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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的新天地 
- 读冯志伟《应用语言学综论》 

刘海涛 

长久以来，语言学家蜗居在自己构建的“精舍”里，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杰出代”。虽然

身处其中的学者无时无刻都在感受着“语言学”研究的妙不可言，但在局外人看来，“语言学”无

疑就是艰深、无用的“化身”。我们一直认为，作为研究人类“智能”外化特征的语言学家，他们

所研究的领域对于人类本身及其所处的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如同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

一样，语言学要想为人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必须发现“应用”它的领域。任何理论只有在应用

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虽然早在 1870 年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就提出了

“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步入正轨。 

“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已经130年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对于“什么是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应该包括哪些研究领域？”等最基本的问题，各国学者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许

多学者认为应用语言学就是一个“杂物箱”，任何不好归类的语言研究领域都可在这里找到一席之

地；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用语言学只是研究语言教学的学科，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用语言学只是

研究机器语言处理的学科。“杂物箱”的看法，显然难以使应用语言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而过

于狭窄的学科定义又没有反映这门学科的真实情况。所有这些，极大地阻碍了应用语言学的进一步

发展。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呼唤着应用语言学，使很多人产生了学习应用语言学的要求，而要学习应用语言

学，首先我们最为需要的当然是条理清楚的应用语言学著作。虽然坊间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的著

作，但他们大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是“杂物箱”式的应用语言学著作，或者是仅限于某一

方面的、内容狭窄的应用语言学，难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笔者有幸先睹了冯志伟先生的新作《应用语言学综论》，感到耳目一新。透过他的著作，我们所看

到的应用语言学不再是一团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语言学研究新领域。 

本书提出了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新框架，以语言规划、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处理为三大支柱，涉及其

他分支学科。这个新的框架比仅仅把应用语言学局限于语言教学领域的狭义应用语言学，或者把应

用语言学仅仅看成是机器翻译和情报检索，或者把应用语言学看成各种学科的杂揍，都具有更高的

科学性和系统性。连接这三大支柱的是“应用”，作者这样强调其重要性““应用”是应用语言学

的生命，离开了“应用”，应用语言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了“应用”，应用语言学

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书中涉及的学科领域就有好几十个，如果作者没有广博的知识，是难于掌握这些

知识的，更不要说将它们分门别类纳入他的应用语言学体系中了。本书作者曾是语言学和信息科学

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70年代末期作为我国首批

公派留学生到法国留学，1981年回国后又多次到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丹麦、挪威、意大利、

匈牙利、斯洛伐克、新加坡等地讲学、研究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亲自参加过国内外应用语言

学三大领域的许多工作，对这些学科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语言规划方面，作

者在国家语委工作多年，特别是亲自参加了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亲自建立术语数据库，并代表

中国参加国际术语标准的制定；在语言教学方面，作者在国外做过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用德文在德

国出版过有关汉字的教材；在语言信息处理方面，作者曾编制过多个机器翻译系统，有的系统已经



商品化。本书是作者在多年的实践基础上写成的。作者经常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学术生涯，以及作

者掌握多门外语的语言功底，也使得他有可能广泛浏览用各种语言出版的最新书刊，为此本书展示

了许多在国内难以见到的文献资料。冯志伟先生已有十多本学术专著问世，内容涉及语言学、术语

学、文字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位勤奋而多产的学者。正是在这些工作的

基础上，他才有可能对于应用语言学诸多领域的学术成果加以消化和综合，写成了这部《应用语言

学综论》的专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亲自推荐冯志伟先生来写这样

的专著，可以说是?/font> 

本书共分为五章，其中的三章(二、三、四章)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应用语言学的三大支柱，而对应用

语言学的其他领域，只用一章的篇幅做了简略的介绍。按照作者建立的应用语言学的框架，这样的

组织是合理的。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综论”，本书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应用语言学的鸟瞰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写作风格，作者秉承了他在其他多部著作中“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

风，复杂之处能做到明白流畅，艰深之处能做到条分缕析，这使得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读者就可以

读懂本书的内容。 

在题为“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第一章里，作者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性质、历史以及

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作者认为应用语言学一般包括如下部分:语言教学、语

言习得、机器翻译、情报检索、语言信息处理、词典编纂、文字创制、聋哑盲语、言语病理、语言

规划、语言规范化、国际语学、言语交际、信息传递、语言修养、语体风格、语音实验、术语学、

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显然作者所说的应用语言学

是一种广义的应用语言学。作者认为对应用语言学作广义的理解，有利于使语言的应用与更多的学

科联系起来，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尽快地应用到其它学科中去，同时又不断地从其它学科吸取养分

来滋润和丰富语言学，从而确立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领先学科地位，这对于语言学的发展是

会有好处的。于是乎，“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这个口号不再是语言学家口头上一厢情愿的断

言，而是语言学本身的作用所使然的了。作者还提出“研究应用语言学必须从应用着眼，在语言学

跟其他学科的交接点上下功夫，分析语言和语言学应用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从中探求其一般原

则、方法和规律，以建立科学的体系。这样，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反馈到理论语言学中

去，进一步丰富理论语言学的理论。”由此可见，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

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一提法，对于正确定位应用语言学学科是极为重?/font>".他的这一说法

对于今后应用语言学研究人员的培养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语言规划”这一章里，作者首先讨论了“什么是语言规划”的问题，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

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内外时贤的各种理论，并结合国内外语言规划工作的实践作了

反复的研究和深入的思索，作者认为：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地位规

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将语言规划明确地划分为语言的地位规划和语言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

澄清了国内学术界过去对于语言规划的模糊认识，对于语言规划作了科学的定义和分类。作者在语

言规划的定义和分类方面所提出的见解，对于语言规划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

的意义。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作者列举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规划的生动实例。这不但让读者具

体地理解了原本干涩无味的理论原则，而且也是进一步研究语言规划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不可多得

的宝贵材料。作者认为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庞杂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

语言规划的研究者而言是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的。在这一章里，作者还讨论了“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字

运动”、“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文字改革”、“普通话与方言”、“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共

通化”、“汉语拼音方案”、“术语标准化”、“国际语学”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font> 

“语言教学”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传统内容，本书从不同的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也做了详细的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本章中对于国内在有关领域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做了科学而细致的总结。

作者在本章中采用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内情况”的写作方法，在本书其他地方也随处可

见。这与作者对于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是分不开的。冯志伟先生跟很多饱读诗

书的语言学家大不相同，他是一个几乎成天与计算机打交道的人，接触过冯志伟先生的人，初次见

面时，给你的印象是他使用计算机的技术和熟巧，你往往会以为他是一个计算机专家，进一步跟他

谈国外的学术情况，他的言谈涉及多种外国语，你又会认为他是一个外语专家。其实，计算机和外

语并不是冯志伟先生的本行，他本行是祖国的语言—汉语。冯志伟先生早年曾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专业学习，先读完本科，接着又读研究生，他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基础都是十分扎实

的，这种深厚的传统汉学的功底，使他有可能涉猎中国的各种古籍和文献，获得研究工作的第一手



材料。作者对于中国语言教学从古到今的系统分析，使我们对于这一领域的历史和现状，得到了系

统而清晰的认识。 

作者是闻名中外的语言信息处理专家，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的主攻方向，成

果也最多，写作“语言信息处理”这一章，是作者的拿手好戏。在这一章里，作者对于语言信息处

理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常说，“有的人喜欢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这当然是有学

问的表现，但是我却力求把复杂的东西讲的很简单，这虽然谈不上什么大学问，但对于科学的普

及，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大多数从事应用语言学的读者来说，语言信息处理是他们最难懂的部

分，作者这一章写得非常通俗，几乎不需要什么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就可以帮助你走进“语言信息

处理”的大雅之堂。 

以上三章构建出了应用语言学大厦的三根支柱，在接着的“应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这一章里，作

者又尽可能全面地对这一学科的各个部分做了粗线条的描述。其中包括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学

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实验语音学、体态语、翻译、词典编纂等。 

由于本书涉及内容非常之多，在某些内容的描述上难免有些粗细不均。对于某些学科的归属问题也

有可以商酌之处，如社会语言学是否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等。另外对于除了三大支柱之外的

其他分支学科的排列顺序有不恰当的地方。例如，翻译和词典编篡所在的位置较后，但实际上，这

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且已经成为了产业。某些研究内容相似的学科，其名称前后有时不太统

一。 

综观全书，我们认为本书结构合理，内容涉及广泛，基本涵盖了应用语言学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事
语言研究多年，其广博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的学术阅历保证了本书的质量。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作者创造性的提出了语言规划、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处理为三大支柱的应用语言学新框架，
首次总结出了应用语言学的四大特性，对于某些学科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定位也有精确的论述。本书
比较注意研究应用语言学各个学科发展历程，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楚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
讲，本书不但填补了国内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某些空白，作者的许多观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开
山之言。所有这些，对于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建立和进一步的发展都有极大的意义。在新世纪之初，
出版此书对于我国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学研究都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书是语言学家走出“精
舍”，用自己的知识服务社会、服务人类的极好例证，值得每一位对于人类语言现象以及语言学研
究到底能干什么等问题感兴趣的人阅读。相信您会不虚此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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