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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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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汹涌而至的国际学术一体化浪潮，中国语言学的建设工作任重道远。就语言研究而言，应该

根据不同的目的，创新、掌握和运用不同的理论观念。这样，中国语言学才有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多元

全面的世界语言学健康发展，中国语言学者才能真正地以尊严和自信面对世界，同别人双向交流，平等

对话。  

    

    世界语言学也在期待着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新流派，也在呼唤导源于中国

学术传统和文化语言土壤的新思想。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要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可靠的论证体系，明

确的研究目标，一组清晰的并得到初步验证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就客观条件而言，中国实际上

已经具备了形成学派的几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第一，有着丰富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大量语

言材料，其中的汉藏等语言还有着举世闻名的历史典籍；第二，中国人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源远流

长，有悠久独立的学术传统和求真务实的朴实学风，并取得过巨大的成就；第三，随着国家开放政策二

十多年来的有效实施，中外语言学交流愈加频繁和顺畅；第四，跟语言相关的周边学科如心理学、社会

学、人类学、教育学和电脑科学也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对于多学科的交叉促进，对于激发学术

灵感，对于提升学术水准极为有利；第五，已经大体上成功建立了一个梯队层次分明，知识结构合理的

高素质研究群体。  

    

    总之，中国语言学已经具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学派的条件和基础。所欠缺的是，理论方法的眼力，

提炼升华的能力，假设演绎的魄力。  

    

    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表面对立，实则统一。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真正的世界性。

没有各民族深入挖掘，慷慨奉献本民族的优质元素，就无法打造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世

界性。（黄兵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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