主张实体的描写应取决于形式的描

写
，
认为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写语言的关系

模式而不用知道实体是什么
。

弗斯对上述三种主张和做法 提 出 了 批

评
。

第一
，
他反对采用排除意义的方法来切

分语段和划分音位
。

他说
�“
在我看来

，
这里

谈不上语言学的统一
。

如果考虑 到 可 行 性

�当然不是指把三种做法揉合在一起�
，
要么

我们大家都转到雅柯布逊所谓的
‘
第二战线

’

的立场上
，
要么采用我们的原则和方法对各

个层次的意义作出陈述
” ② 。

第二
，
他 反 对

建立一种所谓的语言数学�叶尔姆斯列夫语�

或全盘公式化的科学�布洛克语�
。

他说
�“
全

盘公式化的数理语言学在一门真正的经验科

学中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
否则就会象马丁内

所说的那样
，

研究对象将变成死的技术语言 �

也许它只适用于死的语言
，
也许它不能取得

任何实际的效果
” ③ 。

���理论和经验结合派
，
这是弗斯所倡

导的主张和做法
，
也就是被他看作与结构主

义语言学相对立的结构语言学
。

这一派主张

运用适当的术语
，
调动一切技术手段

，
对各

个层次的意义作出陈述
。

弗斯反对语言和言

语
、

形式和实体
、

话语和系统这类二分法
。

弗

斯语言学的对象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实际语言

事实和语言现象
，
它在分析中采用的术语和

概念都符合它们本身的性质， 借助这些术语

和概念在分析实际语料基础上建立的单位
、

范畴和作出的陈述
，
将运用于同一语言中更

多的语料而得到检验
，
弗斯把这一过程叫做

“
重新建立联系

”

�
��������������������

。

罗宾斯引用弗斯的话总纪 兑
�“
用最概括

的话来说
，
我们把语言作为社 守过程的一个

部分加以研究
，
我们分门别类地称之为语音

学和音系学
、

语法学以及语义学的东西
，
都

是有序的模式观念
、

参照的框架
、

用 以处理

各种事件的基础……这些观念并非本体论的

范畴
，
我们也无需把它们设计成一种存在或

实质
。

它们既非内在的
，
也非超验的

，
而恰

恰是语言回归自我
” ④ 。

②��
�

�
�

�����， “ �����������二���������
，，， 了�。 刀‘���俪

，

����
�

�����勺������
���如

，
����

，
�

�

��
�

④ �
·

�
�

������
， “ ������� ��������

� ������二�
，，，

�。 “ ���幻君�了而 �������妙 了 ��动翻 几���
�������� �����扒

�
，
������ �

， �������
�



这是伦敦学派与其他学派在认识论和方

法论上相区别的特点
。

三
、

弗斯的主要理论观点

弗斯的理论观点散见于各篇论文
，
这里

择要概述如下
�

第一
，
弗斯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 现 象

，

看作人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
强调语

言的工具性质
、

语言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密

切联系
。

他的这一语言观的形成深受马林诺

夫斯基的影响
。

马林诺夫斯基早年在南太平洋特罗布里

恩群岛上进行过人类学考察
。

当他把当地土

著叙述他们生活方式的词语译成英语时
，
发

现语言与民族的文化和习俗有密切的 联 系
，

不充分参照这些因素便无法理解语言
。

而在

他倡导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看来
，
语言和文化

只不过是人类有组织的行为
。

同时
，
马林诺

夫斯基还认为
，
把语言看作将说话者头脑中

约思想移注到听话者头脑中去的手段
，
这种

说法只会把人引入歧途
。

所以他提出
�
语言

是
“
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

，
而非思想的对应

符号
” ⑤ 。

弗斯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 这 一

观点
，
他也说

�“
语言是人类的生活形式

，
而

并不是强行规定的符号和标记
” ⑥ 。

马林诺夫斯基反对把语言看作脱离社会

而 自成一体的说法
，
他认为语言在社会生活

中起重要的作用
，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根

据社会的特定要求而进化
，
语言的性质和使

用也反映了社会的具体特性， 因此他说
�“
在

原始用法里
，
语言起着联系人们活动纽带的

作用
” ① 。

马林诺夫斯基通过特罗布里恩群岛

居民的一次远航捕鱼活动来论证他的观点
。

他描绘这次捕鱼的情景
�

集合在一起的独木

船队不断受到指示
，
它的进退聚散均由口头

话语加以调节 � 一声叫喊意为发现鱼群
，

另

一声叫喊则令船队重新排列
。

他由此得出结

论说
，
人们使用语言

，
是在用语言

“
做事

” ，

就象用锤子钉钉子
，
用木桨划船一样

。

这里牵涉到对语言工具性质 的理 解 间

题
�

是
“
言有所述

” ，
还是

“
言有所为

” � 马林

诺夫斯基强调后者
。

他甚至认为人们的寒暄
、

聊天�如说
“
您好

” ， “
今天天气不错

”
之类的

话�
，
也是在

“
做某件事

” ，
还专门创制了

“
酬

应
”
���

���� ����������这个术语
，
说在这

种情况下
，
语言是维系感情和打破沉默的一

种手段
。

马林诺夫斯基归结出原始语言的三

种功能
�

实用 ���������，�功能
、

巫术����
�

����� 功能和酬应功能
。

这是与他
“
言有所

为
”
的观点一致的

。

这不由使人想起英国哲

学家奥斯汀在 ��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行事

话语和述事话语》
，
其中把 ����� ���� ����

������妊
，
� �������

��，
��������

��
�，

�

������ ��� �� �� �� 等等称作行事话语⑧ ，

可见这个话题一直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
。

弗斯也重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

的联系
，
主张联系社会过程进行语言 研 究

。

他说
�

意义
“
不仅与一个特定景象和声音的

环境相连联
，
而且深深地根植于人们赖以生

存的社会活动过程中
” ⑨ � 因此他建议

“
把语

言作为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加以研究
” ⑩ 。

他

同样认为话语的意义在于它的具体使用
，
也

即话语所做的事
。

他批评萨王尔的一个例句

��� ����
�� ��������

��
������

，
说农夫根本

不可能做这件事
，
因此这句话毫无意义

。

这

种说法看来趋于极端
，
因为上述句子无论在

语法上和语义上都是合格的
。

⑤ �
�

�
�����、 ���

， “ ��� ������� ��������� ��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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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了袖 几介��

��� �� 五介���吧
，
��������� 反

����� ����
，
������

，
����

，
�

·

���
·

⑥ �
�

�
�

�����
，
�伪己 不艺�枷����� ����

�

��� 认 倪
” 己���

�云��‘������，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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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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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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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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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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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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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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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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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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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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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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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弗斯认为

，
言语活动是人们实现

某种目的
，
因而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

，
而

言语活动既然是有意义的
，
进行语言的描写

和分析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意义作出描写和

分析
。

特别强调意义研究的重要性
，
这是伦

敦学派语言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

弗斯把意义定义为
“
语境中的功能

” ，
这

与布龙菲尔德把意义看作
“
说话人发出语言

形式时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

所引起的反应
” � 有异曲同工之妙

。

他们都

通过语言环境来定义意义
，
而且把意义理解

得非常广泛
。

所不同的是
，
弗斯和伦敦学派

把意义看成语言研究的中心环节
，
布龙菲尔

德则认为
，

单凭语言学无法对意义加以确定
，

因此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总是竭力从语言的描

写和分析中排除意义
。

弗斯针对这种情况评

论说
�“
问题不在于有多少意义可 以 排 除 出

去
，
而在于有多少意义能合法地包含 进 来 ，

甚至可以这样说
，
意义必须作为一个基本的

假设包含在内
” �

。

第三
，
为了提高语言研究的实际 效 果

，

弗斯提出了
“
局限语言

”
�
�������������卯

����

这一概念
。

自从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表 达 观 念 的
“
符号系统

”
之后

，
许多语言学家都以研究作

为语言底层或基础的这种系统为己任
。

弗斯

的看法与之不同
。

他反对梅耶关 于 语 言是
“
包罗一切的系统

”
���

����己�� �直 ����

�� ������的说法
，
认为这种统驭一切

、

单纯

划一的系统是不存在的
。

把语言作为这样一

种包罗万象的整体加以研究
，
对于语言分析

和比较以及语言教学来说
，
都不能收到明显

的效果
。

语言是许多非纯一的分支系统的总

和
，
语言学所需要研究的正是语言内部的各

个分支系统或语言的种种变体
，
它们可以称

之为
“
局限语言

” 。

弗斯指出
�“
描写语言学只有具体研究我

所说的各种局限语言
，
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

每一种局限语言服务于一定的经验或活动的

领域
，
可 以说它们各有其语法和词汇

” 。 。

所

谓局限语言
，
可以指法律语言

、

医学语言
、

科

技语言
、

政治宣传语言
，
也可以指市场上的

买卖语言
、

足球行话
、

某个作家的语言
、

父

母对孩子的谈话等等
。

它们之间并无必然的

联系
，
对一种局限语言的分析并不影响对其

他局限语言的分析
。

这里弗斯忽视了局限语

言之间的内部联系 以 及
“
共 核

”
����

。 �

����� 对局限语言的作用
，
但这一概念的提

出无疑推动了对语言变体的研究
。

第四
，
弗斯区分

“
系统

”
和

“
结构

”
两个概

念
，
把它们作为描写和分析语言的基本框架

。

在这方面
，
他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看法显

�

然有别
，
但与叶尔姆斯列夫区分

“
系统

”

租
“
过程

”
��������� 的观点十分接近

。

这两个概念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直接

有关
。

弗斯认为
，
语言是以聚合和组合这两

种关系为轴心组织起来的
，
这是弗斯受索绪

尔语言学说影响的明显例证
。

在弗斯的著作

中
，
结构指一定语言成分在组合体中的前后

连接
，
系统则指相关语言项目或语言单位在

聚合体中的相互类聚
。

一方面
，
同一话语的

各种成分通过组合关系在不同的层次组成结

构
，
如音段组成音节

，
音节组成词

，
词组成

短语或小句等等， 另一方面
，
处于同一结构

�

特定位置上的各种单位或项目与可与其替换

的单位或项目相对立
，
构成聚合关系

，
在这

一结构位置上类聚单位或项目的总和就是系

统
。

结构和系统是密切联系的
，
弗斯论证它

们的相互关系说
�“
一个或几个系统

、

语言项

目和语言单位都受可替换单位或项目之间的

聚合关系的约束
，
它们又规定着各种结构成

� 布龙菲尔德
� 《
语言论

》 ，
袁家弊等译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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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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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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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价值
” �

四
、

意义的语境理论

“
语境中的功能

”
这一提法构成弗斯意义

理论的中心内容
。

语境的概念是马林诺夫斯基提出 来 的
，

用以解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 �

语

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
。

狭义的语境指话语

产生当时及紧接在其前后的各种实际 事 件
，

可称为
“
情景语境

”
��������

�� ����������，

广义的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 个 文 化 背

景
，
可称为

“
文化语境

”
�������� �����

�����
。

大抵前者在 �� 年代的著作中用得 较 多
，
后

者在后期的著作中用得较多
。

弗斯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吸收了语境的

概念
，
但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性质的看法并不

完全相同
。

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位人类 学 家
，

他的兴趣不在于建立一种语言理论
，
而只是

在人类学的分析中涉及语境间题
，
因此往往

就事论事
，
一句话一句话地分别加以处 理 ，

弗斯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
他在语境概念

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独特的意义理论
。

他所

说的语境乃是语义分析平面上一套彼此相关

的
、

抽象的观念类别
。

不管怎样
，
语境这一

术语已在现代语义学特别在语用学中广泛使

用
。

弗斯赋予意义以特殊的内涵
。

他主张把

意义分解成一系列的
“
方式

”
�������或层次

��������
，
不仅有词汇意义

，
而且有语法意义

和音系意义
，
甚至还有语音意义

。

他把所有

层次上各种类型的意义都看成功能的各个方

面
，
换言之

，
意义实际上被说成是各个层次

的成分在语境中的功能
。

语境有两种
。

一种

语境来自语言内部
，
即一个结构各个成分之

伺的组合关系和一个系统内项目或单位之间

的聚合关系
。

词汇意义是话语所指的客观事

物
，

不过弗斯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
他的后

继者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

语法意义指某

一语法成分在特定语境中与其他语法成分的

关系
。
例如

，
在一种语言里名词有两种格�如

英语�
，
在另一种语言里名词有四种格�如德

语�
，
在第三种语言里名词有六种 格 �如 俄

语�
。

在这三种语言里
，
主格与其他格的关系

是不同的
，
这个格的语法意义也就随之不同

。

音系意义指某一语音成分 �音段�在特定语

境中与其他语音成分�音段�的关系
。

例如
，

在一种语言里有 ��� 〔�� ��� 三个元音
，
在

另一种语言里有 ��」〔�� 〔�� ��� ��� 五个

元音
。

这样
，

��� 在第一种语言里与 ���「��
相对立

，
在第二种语言里与 ���〔�� ��� 加』

相对立
，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

，
��� 的音系意

义也就相应而异
。

帕尔默指出
，
弗斯在这一

分析平面上得出的意义与索绪尔论述过的价

值相当
，
是从后者引申而来的⑥ 。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
“
搭配

”
�������������

和
“
类连结

”
������������� 这两个概念

，
因为

它们也是被包含在弗斯的意义理论之中的
。

搭配指某个词项与别的词项在习 惯 上 的 连

用
。

如英语 ��比 跟 川��� 搭配
，
�����也

跟 ���� 搭配 ， �����的一个 意 义 就 是 跟

���� 的可搭配性
，
而 ���� 的一个意义当

然也是跟 ����� 的可搭配性
。

搭配可以是惯

常的和非惯常的
，
后者表示一种 特 殊 的 意

义
。
比如说在汉语中

，“
自

”
和

“
米

，
是惯常的搭

配
，“
黑

”
和

“
米

”
是一种非惯常的搭配

，“
黑米

”

便标志着米的一个特殊品种
。

类连结指某一

语法范畴与别的语法范畴在习惯上的连用
。

如英语中的冠词经常与名词处于 类 连 结 状

态
，
这种类连结便构成冠词意义的一部分

。

搭配与类连结通常是一致的
，
但也有不一致

的时候
。
比如说

，
汉语中

“
一位漂亮的姑娘

”

和
“
一所漂亮的房子

”
既符合

“
数量词一形容

词
一
名词

”
这一类连结意义

，
又符合这些词项

的搭配意义
。

但我们可以说
“
一位年轻 的 姑

。 �
·

�
�

�����
， ‘
叭 �四��

��� ���二��������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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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
” ，
却不可以说

“
一所年轻的房子

” ，
尽管后

者从类连结的角度看是可以允许的
。

可见搭

祝是就某个具体语言单位而言的
，
属词汇意

义的层次
，
或者

，
更确切地说

，
属词汇意义

和语法意义的中间环节， 类连结是就某类语

法范畴而言的
，
属语法意义的层次

。

最使人感到困惑的是语 音 意 义
。

弗 斯

说
�“
象美国人那样发音构成美国人意义的一

部分
” �

。

这句话的意思是
�

地道的美国口

音标志着说话者的美国人身份
。

当然
，
其他

国家的人也可 以用地道的美国口音说话
，
当

英国人与美国人交谈时改操美国 口音
，
在他

看来也就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

这种说法

也许对社会语言学的分析是有用的
，
但作为

语言的意义理论则失之过于广泛
。

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
，
也即马林诺

夫斯基所说的
“
情景语境

” 。

弗斯把它抽象成

为若干类别的观念
，
以便运用于社会过程中

各种可以重复出现的典型事件
。

情景语境又

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

内部关系可描写为
�

一

�
�

参与者的有关特征
。

���参与者的语言行为，

���参与者的非语言行为
。

�
�

有关的事物
。

�
�

言语行为的效果
。

外部关系可描写为
�

�
�

参与者所属的经济
、

宗教
、

社会结

构
。

�
�

话语类型—独白
、

记事
。

�
�

个人情况—参与者的 年 龄 和 性

别
。

�
�

言语类别一
一社交中的恭维话

、

骂

人的话 。 。

显而易见
，
弗斯所列的情景语境项 目的

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
。

莱昂斯从语言的语义

学的角度对它提出批评
，
说

“
无法承受弗斯

置于其上的全部份量
” 。 。

情景语境加 上 局

扭语言的概念
，
后来由韩礼德发展成为语域

行�义��抚��理论
。

五
、

节律音系学

如果说在语义学领域弗斯继承并发展了

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
，
那么在音系学 领 域

，

弗斯的理论是更有独创性的
。

弗斯的音系学说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
一

是节律分析 ��������
� ���

������
，
一是多系

统原则 �����邓��
����

，

�������】��
。

先说节律分析
。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音系学说以音位为

中心
，
可以称之为音位分析

。

音位分析着重

在对立基础上产生的聚合关系
，
它采用自下

而上的程序对语言材料作一系列处理
，
尽可

能把全部相关的特征纳入在线性序列中占有

明确位置的音段音位
。

超音段音位�如重音
、

声调
、

语调�指附加在音段音位之上与之共

现的语音成素
，
它的分析是建立在音段音位

的基础上的
。

区别性特征也是指音段音位所

具有的特征
。

节律分析与之相反
。

这种分析既重视聚

合关系
，
又重视组合关系

，
它采用自上而下

的程序对大于一个音段的结构体 作 分 层 处

理
，
把音系单位分为节 律 成 分 ��

�������
��

和音声单位 �����
������ ������两类⑩ 。

节律成分不同于超音段音位
，
它指的是大于

一个音段的任何结构 �如音节
、

语音词
、

短

语
、

小句等�的共同语音特征
，
不仅包括音

长
、

音强
、

音高等语音成素
，
而且包括元音

和谐以及在音素协同发音时所发生的语音过

程
，

如圆唇
、

鼻化
、

胯化等等
。

节律成分与

赫里斯提出的
“
长成分

，，
��
��� �����������

有些类似
。

长成分是指具有一个共同特征的

元音音位或辅音音位组合中抽取出来的音位

⑩同⑩，
�

�

�哭
�

�同�
。

⑩ �
�

�����， “ �����
，� ������� �� ���

����
，，，

��

�������� ��
，
�

�

���
�

⑩ �
·

�
�

�����， “ ������ ��� ���������
，，，
石刀 。 占�‘ 、�。 。

�� ��� ����
�

����
���凡‘份妙

，
��‘�

�



成分
，
如带声

、

卷舌等⑩ 。

举例来说
，
英语中

有 ���� 和 ���� 的辅音音位组合
，
但不能

出现 ����或 ����的组合
。

带声是整个辅

音音位组合 ���� 的共同特征
，
而不分别

属于 ���和 ���这两个音段音位
，
由此可

以从 ����这个组合中抽取出带声这个长成

分
。

不过长成分的分析还是以原来的音位分

析为基础的
。 、

音声单位不同于音位
。

尽管它也指在线

性序列中占一定位置的元音和辅音
，
但只留

下了被抽掉各种节律成分以后剩余的特 征
。

例如在英语 ���� ��尔�� 这个音节中
，
按照

音位分析
，
卜��是 〔习的长音 ，

这是首位所

具有的特征
，
可描写为 八

� ���， 而按 照 节

律分析
，
这里的音长属于音节 节 律 特 征

，

���� 被抽掉长度这个节律成分
，
剩下 � ，，， �

三个音声单位
，
可描写为 ������������

试以汉德森 ��
�

�
�

�
�

����������
‘

对

泰语所作的节律分析为例
�

句子的节律特征
�

语调 ，

句子片段的节律特征
�

连续的音节之间

的长度
、

重音和声调的关系�

音节的节律特征
�

长度
、

重音和 声 调
，

聘化
、

圆唇软聘化等，

音节片段�包括音节开头和音节结尾�的

节律特征
�

破裂
、

塞擦
、

不除阻的

闭音等，

音声单位
�
软聘音

、

齿音
、

双唇音
、

鼻

庵
、

音
、

舌面前音
、

舌根音
、

圆唇音
、

拿
�

非圆唇音等⑧
。

为了保持音系分析和语法分析之间的联

系
，
弗斯特地分出音系单位的两种功能

�

次

功能 �����
� ��������� 和主功能 ����

��

���������
。

次功能指一个音系单位与另一个

音系单位在语音上的差异
，
主功能则指音系

单位所起的区别语法范畴的作用
。

例如英语

中的 ����� ������—���� ��
���八 这里

���和 ���在语音上的差异属 次 功 能
，
而

它们区别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的作用属主功

能
。

再说多系统原则
。

音位分析以音位为中心
，
所遵循的是单

系统原则
。

与之相反
，
节律音系学采用多系

统原则
。

所谓多系统原则
，
不仅指把音系单

位分为音声单位和节律成分
，
而且指节律分

析可在句子
、

短语
、

语音词
、

音节等各个层

次进行
，
音节还可分成音节开端和音节结尾

等
。

弗斯为了便于描写具体语言事实
，
宁可

放弃统一性
。

他提出
，
应该把结构中不同位

置上的音声单位和节律特征归属于不同的系

统
。

举例来说
，
汉语普通话音节 ����� �南�

中有两个 ���
。

一般认为
，
这两个���可归并

成同一音位 ���
，
但节律音系学认为第一个

��〕位于音节开端，
它与鼻辅音 ���和其他

辅音相对立
，
组成音节首位系统 ，第二个 ���

位于音节结尾
，
它只与鼻辅音 伪�相对立

，
组

成音节尾位系统
。

这两个 ���分别为 两 个

不同的音声单位
。

应该指出的是
，
在弗斯的

著作中
，
多系统原则不仅体现在音系分析中

，

而且体现在语法分析以及对局限语言的分析

中
。

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弗斯的节律音系学有

助于分析不同层次结构的各种语音特征
，

而

这正是音位分析的薄弱环节
。

但节律分析难

以贯彻
。

到现在为止
，
很少看到在这方面运

用得成功的范例
。

这也是韩礼德在他的系统

语法中唯一没有加以继承的部分
。

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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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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