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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是一门极其讲求研究方法的学科。这 正如莱布尼茨所言，数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

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语 言学恐怕也是如此，自进人现代语言学的历史阶段以来，各种理论

流派的发展演变，究其实质也就是不同研究方法的嬗变更替。方 法说到底，不外乎研究对象的

某种性质或内部关系的一种呈现程序，已有的方法指向预料中的结果，要揭示未曾发现的性质

或关系，就需要有新的方法，没有方法，我们就只能处在笼统、肤浅、整体直观和猜测的状态中。

对一个初人此门的学者来说，找不到方法固然是举目茫然、手足无措；面对众多可选择

的方法，也会让人目迷五色、莫衷一是。周红在自己的学术经历中以及后来指导研究生撰写

学位论文的工作中，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在申报研究生课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

此为题，却不顾这一课题将会带来的艰辛一一若不是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了然于胸，若不是

对语言学方法的运用游刃有余，以及善于将这一切化为深人浅出的表述，这一任务是难以完

成的。十 几年前我曾经开过一门叫作“语言分析与研究方法"的课，只是把研究方法的运用

局限在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上，就已经感到左支右绌力难胜任了。由 于深知其中的不易，最初

听到周红的这一课题获准立项时，其实是很为她担心的。但 周红是一个意志坚定，做事脚踏

实地的人，眼见着她就这么一步步地走过来，两年多的时间过去，居然七易其稿的厚厚一本

教材就已经完成，而且还经过了教材试用阶段并录制了教学视频。当 然，离开了上海一群青

年学者的齐心参与，鼎力支持，周红大约也是寸步难行的。下 面还要谈到，能有这么多的青

年学者集聚起来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这对上海的语言学界有着特殊的意义。

面对这部已经完成的教材，感到有两个方面是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说说的。一 个方面是

关于教材本身。整 部教材的定位不在知识性而在学术探究的过程，不是论证语言学有哪些

方法，这些方法的学术价值如何，而是针对一个初学者如何通过这些方法去发展在学科领域

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至于从整体上提升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水平一一一即使将

来没有从事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也能从中得益而将所获迁移到其他研究领域或实践领

域中去。着眼于能力这一总体思路，贯穿教材始终，可以看出，编写者对此是煞费苦心的。

首先就在于全书在三个层面上认识语言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一 个是适应于所有领域的一

般性研究方法（第一章第二节），第二个是适应于语言学所有领域的研究方法（第二章），再

一个就是语言学各分支各流派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全书主要章节）。虽 然前两个层面所占篇

幅并不多，但有了它们，对初学者的能力就有了一种既能深人其中又能高屋建瓴的要求，指

向的也就不仅仅是具体的语言研究能力，而且是以之为基础，希望能扩展到人进行思维、分



2 汉语研究方法异引

析 和研 究 时 所需 要 的 整 体 素 质 上 。 难 能 可 贵 的 是 ，即 使 在 第 一 层 面 上 谈 到 一 般 性 的科学方
法 时 ，也 能 扣 住 语 言 现 象进 行 分 析 。从 这 一 事 实 可 以看 到 ，本 教 材 的 直 接 目的 当然 是 发展初
学 者 的 语 言 研 究 能 力 ，着 眼 的是 各 种 语 言 现 象 的探 究 ，但 最 终 的 目的 是 希 望 他 们 能通 过这一
过 程 ，提 升 自己 的 整 体 思 维 能 力 和 研 究 素 养 。反 过 来 ，也 只有 前 两 个 层 面 的 能力 提 高 了，视
野 开 阔 了 ，具 体 的语 言 研 究 才 能 左 右逢 源 ，棋 高 一 着 。

为 了切 实 提 高研 究 者 的研究 能 力 ，本 教 材 尤 其 用 心 于语 言 学 各 分 支 流 派 的研 究 方 法。用
心就在 于 ，每一分 支流派研究方法 的表述都 由三部分组成 ：理论介绍 、研究方法和案例剖析，然
后 配上 思 考 题 和进 一 步 阅读 的书 目。这 里 的案例 剖 析 自不 必 说 ，对 于初 学 者来 说 ，这 是人 门的
捷 径 ，问 题 是 哪 些 案 例 才 真 正 有 助 于对 研究 方 法 的 领悟 和把 握 。对 比历 次修 改稿 可 以看到 ，这
里 的案例 都经 过 了反 复甄选 ，目标 只有一个 ，那 就是初学者在对 相应 的理论观点和具体的研究
方 法 有 了一 定 了解 之后 ，知 道 怎样 的研 究课 题更 有 利 于 消 化这些 理 论 和方 法 ，更 有利 于为 自己
模 拟 一个 研 究 的实 际情 境 ，让 自己像 一个 真正 的语言学家一样在这个情境 中发现 问题 、分析问
题 以至 于选择 一定 的方法来解 决 问题 。这对 编者 的学术 功底 是一 个 巨大 的考验 ，相 比理论介
绍 和研 究 方法来 说 ，这 一 部分要难写得多 ，因为要将某一分支流派 的理论方法落实到对一种语
言 现 象 的具体 分析上 ，本身就需 要一种 融会贯 通 的能力 ，更需 要 变换 思路 ，站在一个 尚在懵懂
之 中的初 学 者 的立 场上 去观察 问题 ，而不是 简单重复原作者 的论证过程 ，更何况还要用清晰简
洁 而 明 白易 懂 的语 言去 引导 。就 成 稿 来 看 ，这 一 部 分 有 待 提 高 的空 间还 很 大 ，但 也 可 以看 出，
编者们都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了。这 一部分可以说是教材的亮点之一

这 里 还 想 重 点 谈 谈 自己的认 识 ，这 部 教 材 为什 么采 取 了理 论 介 绍 和研 究 方 法两个部分
齐 头 并 进 的 表 述 方 式 ？在 人 们 的通 常理 解 中 ，研 究 方 法很 容 易 被 想 象 为 就 是一 些 可 以完全
程 序 化 的操 作 规 则 ，只 要 按 照这 些 程序对 一 定 的语 言材 料进 行处 理 ，就 可 以得 到理想 中的结
果 。如 此 理 解 研究 方 法 ，一 是 窄 化 ，二是 机械 化 了 。严 格 地说 ，在 理 论 和方 法 之 间 ，并不存在
清 晰 的 界 限 ，一 种 理 论 只 要 确 实 能 够 帮 助 我 们发 现 并 解 释 一 定 的语 言 现 象 ，它 就 已经 具有 了

方法论的价值，就作为一种方法原则指导我们的研究，从中就可以派生出种种具体的研究方
法来。我 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这样提出过 ，理论只要是合理、充分并具有效解释力的，合适
的方法也就蕴含于其中了。就 现在语言学各种分支流派而言，明确概括为操作程序的研究
方法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方法其实蕴含在理论原则的表述甚至分析的实例中，正有待我们去

提取。所 以，只抓住这些可以拿来就用的方法，往往是无法适应多彩多姿千变万化的语言现

象的。初 学者在学习了一些研究方法后，却经常会觉得无所适用，而遇见了有研究价值的语

言事实，又会觉得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原因正在于此。所 以，方法的学习与理论的学习是相

辅相成的。从 方法出发去回溯它背后的理论，从理论出发去发现它蕴含着的方法，是无法分

开的两翼。这 部教材如此强调理论介绍和研究方法的齐头并进，以至于形成了本教材的一

条主线，原因正在于此吧。这 是将来这部教材的使用者．一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不

重视的。此 外，正因为在理论和方法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内部同样

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我 们看到教材中一些专门介绍方法的章节，根据不同分支或流派的具

体情况分出了研究原则、研究程序、分析方法、研究干段、技术概念甚至研究范式等概念，来

对研究方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和表述。这 种不拘一格的做法也正是适应了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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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

值得特别提 出来说说的另一方面是这部教材对上海 语言 学 界 的特 殊 意 义 。地 域 是 形 成

学术共 同体学术风格和流派 的一个重要 因素 ，上海虽 然 是一个兼 容 并 蓄 、海 纳 百 川 的 文 化高

地 ，也有着语 言学研究 的深厚传统 ，可是 ，长期 以来 并 没 有 呈 现 出语 言学 研 究 应 有 的地 域 特

色 ，更不要说形成风格或流派 了 ，连上海 的语 言学人集 体亮 相共 同完 成 一 个 项 目的 机会 都很

少 。但是 ，历史上其实是有过几次机遇 的。首先 就是 当年复 旦大 学 的胡 裕 树 、华 东 师 大 的林

祥楣 、上海师大的张斌三位教授 的跨 学校 合作 ，已经 形 成 了某 种 特 色 ，若 不是 封 闭 的学 术 环

境 和迭 出的政治运动 ，他们很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 并带 动上 海 的学 人 ，至 少形 成 语 法

研究 中的一种上海 风格 。第二次机遇则在“文 化 大 革 命 " 之 后 ，上 海 领 风气 之 先 而 成 立 的 上

海现代语言学会 （XY ）。据笔者 了解 ，XY 有两次高潮 ，第一 次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可 惜 的 是 ，

虽一时风起云涌 ，却没有什么有影响 的成果 留世 ；第二 次是 在 20 世 纪 年 代 中期 ，xy 的 成

员有 了更为明确的启流立派的意识 ，力 图在功 能 和解 释这 两 种 学 术 目标 上 形 成 上 海 的语 言

学追求 。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除了合作写成一篇 纲领性 的论 文《功能 与解 释的交 会 》，发 表 在

四96年的《语言文字应用》上，不久也就风流云散了。

时间一下子就来到了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20巧年 11月我参加这部教材编写的第一

次会议时，看到这么多来自上海各个高校不同院系，有着不同学术背景和学术旨趣的年轻学

者们，在完全没有行政意见也没有学术大腕召唤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

学术兴趣和出于教师的责任感而坐在了一起，心里一则是喜，一则为忧。当 时真是为周红担

心：这支队伍能坚持下去吗？研 究方法并非轻而易举的课题，一旦出现问题，靠什么将他们

凝聚起来？看来我真是低估了现在年轻学者相互之间的包容心和责任感了。2016年3 月第

二次会议上，大家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谈编写的具体思路了，很快，8月就拿出了初稿。

特别是下半年，教材进人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班的试用阶段，编写者们轮流到上海财经大学

去讲授自己编写的部分并录制了教学视频，这在上海恐怕还是头一回吧。在 此基础上，教材

又经过了修改和最后定稿，邮件频繁来回，意见反复切磋，要在各个学有专长的学者之间取

得统一。这一过程在我看来是很复杂很困难的，而在现在的年轻学者之间却变得非常谐和

寻常。在 周红的眼里，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努力，热烈探讨，积极合作，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的

过程。虽 然这次合作并没有涉及深层次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交融，但是它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更重要的是出了成果，表明上海的年轻学者们是合作的、包容的、进取的，可以期待，他们中间

将会出现一个体现了上海风格的学术共同体，会显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追求，甚至形成流派。

虽然已经有了几部专著，但是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作为一种元科学，在国内尚不兴

盛。在 这样的背景下，这部专门对初学者进行“导引"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教材就显得尤为可

贵了。通 读这部四十多万字的教材，客观地说，粗糙之处还是有不少的，但它的意义，一在于它

的开创之功，二在于它对上海青年语言学人的凝聚之力。希 望这部教材会在使用中越改越好，

更希望在越来越多的合作项目中，上海的青年学人能走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学术空间。

刘大为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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