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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们曾以“应用语言学的新天地”为题评述了冯志伟先生《应用语言学综论》一书[1]

[1]。五年后后的今天，当我拿到这本《新论》时的第一反应是我把“新天地”用的早了一点。好在

这两本书都强调了“应用”对应用语言学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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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有了这篇读后感的标题。 

《应用语言学综论》（以下简称《综论》）和《应用语言学新论》（以下称《新论》在名字上

只有一字只差，从目录来看似乎二者的内容也差别不大。在我们已有《综论》的情况下，是否还有

必要出版《新论》呢？我们先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引自新论第6-9页)： 

·         ·         《综论》所搭建的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框架（三大支柱），是一个毛坯，还需要

对其进行精雕细刻的加工。 

·         ·         《新论》仍然采用了三大支柱，但力求将它们分析的更深入一些，描写的更丰满

一些。 

·         ·         《新论》在语言教学和语言规划方面，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和新成果。 

·         ·         语言信息处理是三大支柱中发展最快的部门，也是与科技和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

的部门，有关语言信息处理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层出不穷。因此语言信息处理成了作者精

雕细刻的主要对象，《新论》的新主要体现于此。 

总的说来，和《综论》相比，《新论》对应用语言学的三大支柱（语言教学、语言规划和语言

信息处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对于信息时代最重要的语言信息处理领域做了重点介

绍，充分展示了当代应用语言学的新面貌、新方向、新理论、新方法。因此，《新论》是有价值

的，是对《综论》的发展。 

从篇幅来看，《综论》有351页，《新论》505页。我们先通过目录来比较一下三个支柱在这两

本书中各占的比例。《综论》的第一章“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和现状”占26页，而《新论》的前两章

“应用语言学概述”和“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回顾”共占42页。“语言教学”在《综论》中占了62

页，在《新论》中占了45页。“语言规划”在《综论》中占123页，在《新论》中占130页。“语言

信息处理”在《综论》中占112页，在《新论》中占276页。《综论》中有20页的内容介绍“应用语

言学的其它领域”，这一部分内容没有出现在《新论》中。这样的结构基本反映了作者的编写意

图，即强化“语言信息处理”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语言

信息处理”目前可以算作是应用语言学中最活跃的部分，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最多的。而且由

于它的跨学科性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文科背景的人来说，比较难于学习，所以在其它应用语言



学的概论性著作中被忽视的多。本来就难，再加上说的又少，使得“语言信息处理”在国内应用语

言学界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学科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 

《新论》减少了在“语言教学”方面的篇幅。“语言教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传统学科，表面看

来这样做似乎不合适，但考虑到已有大量的“语言教学”专著，作者把重点放在其它两大支柱上，

无疑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新论》和《综论》有关“语言规划”的篇幅大致相当，《新论》大致要比《综论》多15页左

右。按理说用130页的篇幅介绍“语言规划”也不算少了，但考虑到三大支柱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

“语言规划”这一部分的内容还是应该进一步得到加强。限于篇幅，当然我们无法苛求作者做的更

多，正如作者自己所言的那样“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精雕细刻）”应用语言学的这些分支学科。

我们曾从1959-2004年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文献中提取了30余种有关“语言规划”的定义，并对这

些定义进行了简要的分析。通过观察这些定义的变迁，我们认为可将语言规划的发展归为这样一些

路向[2][2]：从工具观到资源观的转变；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

系统的转变；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它学科

的转变。由此可以看出，语言规划是一个涉及许多领域的应用语言学分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待于加强。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陈

章太先生的《语言规划概论》，又如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开设了《语言规划》课程等，所有

这些对于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在“语言信息处理”部分，作者介绍了此领域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语言串分析法、短语结构语

法、递归转移网络、扩充转移网络、通用句法生成器、线图分析法、范畴语法、链语法、依存语

法、配价语法、管辖和约束理论、词汇功能语法、功能合一语法、中文信息MMT模型、蒙塔鸠语法、

广义短语结构语法、中心语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定子句语法、格语法、优选语义学、概念依存理

论等。虽然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曾）是语言信息处理中常用的，是进一步学

习研究语言信息处理时应该具备的基础知识，但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理论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

应该尽可能用更多的篇幅去介绍这样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理论是更

常用的，但介绍每一种理论所用的篇幅是不一样的，这本身就间接说明了读者应该重点掌握那些知

识。如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中心语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线图分析法等所占篇幅较大的

章节也正是目前语言信息处理领域一些常用的形式化语法体系和句子剖析方法，值得花点时间掌握

学习。应该承认，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习惯其它语言学分支的读者而言，是有一定困难的，作者也估

计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希望大家本着更新知识的愿望，认真读下去，多动脑筋，就像读福尔摩斯

的侦探小说那样探险猎奇，寻幽访胜，一步一步跨入这座神奇的殿堂。最后您将会发现，语言信息

处理并不是深奥难懂、高不可攀的，它确实是应用语言学中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全

新领域。”(p. 220) 按照我自己在大学教语言信息处理的经验，在学习这些理论和方法时，最好能

在机器上试一试，这样不但能加快知识的掌握，而且也能更好地感受到语言信息处理的美妙。如果

作者能在这一部分提供一些可以学习这些理论和方法的网址，方便读者去下载相关软件就更好了。

好在这样的东西，并不难找，读者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如Google之类很快就能发现目标。如果找不

到，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 

最后我们想引用作者书中的一些段落来与读者共同思考： 

“应用语言学并不是理论语言学的直接应用，它要在应用中不断总结和提炼自己的理论，并以

此来丰富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宝库。”（p.10）“ 

“应用语言学还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应用语言学同其它应用学科一样，着眼于实际应用，以

直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当然在实际应用中也会产生理论。但理论是应用语言学在实际应用中得

到的结果，而不是应用语言学本来所要追求的目的。”(p. 11) 

“作为一个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语言，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还应该

学好一门至两门外语。熟练掌握不同的语言，以便在复杂的交际环境下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也应该

是应用语言学家应用语言能力的一种表现。”(p. 16) 

“如果一个应用语言学家，面对网络上的不同语言的信息不但自己看不懂，而且对于广大网络

用户在Internet上遇到的语言障碍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实在是应该感到羞愧。”(p. 53) 

“语言信息虽然出现较晚，但是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大有

后来居上之势。“(p.497) 

“语言信息处理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它的理论和方法独具一格，语言



信息处理的理论不是闭门造车从脑子里臆想出来的高谈阔论，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且在计算机

处理语言的实验中被证实的真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p. 497)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如今的时代，不仅是一个‘信息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网络多语言

文字的时代’。只要一上互联网，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就会铺天盖地向你扑来，使你招架不住，使

你感到实在没有资格自称为一个语言学家。…… ‘网络多语言文字时代’的到来，给语言学的研究

带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所有的语言学工作者都将面临知识更新的麻烦和困

扰。”(p. 498)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引言有助于形成一种信息时代的语言观，即语言研究应该考虑人和机器的需要。

这是一本值得深入学习的著作，不仅仅是由于它为您提供了有关应用语言学的一般知识，也不仅仅

是由于您从中可以了解到“语言规划”的种种案例和众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的语言信息处

理的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所建构的应用语言学框架是一个较为理性的、实际的、回归应用语

言学本源的体系。所有这些使我想起英文linguist的本义就是能讲多种语言的人，也使我想起一年

前一位出租车司机问我大学为什么要教语言学时的莙境，当然也记得最后是语言信息处理救了我的

驾。 

 

文章来源：刘海涛教授的网站：http://www.lingviko.net 

 

[1][1] 此文发表于《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4期。 

[2][2] 刘海涛 （2004）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大 中 小】【关闭】

 ·上一条：应用语言学的新天地 (8-8) 

 ·下一条：Is English Changing? (8-10) 

 相关专题：无

 尚无信息

 相关信息：-

· 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 (5-7) 

· "一语双文"的理论基础和面临的困难--简 (5-1) 

· IT-常用词汇 (3-18) 

· 四大名著的外文译名 (1-20) 

>>更多  

关于本站 站长信箱  

版权所有：语言学守望者 2004-2008 

2004-2008 enterwang.com. All Right Reserved.  宁ICP备0500107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