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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语言研究与教学

1.1语言学理论研究综述

1998—2002年•中国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一方面，学者们对以 

往的研究进行反思,意识到以前过于注重国外理论的引入•而忽视了自源性理论的 

创建,并且开始基于汉语特点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学者们有意识地利用语料 

库、统计等方法进行有规模的系统研究.尝试建立理论体系。另外,理论的探讨与 

应用（尤其是自然语言处理）紧密结合，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了 ,

一、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回便与展望是一个重要话题，部分学者回顾了百年中国语言学研 

究,总结了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反思、，并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作了展望。 

学者们认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自源性理论创新不够。从汉语的语 

言事实岀发，结合汉语的特性和语言的共性，提炼出新的理论才超前进之路.研究 

方法的多元化、对理论的深入探讨和创新将是21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 

势。

陈保亚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结合具体研究 

总结了 •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得失,系统地梳理出了 20世纪中国语 

育学方法论上的进展与不足。一方面.作者从系统、宏观的角度•总结了 20世纪中 

国语言学方法论上的进展•说明研究的主流从同质语咅观转到异质语言观，并揭示 

「方法论转变的主要原因及意义•指出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到理论、 

从理论到材料、最后转向从材料到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作者将中国语言学放到 

世界语言学大背景下审视其在方法论上的进展。例如，在单位提取方面,作者把陆 

志韦的同形替代法与布龙菲尔德的替换法和威尔斯分析宜接成分时的扩展法作了  

比较,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方法论上的连续性，同形替代法体现了一种结构分析的基 

本原则，在方法上有很高的价值。由此•作者指出中国的结构主义和西方的结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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