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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标点符号史综合研究的开山之作 

——读林穗芳《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 

黄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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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比较研究 

林著对于不同语种的标点符号作了多侧面的比较研究，既有中西比较，又有一些语种间的比

较。主要写在第二篇第3节《从历史比较看现代汉语标点系统的特点》。 

汉语的标点是在20世纪才有完备的体系，既同国际接轨，又有自己的特色。汉语的标点有从西

方引进的，如问号（？）、叹号(!)、逗号（，）、冒号（：）、分号（；）、引号（“”

‘’）、省略号（……）、括号（（））、破折号（——）、连接号（ ）、省字号（’）等；

有我国固有的，如句号（。）、顿号（、）、着重号（﹒）、专名号（     ）、书名号

（      ）、虚缺号（□）等；还有借自日语的引号（    ）。 

汉语标点系统虽然出现较晚，但有后来居上之处。林著认为它们的命名原则是规范的，命名方

式是统一的。《标点符号用法》中的16种标点符号都是按功用命名，统一用“号”字为后缀。

这是其他语种所罕见的。汉语的标点“。”或“．”称句号。法语、德语、俄语都仿效拉丁语

Punctus，管句号叫“点”（法le point、德Punkt、俄Toчkɑ），前面不冠“句”字，就缺少表

意部分。汉语的标点“：”称冒号，是以功用命名的。冒号法语称deux-points，俄语称ЛBoeTo

чиe，朝鲜语称 tuceom，意思都是双点，都是以形状命名。在国家标准的16种标点符号之外新

引进汉语的apostrophe( ’)，在林著中称为“省字号”，不称为“缩写号”“省年号”“高位

撇”“撇号”，这是有讲究的。从西语词源来说，这个符号主要标示个别字母的省略，词的大

多数字母保留下来，“缩写号”（英语称为abbreviation point）则主要标示词的大多数字母

省略后留下的个别字母。“省年”只表示省字号的一种用法，不能概括它的全部用法，如英语

还用来标示由省写演变而成的名词所有格。“高位撇”“撇号”表示符号的形状和位置，不能

表示省字号的功能，不符合汉语标点符号的命名原则。 

林著还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以“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开头的一段话的中文本（约４

５０字）和十种外文译本为例，研究了不同语种使用各种标点的实际情况，制成下表：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段话 

中外文使用标点数量比较表 

 

  汉 日 法 俄 英 德 西 越 印尼 意 朝 

句  12 13 12 13 12 12 12 12 12 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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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横栏的“（点号）”指的是国标本《标点符号用法》3﹒2条所说的“点号”，跟 “标号”

相对。括号内的数字是上面的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五种点号的共计。“（点号）”

以下为“标号”，以及“总计”。 

表中统计数字表明，使用点号最多的是汉语——56个，最少的是朝鲜语——24个，连汉语的一

半都不到。何以故？林氏认为：“汉语属分析语，汉字属表意的语素 音节文字，缺少表示语法

意义的形态变化或附加成分，汉字等距排列，词与词之间一般不留空分隔，一个字属上还是属

下在书写形式上不显示出来，所以需要使用较多的标点符号。朝鲜语属粘着语，体词与谓词后

附加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的词缀，词语之间留空分隔，句子的基本架构为‘主语+宾语+动

词’，主宾动各有特殊的形态标志，不会混淆，凭文字的形态和间隔安排不难把句子的结构层

次和各个句子成分的组合关系分清楚，所以朝鲜语句内点号用得很少。”（第135页） 

这种举具体实例用11种语言比较不同语种的标点符号使用情况的研究工作，就笔者所知，是前

人未曾做过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运用语言类型分析语和粘着语来说明句内点号的需要，从

而决定着标点总体用量，极具卓见。 

林著对于比较标点学研究十分深入细致。法语和西班牙语同属印欧语系拉丁语族。法语的叹号

“!”和问号“？”都置于句子的末尾。而西班牙语从18世纪下半叶起，感叹句除了在句末用叹

号“！”号外，还在句首用反向叹号“¡”；疑问句除了在句末用问号“？”外，还在句首用反

向问号“¿”。这两种反向标点分别称为“感叹开始号”和“疑问开始号”，意在提醒读者及早

知道感叹句和疑问句开始，诵读时准备改变语调。 

 英国和美国都用英语，但是标点的使用却有差异，突出表现在引号的用法上。著者指出，英国

英语引号使用顺序先单后双，引语之末的逗号或句号放在下引号内还是下引号外，取决于逻辑

关系。美国英语引号使用顺序先双后单，不管句子成分的逻辑关系如何，引语之末的逗号或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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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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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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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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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1 叙体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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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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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49 75 49 41 39 38 37+1 39 5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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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通常放在下引号以内。 

 这也算是一种“四方殊俗”吧！ 

 (ID: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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