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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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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根元 

  《语言文字应用》创刊十年来，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有了很大发展。 首先是确定应用语言学不只是跟理论语言

学相对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更主要的是它本身具有理论。第一阶段是外围的理论性的论辩。提出了这样一些理

由：一、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解决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有关方面发生关系的问题的实践。真正解决

了这方面的新的问题，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新的理论。即使应用了某些原有的理论来解决好新的问题，也会发展

原有的理论。二、事实上本体语言学也没有为应用语言学准备好足够的可以应用的理论，有许多应用语言学的理

论是应用语言学在解决有关问题的实践中自己创建或者完善的。三、如果应用本身没有理论，一般说理论应用的

结果应该是相同的，而现在理论应用的结果往往很不同，说明应用本身是有一定理论的。四、按照实践（应

用）—理论—实践（应用）的层次递进的理论，上位的理论应该包含下位的实践（应用），上位的实践（应用）

应该包含下位的理论。凡是理论性强的实践（应用）是高层次的实践（应用），实践性强的理论是高层次的理

论。五、应用语言学同本体语言学一样从语言学之外吸取了许多理论。第二阶段是梳理了应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

理论。例如层次理论、动态理论、中介理论、人文性理论、潜显理论。 确定了应用语言学具有理论，带来了语言

学的一种新分类。原先的一种分类是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认为前者有理论和谈理论，后者没有理论而只是

前者理论的应用。这种分类里没有本体语言学。新的分类是：一、本体语言学；二、应用语言学。两者都有理

论，原有的普通语言学常常指本体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三、语言学理论，也有人称为语言哲学，是本体语言学理

论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融合和提升。确定了应用语言学具有理论，还带来了某些分支学科归属的进一步调整。例

如，不少人也把社会语言学归到应用语言学。 二 交际理论是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里居于总纲地位的理论。它也

是本体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本体语言学在交际方面进一步的研究，本身会有很大发展，也会进一步发展、丰富交

际理论。交际理论，是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高层次结合的纽带，是本体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相互促

进的纽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是从语言的本质的功能方面给语言下的定义。这种交际包括思维和

认知，这种交际是含有文化的交际。 世界万物要交换能量而存在、变化、发展。宇宙万物在相互吸引、排斥、中

和中动态平衡。人要在社会中协调。语言因人们的交际而出现而存在而发展。语言存在于交际之中，交际之外无

语言。交际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力和目的。语言生活的健康、丰富、活泼，是语言工作、语言研究、语言教学的

目的和检验的标准。在交际面前，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语言学家，顺者昌逆者衰，概莫能外。我们为语言交际

而研究语言。语言现象多种多样，要研究的是现象跟条件的关系，现象一定条件一定。抽象不能涵盖所有的研

究。交际是决定语言现象的根本条件。 语言交际能力是最基本的语言能力。语言交际能力是不同情况下跟不同人

现实的既趋同又趋新把握好度的不断磨合的能力。语言交际能力的测试应该逐渐在一定的现实的交际的情况下进

行。语言交际是多层次交叉的，所以要在多样、鲜活的语言交际中实践语言交际能力。鲜活还有时代性。语言学

习还要有一定的量和质。一定的量，可以内化，可以生巧。一定的质，可以提高层次。 交际到位的程度——交际

值或者交际度是衡量规范的唯一标准。交际值里含有文和质两个部分，交际应该文质彬彬。美，包含在交际值

里。没有游离于交际之外的语言的美。超规范、反规范、突破规范的说法可能是把规范同规则或者某些本本上的

规定混淆起来了。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交际，绝没有妨碍交际的所谓规范。同样，认识跟语言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

要素也是为了更好地交际，绝不能妨碍交际，也绝没有妨碍现时交际的现时的所谓的跟语言交际密切相关的积极

的文化。规范同稳定没有必定的关系。规范或者不规范也不看过去有或者没有这种说法，而是外部看现在是否需

要这样说和内部看汉语的大系统里是否允许这样的说法出现。 语言素质也是有层次的。一个人的语言素质结构还

可能滑坡。语言交际能力的实践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语言知识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语言研究能力之外，还有一



个更重要的更高层次的语言能力——发挥语言能力的能力，或者说语言创新能力。语言能力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和

提高，现有的语言交际实际上都是打了折扣的不怎么到位的交际，而且是很难发展的交际。一个人语言表现出来

的灵气，主要在他语言创新方面。 还有，说话并不要求都是大白话。交际当中除了意思到了之外还要求有适当的

色彩、情调等。我国在语言学方面有一个新颖色彩理论，外国有别的叫法。意思是说，老是说老一套话，懂是好

懂了，可是人家还是不喜欢，而且更不好记。人家喜欢适当来点新鲜的。要有不同的色彩，是人的天性，所以世

界才五彩纷呈。适当来点新鲜的，稍微一动脑筋，明白了，比听老一套记得牢。过于深奥了，动了脑筋还是不明

白，就不想动脑筋了，于是乎不明白，交际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这个新颖要适度。这个适度的度是不怎么好掌

握的，是要在实践中逐渐调整的。我们希望的是逐渐适度，而不是不要新颖。 实际上，乔姆斯基的语法装置说，

就认为人天生具有语言创造能力。不过，他的语法装置说，没有明确说语言的词汇等方面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

更赞同《马氏文通》的提法。许国璋在《中国语文》1991第3期上的文章《〈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说《马

氏文通》后序首段：世界上一切人种，不论肤色，天皆赋于心之能意，意之能达之理。这一点“叫人想到今人所

说语言是‘生来俱有’的学说”。这些论说，“今天的学者耳熟能详。然则马氏在一百年前得现代语言理论风气

之先，是中国语言学的骄傲。”劳动创造语言说，是指人类初期。我们说的是现代人。我们后天的一个任务是唤

醒。唤醒，主动权在睡着的人的手里。唤醒者不能己之昏昏，要高层次，要有耐心，有技巧。唤醒也不是一次性

完成的。唤醒之后还会睡着。人基本上具有他以前的全息，唤醒不得法，会唤醒低层次的信息，而阻碍他高层次

信息的被唤醒。 创新部分是稳定部分的唯一来源。特别要鼓励创新。教材要帮助学生创新。教师要在创新方面进

行身教。一切语言示范者要在语言规范和语言创新两个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也要注意语

言创新方面的测试。学生的学习是为了社会的发展。继承也还是为了发展。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发展，特别是大

学生。法乎其上也还是模仿，还要脱颖而出。创新不等于降低层次，不等于奇谈怪论，不等于一般形式上的变

化。学生头脑里要有自动升级的程序。其实，自动升级的能力是人本来就有的。语文教学就是唤醒学生这种与生

俱来的语言能力并且帮助它发展。帮助它发展，教师要留心新的好的语言现象，要提高创造语言的能力，要及时

调整自己的语言观。我们经常说：“当教师的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缸水。”其实，一杯一杯给下去会有给

空的时候，即使不给空，那水也不新鲜了。教师应该时刻生活在活水里面，成为活水的一部分，并且努力让水增

加活力。这样，学生就不仅仅是得到知识和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而是能自己找到知识宝库并且锻造打开知识宝

库的钥匙，能吸取、提炼前人的宝藏而且为世界增添宝藏。我们不希望学生只是学到了一些守株待兔用的知识，

我们希望学生有动态变化的天罗地网，头脑里有自动升级的程序。我想，这个程序应该也是与生俱来的，问题是

要用好它。帮助学生用好它，关键也在于教师自己先用好它。 近些年讨论语言能力分化的时候往往提出这样的问

题：一位是中国农村的老太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中国话说得好；一位是外国的语言学教授，中国话说不

好，会研究中国话。谁的语言能力强？这样就把语言能力分化为交际能力、知识—研究能力。换个说法，前者有

语感，后者有“论感”。语文教师的语感和论感都要强。有一定的语感又有一定的论感，发现不同于原来理论的

语言现象，及时调整我们的语言观，再用新的语言观观察语言现象，又会有新的认识，语感和论感互相促进，形

成良性循环，这就用好了自动升级的程序。教师自己用好并且帮助学生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恐怕是语文教学最

重要的任务。 重视创新是对待语言的基本态度和语言研究方法、方法论的重要基础。例如，要重视学习人民群众

的语言。重视匡谬正俗的消极规范，但是及时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的积极规范更重要。追认不是规范的

辅助方法，它只是有时候不得已的补救方法。语言规范的阶段观也不要常常成为在语言规范认识上跟不上趟的托

词。还要及时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学思想。又如，我们认为语言如果不能发展那是最大的不规范。还如，既

然语言是发展变化的，那语言就是开放的，认识和解释语言就不要自圆其说。语言不整齐的地方，往往是语言通

往上个层次或者下个层次的通道，往往是语言发展的重要部位。研究方法要立足于引导语言丰富、发展。要注意

实践中的新问题，要重视第一手材料，要重视调查中的个案，要重视调查中的不同意见。在语言学术上要尊重不

同意见。要重视研究方法的创造性。 迄今为止，语言方面的教材、著作、文件、规定，在鼓励和帮助人们发挥语

言创新能力方面是很不够的。与此有关的是我们的语言学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有关的兄弟学科，我们关于语言的不

少认识落后于关于社会生活的认识。 三 关于层次理论。 人分层次，决定了交际分层次，决定了语言分层次。语

言的层次同交际的层次、人的层次紧密相连。 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比较活跃的外层以及中介物构成，共同为

交际服务。比较活跃的外层如新词新语、广告语言等，比较稳定的内核如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基本语法等。比

较活跃的外层是比较稳定的内核的来源。现在比较稳定的部分当初都是活跃过的。语言的发展变化首先表现在比

较活跃的外层。语言比较活跃的外层转化到比较稳定的内核，并不完全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比较活跃的外层和比

较稳定的内核，总的说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某些词语用的时间长短，一般说跟它指的概念等存

在的时间长短有关。某些词语一个时期用的人多，跟这些词语一个时期同影响比较大的群体共振有关系，这些词

语占了位之后更好一些的近义词语就比较难再占位。 语言的内核部分，往往是语言水平低一些的人要尽快掌握

的。语言的外层部分，语言水平比较高的人常常使用。语言的内核部分比较好做标准，语言的外层部分的使用常



常用指导性的方法。语言工作、语言教学、语言研究根据不同的任务来确定重心，但是都要认识到语言的整体和

各部分的关系。 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靠下的比较稳定，能产。靠上的比较活跃，比较充分地显示了语言的全

息。靠下跟靠上之间的律动可以说是喷泉现象。 古人概括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基本精神，如《周易正义》所说：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卷一）语言是由比较活跃的外层和比较稳定的

内核以及中介物构成的，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一点，正是从一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基本精

神。《周易正义》还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卷四）“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语言也是如此。 我们语言

学的不够活跃，可能跟长期以来比较忽视语言比较活跃的外层和靠上的部分因此也比较忽视语言的运动有关。 语

言的层次理论，也是关于语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层次认识的基础。语言研究方法具有层次性。语言研究的基本

方法是比较方法。其他的方法都是由比较方法衍生出来的。语言研究的方法还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语言研究要

纵横交错，突破历时和共时的严格限制。 关于动态理论。 运动是绝对的。运动速度相对比较慢的叫稳态，运动

速度相对比较快的叫动态。或者说稳态是动态里的一种状态。实际上的物种分成非生物和生物。其实很多非生物

的运动速度也很快。生物里分成动物和非动物，动物当然是可以自己运动的。人是最高级的动物。语言是最高级

的动物人用的。交际是一种活动，语言是在活动的。语言又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动态是语言的本质。语言局部

的发展变化会引起语言内部有关部分的发展变化，使得有关部分协调，这就是语言的自我调节。语言运动的方式

是脉动。语言的运动有急流和缓流。语文工作还有进进退退。认识这些规律，有助于能动地促进语文工作。 语言

的运动是一种新陈代谢。语言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运动是律动。语言的运动也可以归结为语言的潜和显。语

言的时空分布既反映了语言的层次，也反映了语言的运动。 语言是个巨系统，惯性很大。语言工作要适度超前，

不要追求立竿见影，要重视后效应。 语言发展的外部动力是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

语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对一个较长阶段语言生活情况的总的估价是跟对一个较长阶段社会的

发展以及语言工作、语言教学、语言研究的总的估价密切联系的。我们认为当前语言生活情况总的是好的，所以

我们赞成语言工作重在建设。 关于中介理论。 运动的连续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具有周边事物和前后事物的一些

属性。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不都是“非此即彼”。往往是“亦此亦彼” 。对立通过中介转化。语言跟其他现象

一样，存在着中介状态。语言的中介状态，典型的就是地方普通话。对说地方普通话的人，一是要鼓励，二是对

其中的一部分人有比较高的要求。后来，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中介语常常是学习语言的正常过程，学习语言的过

程就是必然有许多不到位也就是不规范也就是不纯洁的语言现象的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里就要交际。要把这种

过渡状态跟语病区分开来。由此，不少学者对纯洁语言的口号进行了反省。20世纪90年代，不少学者讨论语言观

的时候，讨论了这个问题。1997年12月23日许嘉璐代表国家语委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作的主题报告里明确

提出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近几年来我们对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语言是为所有的人

服务的，人是分层次的，而且是不纯的，人不纯谈什么语言纯。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了，人又要学习，

这个学习又要有一个过程。还有，由谁来纯洁语言呢？不规范的语言现象也是不断新生的。不纯洁是语言正常运

动的正常表现。语言是大海。我们是在不纯的情况下搞规范。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交际，不是妨碍交际，不是为了

纯洁语言。语言规范实际上不是规范语言本身，是规范人的语言使用。 我们不赞成当今社会里有谁谁的语言“一

字不易”的说法。 运动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一切都处在中介状态，所有的语言都是“中介语”。语言研究

的就是语言运动中的个性和共性。当前，不少学者进行语言现象延伸段和交叉段的研究，是很有眼光的。比较，

主要是认识—事物同他事物运动中的联系和区别。 关于人文性理论。 这里说的人文或者有时候说的文化，主要

指的是习俗。不要忽略语言的人文性，也不要跟语言的阶级性的说法沾边，还不能把语言的人文性理论凌驾于交

际理论之上。 关于潜显理论。 运动和时空是连续的，事物不是同时空同样显现的，显和不显又是有条件的。语

言也是如此。加上色彩的潜显，可以说语言始终处在潜和显的过程中，语言研究的就是语言的潜和显及其相关条

件。语言不是时空同样显现，也是为了交际。 语言的潜显理论是对待语言规范的“前瞻跟踪观”的基础。 几个

基本理论都是相通的。或许只是从不同方面认识语言而已。例如说语言的交际造成了语言的运动，层次是说语言

运动的一种方式和结果，中介是说语言运动和层次造成的某种关系，潜显是阐说语言的运动同运动具有一定的因

果关系，人文性是联系社会历史来说语言的运动。谈这几个基本理论，还跟针对性有关。人们对某个基本理论的

认识大体上不成问题了，或许也就不怎么谈某个基本理论了。当然还有支撑这些基本理论的理论。 四 要从大的

方面认识基本理论。例如占位、某个强大的群体某个时期同某种语言现象的强大的共振，都是一种力量。这些本

身就是理性原则而不是习性原则。也不要迷信于语言现象的改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只动半身，有的连半

身都不牵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具有两重性，一是说要谨慎，一是说意义重大。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应该达到

哲学的层面。语言学很像哲学。所以语言学很长时期同哲学分不开。我们不赞成的是语言学作为哲学的附庸，不

反对语言学同哲学的结合。我们主张语言学同哲学的关系是结合而不混合，独立而不分裂。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

论还要注意操作层面，在操作层面要有实绩。 还要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如何发挥作用的有关问题。例如限

制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发挥作用或者限制语言观调整的因素，可能有：一、人云亦云。二、接受旧的教育。三、



对语言本质认识的片面。四、因为调整的困难就维持旧的说法。五、脱离语言实际，认识滑坡。 

【参考文献】: ［1］许嘉璐.开拓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服务

［J］.语文建设，1998，（2）。 ［2］陈章太.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R］.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C］.语文出版社，1987。 ［3］周洪波.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序［A］.中国网络语言词典［M］ .中国经济出版

社，2001。 ［4］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M］.语文出版社，1999。 ［5］于根元.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M］.

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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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中 小】【关闭】

 ·上一条：二十年来台湾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4-26) 

 ·下一条：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4-28) 

 相关专题：无

 尚无信息

 相关信息：—

· 透明的童心———小学英语教育的良方 (5-2) 

· “语言就是力量”——美国的演讲教育一 (2-5) 

· 2006年9～12月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目录 (3-9) 

· “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会议通知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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