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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世纪的语言科学已走出被冷落的角落 � 伴随着世界性文化运动而成为一门显学 ∀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与西 

方的认知语言学遥相呼应 � 成为语言学史上一股不可阻挡而滚滚向前的急流 � 这股急流业已汇入重形式的现代语 

言学的大潮中 � 其趋势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 ) ) 走向浑沌 � 昭示着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的趋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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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 世纪 �� 年代初开始 �比较语言学在世界 

不同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 � 主流比较语言学在欧洲 � 

其发展的理论基础从生成语义学 !社会语言学 !心理 

语言学到认知语言学 � 切斯特曼从/ 外向0�∉∏  ⋅ℑ ⊗ � 

和/ 内向0�⊃ ∈⋅ℑ ⊗ �视角对语用学和语言使用者的心 

理进行深度的描述 � 彦姆斯则从/ 纵向0�√⊕   ⊃ ℘ ℑ ⊂�和 

/ 横向0�∪∉ ⊃ ∨∉∈ ℑ ⊂� 视角对超越句子层面进入篇章 

和结合语用和文化进行/ 高0和/ 宽0两个维度的探 

索 � 美国则是对比修辞学的阵地 � 其理论基础继承了 

沃尔夫的思想 � 在跨文化研究和书面语写作的对比 

研究上有着自己的特色 �澳大利亚以维尔茨皮卡为 

代表的一批学者沿着沃尔夫的路子进行着卓有成效 

的工作 � 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重视 ≠ �中国大陆 

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为依托的一批学者 �以全 

球的研究为背景 � 从文化语言学视角来促进中国与 

世界在比较语言学领域的相互了解和增强互动 ∀然 

而 � 语言科学思维框架的转换 � 随着各学派单挑独斗 

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所形成的格局已预示着语言 

比较研究方法论有滞后于 �� 世纪语言科学发展的 

可能 ∀ 因而 �只有聚众家之长 �并加以发展方能应 

对 ∀ 

一 

芬兰学者恩克维斯特� → ⊃ ⊂ ∞ ⊃ ⊄ ∞∈⊄√⊃   �从 �� 

世纪 �� 年代初开始从事语言比较研究 � ���� 年提 

出比较篇章学的构想 � ���� 年发表了5对比语言学 

与篇章语言学6一文 ∀文中提出了篇章研究的四种 

模式 � 以及相应的四种语言比较研究模式 ∀ 其中认 

知篇章研究模式�≤∉∩∈⊃  ⊃ √⊕  ⊕¬ ⊆∉⊗ ⊕ ⊂ �以及与其 

相应的认知范畴与文化图式�℘ ∏ ⊂ ∏  ℑ ⊂  ℘ ∪⊕⊆ℑ  ℑ ∉ 

∅  ℑ⊆⊕  �和互动篇章研究模式 �♥∈ ⊕  ℑ℘  ⊃ ∉∈ℑ ⊂  ⊕¬ 

⊆∉⊗ ⊕ ⊂ �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语言传统和文化传统 

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 ∀ 

在中国 � 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把语言研究纳入整 

个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 �使语言研究更具有民族特 

色 � 更有应用价值 � 因而也就更有活力 � 更有吸引力 ∀ 

可以相信 � 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对改变语言学在学术 

界孤立的现状 � 对繁荣语言文化事业 � 都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 ∀但文化语言学并不能完全取代现代语言 

学 ∀如汉语的结构 � 运用与发展 � 仍有许多情况是由 

语言内部规律决定的 � 跟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 如音 

位的对立与互补 �区别性特征 �语言系统的平衡律 � 

词义从具体到抽象的派生律 � 词的语法功能分类 � 这 

些是在任何语言中都起作用的共同规律 �都不能以 

汉语特有的/ 人文性0来解释 ∀ 即使是汉语的特点 � 

也不都同/ 人文性0有关 ∀ 如舌尖元音的存在 �轻唇 

音的出现 � 复辅音的消失 � 形容词的接近动词而非名 

词 � 诸如此类的大量课题 � 都是/ 纯0语言学的研究对 

象 ≈� ∀

文化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 ∀ 

它们各自的研究方法及侧重点不同 �刚好可以互相 

补充 � 使我们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认识更为全面 � 更 

为深刻 ∀ 比如汉语词汇的复音化现象 � 如果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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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 �我们可以统计出复音词在各个时代的词汇系 

统中所占的比例 �可以去摸清复音词当中各种不同 

的结构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消长情况 �可以探讨复 

音化跟语音 !语义的关系等等 ∀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 

研究复音化现象 �我们可以探讨复音化跟民族文化 

心理有什么联系 � 何以有些结构方式十分能产 � 有些 

则未能充分发展 �复音词的发展规律对其他学科有 

何借鉴意义等等 ∀ 如果没有具体事实的描写 �文化 

角度的阐释则未免空疏 ∀ 如果没有文化角度的加 

工 � 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就有可能不全面 �甚至是错误 

的 �形式的描写就不能升华 �难以溶进其他文化领 

域 � 其价值也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 ∀这样看来 � 文 

化语言学完全可以和重形式的现代语言学携起手 

来 � 共创辉煌 ∀ 

显而易见 �芬兰学者恩氏的 / 认知篇章研究模 

式0和与其相应的/ 认知范畴与文化图式0 � / 互动篇 

章研究模式0和与其相应的/ 社会语言传统和文化传 

统的对比研究0 � 以及中国学者的关于文化语言学与 

现代语言学关系的研究 �都充分地说明了语言认知 

模型�℘ ∉∩∈⊃  ⊃ √⊕ ⊆∉⊗ ⊕ ⊂ �对文化模型�℘ ∏ ⊂ ∏  ℑ ⊂ ⊆∉⊗ 2 

⊕ ⊂ �的客观依赖 � 说明了语言认知与文化互动的本体 

关系及语言对比的深刻内涵 �从而论证了语言科学 

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语言对社会实际的依附性 �以 

及社会实际将决定语言学的走向的观点 ∀ 

当今的社会实际是科学的发展在分析方法登峰 

造极之后 � 正朝着大综合的方向前进 � 多学科交叉成 

为科学发展的普遍趋向 ∀ 语言学的大综合性质 �从 

表面来看 � 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 � 在方法 

上是归纳和演绎的结合 �在时间上是历时和共时的 

结合 � 在范围上是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结合 � 

但从深处来看 � 这种结合并不是正反相加 � 而是在一 

个崭新的层面上实现划时代的变革 �这就是要完成 

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 ≈� ∀这一重大变革的新动向就 

是现在已被科学界公认的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普遍趋 

向 � 而这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浑沌学�≤ ∪ℑ∉ �理论 ∀ 

�� 世纪 �� 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 

浑沌学理论已在众多学科领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 

视 � 并且都已获得显著的进展 ∀所谓浑沌学 � 用最通 

俗的话来解释 � 就是一门以直观 !整体为基点来研究 

浑沌状态的复杂规则性的学问 � 它认为/ 混沌状态是 

一种微观上有序有律 !宏观上无序无律的状态 ∀ 浑 

沌状态既有复杂性 � 又有规律性 � 在浑沌的无序无律 

后面 � 却又体现着深层的有序有律 ∀ 0 ≈� ∀ 

以往的语言学只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线性系统 � 

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研究语言使用的都是线性分 

析的方法 ∀其实 � 语言分析中存在大量非线性问题 ∀ 

线性系统最基本特点是具有叠加性 �即两个输入作 

用之和引起的行为响应等于它们分别引起的行为响 

应之和 ∀例如 � / 滚滚长江东逝水 � 浪花淘尽英雄0就 

具有叠加性 ∀不具有叠加性的系统 � 是非线性系统 ∀ 

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无数这种非线性的行为事实 ∀ 如 

俗话说 � / 一个和尚挑水吃 � 两个和尚抬水吃 � 三个和 

尚没水吃 ∀ 0 这就不具有叠加性 �属于非线性系统 ∀ 

语言的分析也是如此 ∀ 浑沌学之于语言分析 �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 如后代语言对早期语言/ 初值的敏感 

依赖性0 � 语言变化中的/ 分叉0 / 涨落0和/ 内在随机 

性0 � 语言对文化整体的/ 层次自相似性0 �以及语言 

系统的/ 平衡破缺0 � 语言中游离现象作用于/ 奇异吸 

引子0等 � 这些引号中的浑沌学术语所反映出来的语 

言学问题都是语言研究和语言比较中存在的实际问 

题 � 但都是过去的语言学和语言比较研究所未曾涉 

及的 ≈� ∀ 

无庸讳言 � 从总体上看 � 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实 

有滞后的可能 ∀比如柳宗元的5江雪6 � 千山鸟飞绝 � 

万径人踪灭 ∀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 如果只采 

用彦姆斯的/ 纵向0和/ 横向0的观点 �或切斯特曼的 

/ 外向0和/ 内向0的观点 � 或美国的比较修辞学方法 � 

或澳大利亚的语言比较研究法 �或中国的语言比较 

研究法来分析 � 势必都难以对其作出恰当的解析 �当 

然就更谈不上比较了 ∀ 

二 

语言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符号世界 �而是一个 

开放的 !演化的 !有着大量外界干扰的复杂系统 ∀ 这 

个系统不是一个确定性的 !简单和谐的模式 � 它常因 

系统内部一些微小的不确定因素或来自系统之外的 

某些微小干扰 � 而发生巨大的 !不可预测的波动 ∀ 这 

就需要用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把握 �也就是说 

要以一种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加以把握 ∀ 

这种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要求我们从历时和共时相结 

合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和中国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史 � 

遵循去粗取精 !古为今用的原则 � 深刻分析当今各国 

在比较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状况 � 遵循博采众长 !中西 

合璧的原则 ∀ 

这一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是采用彦姆 

斯的/ 纵向0和/ 横向0 !切斯特曼的/ 内向0 !美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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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 !澳洲语言学和中国比较语言学相结合的一 

种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 ∀这样 �如果说 

彦姆斯的/ 纵向0和/ 横向0代表了/ 高0和/ 宽0两个维 

度的话 � 切斯特曼的/ 内向0又增加了/ 深0这第三个 

维度 � 加上美国比较修辞学从侧面 !澳洲语言学从背 

面推动 ≠ �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从底部�底蕴�支撑 � 语 

言比较研究方法论将会更好地为语言比较研究和第 

二语言教学服务 ∀ 

遵循这一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 �我 

们方可对语言事实或语言现象予以恰当的比较 �这 

从运用这一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对柳宗 

元5江雪6的解析可见一斑 ∀ 

从彦姆斯超越句子层面进入语篇的/ 纵向0看 � 

意象一般以两种形态出现于文学作品中 �即单个意 

象和整体意象 ∀单个意象就是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 

艺术形象 �整体意象则是一组或一串意象构成的有 

机的整体画面 � 也称意象体系 ∀ 5江雪6中的/ 千山0 

/ 万径0/ 孤舟0 / 蓑笠翁0和 / 寒江雪0 等就是单个意 

象 ∀人们常常又把这种意象看成是更大境界中的一 

个/ 部件0 ∀它们不能离开整体 � 若离开了 � 单个意象 

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 ∀比如/ 鸟飞绝0和/ 人踪灭0 

一旦离开了5江雪6 �它们便失去了这首诗赋予它的 

/ 不屈而又孤独0的色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 5江 

雪6韵味独特 � 即情景交融 !虚实相生 � 内蕴着部分与 

整体的结构关系 � 其结构显示 � 诗中/ 千山鸟飞绝0与 

/ 万径人踪灭0和/ 孤舟蓑笠翁0与/ 独钓寒江雪0之间 

具有叠加性 � 属于线性系统 � 因而是有序的 ∀但诗中 

的/ 千山0和/ 万径0分别 与/ 孤舟0和/ 独钓0之间均 

不具叠加性 � 属于非线性系统 � 故为无序的 ∀ 

从彦姆斯结合语用和文化的/ 横向0分析 �诗中 

的/ 千山 鸟0和/ 万径 人0分别都是中心对称 �他们 

各自之间都有着必然的一致性和同一性 �即山中必 

有鸟存 � 路上必有人行 ∀而/ 千山 鸟飞 绝0和/ 万径 

人踪 灭0则是非中心对称 � 他们之间具有偶然的不 

一致性和差异性 �即山中本应有鸟 �路上本应有人 � 

但却/ 鸟飞绝0/ 人踪灭0 ∀ 

从切斯特曼特别依赖认知语言学的/ 内向0 窥 

视 � 在非中心对称的后面 �却又体现着深层的/ 有序 

有律0 ) ) ) / 绝 � 灭 � 孤 � 独0 ∀ 认知语言学的方法 

表征/ 经验观0显示 � 5江雪6中意与象俱的意象构造 

过程源于意象的选择和意象的组合 ∀ 意象的选择是 

第一步的 � 意象的组合则是第二步的 ∀ 意象组合是 

指客观事物的现象或映象触发了作者的灵感 �作者 

捕捉到了主要意象 � 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地调动生活 

的积累 � 神与物游地展开想象 !联想 �使主观的思想 

感情与客观生活中的多种物象相交相融 � 相契相合 � 

逐步地臻于统一 � 在勾画出整个诗篇脉络的同时 �创 

造出意与境谐的诗的艺术境界 ≈� ∀ 很显然 �诗中所 

显现的/ 大自然0的特征与/ 诗人0的心境是作者所经 

历的部分 � 远远超出了客观的描写 ∀认知语言学的 

方法表征/ 突出观0表明 �诗中/ 思0与/ 境谐0的意境 

营造过程在于意境的创造 ∀ 所谓意境 �是指作品通 

过意象组合所描绘出的生活图景 �与诗人主体审美 

情感融合为一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境界 � 是情景交融 � 

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出丰富的审美想象的空间 

的整体意象 ∀换言之 � 意境是意象的高级形态 � 也是 

文学典型化原则在诗歌创作中具体运用的审美结 

晶 ≈� ∀遵循其典型化原则追寻去 �5江雪6的写作思 

路是诗人眼中先见某物 �后托物言志 �即/ 物象的情 

思化0 ∀这就是说 �诗中的/ 千山0和/ 万径0相对/ 孤 

舟0和/ 独钓0来说是诗中最有趣 !最突出的部分 �因 

而能把诗人既在物�钓鱼�中找到了自我 �又在物 

�雪�中消失了自我的这种/ 情感0完美无缺地表现出 

来 ∀究其原由 �我们必须了解柳宗元当时的处境与 

心境 ∀当时正值唐贞元十九年 � 诗人满怀激情 � 积极 

参加王叔文集团的革新活动 � 但无奈革新失败 � 他被 

贬为永州司马 �就其心境来讲 �诗人精忠报国 �却因 

刚正不阿遭受迫害 � 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 � 心底充满 

了无比的压抑和孤寂 ∀ 理解了这些 �我们便会恍然 

大悟 � 原来 � 柳宗元是借描写山水景物 �歌咏隐居的 

渔翁 �来巧妙地表达自己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 

内心世界 ∀诗中孤寂的背景正是当时严酷现实的折 

射 � 渔翁独钓的孤傲恰是诗人自己心境的投影 ∀ 

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 底部0支撑看 � / 现代心理 

学前沿研究趋于认同的是 �具备创造性价值的艺术 

灵感 � 多数是在创造性任务的驱动下 � 创造者对贮备 

在自身认知深层的文化底蕴和早期文化经验的重新 

组合 � 从而爆发出新的艺术观念 ∀ 0 ≈� 可见 � 诗中所表 

现出的/ 心物两契0具有民族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底 

蕴特征 ∀ 5江雪6中的 / 托物言志0 �其 / 物象的情思 

化0达到了/ 物我交融0 / 心物两契0的境界 �即 �在茫 

茫的大自然中 � 诗人既在物�钓鱼�中找到了自我 �又 

在物�雪�中消失了自我 �老渔翁这个诗人的自我化 

身和大自然相互交融 �浑然一体 ∀ 这是因为在中国 

传统思想里 � 和谐与自然是相通的 ∀自然即和谐 �和 

谐即自然 ∀这里的自然 �不是西方自然法意义上作 

为超验存在的自然� → ℑ  ∏  ⊕� �也不是与人文世界相 

对立的自然世界 �而是自生自发 !自然而然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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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ℑ∈⊕ ⊃  ∧� ∀它被看做宇宙之本根 ∀ 这种意义上 

的自然和谐� ∠∉∈ ℑ∈⊕∉∏  ∪ℑ⊆∉∈∧�是本有的 !普遍 

的 !当下的 � 无需人们立于人文世界而向外寻求 ∀因 

为人文与自然�∈ℑ  ∏  ⊕� !人道与天道及万物之理 �皆 

归于一 ∀ / 本根之理 � 即人伦日用之理 � 在人为性 � 在 

物为理 � 在事为义 � 都是宇宙本根之表现 ∀ 0 ≈� 

从澳洲语言学所关注的内在意义与心理的/ 背 

面0看 � / 意象0这一概念都包含两个内容 �即/ 意0和 

/ 象0 ∀前者为主观 �后者为客观 ∀ 主观的/ 意0要通 

过客观的/ 象0来表现 �客观的/ 象0是主观的/ 意0的 

表现方式 ∀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它是主 

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相互作用的产物 ∀这就 

说明 � 社会环境构筑了不同的文化类型 ∀ 

最后 � 从以二语教学为指归的美国比较修辞学 

的/ 侧面0考察 � 诗中/ 千山0和/ 万径0对仗 � / 孤舟0和 

/ 独钓0对仗 �若干个意象互相烘托映衬 ∀ 第一句借 

/ 鸟飞绝0表现山之高 �第二句通过/ 人踪灭0表现雪 

之厚 ∀第三句描写一位披蓑戴笠的老翁在一叶扁舟 

上醉心钓鱼 ∀第四句才点出雪 ∀ 

对于从事语言比较研究的工作者来说 �建构一 

种以上所述的 �即与当代语言科学发展趋势相适用 

的/ 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0乃当务之急 ∀ 

它关乎语言比较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它涉及语言教 

学的成效 � 尤其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成效 ∀ 这是因为 

/ 只有当人们看到语言这一观念有这么多种体现 � 并 

能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特点从个别和一般两方面进行 

比较和对比之后 �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一个民族的语 

言及其语言特点 ∀ 0 ≈� 

注释 � 

≠ 潘文国 �西方的对比语言学研究 �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会议交流 

论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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