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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语言学》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30年语言学研究概览，即“汉语言文字研究概览”“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概览”“民
族语言研究与外国语言研究概览”三编。
分别综述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研究，古代汉语语音、词汇、训诂、语法研究，汉语修辞研究、
汉语方言研究和汉字研究；综述语言理论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文化语言学研
究、计算语言学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综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我国外语界的语言研究。
第二部分即第四编，为“理论创新、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分“引创型”、“生发型”和“引创生
发结合型”来介绍学者们的创新情况，指出三者应能殊途同归，共同起到把中国语言学推向前进的作
用。
最后为“学界纪事”。
分别列举近30年中国高校语言学研究标志性成果，介绍重要学术组织和重要学术活动以及重要研究机
构和重要学术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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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内容提要第一章　汉语言文字研究概览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一　语音理论和研究方法二　
声母、韵母和声调三　轻重音四　儿化五　变调六　元音和辅音七　音节八　韵律特征九　音位和语
音区别特征十　语调和语气十一　协同发音和语流音变十二　语音规范和语音教学十三　实验语音研
究十四　其他研究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一　恢复和发展期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二　创新期的现
代汉语词汇研究三　繁荣期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第三节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一　词类研究二　短语（
词组）研究三　句子类型研究四　特殊句式研究五　歧义问题研究六　复句研究七　篇章（句群）研
究八　语法范畴研究第四节　古代汉语语音研究一　音韵学与语音史二　上古音三　中古音四　近代
音五　历史方音第五节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与训诂研究一　古汉语词汇研究二　训诂研究第六节　古
代汉语语法研究一　通论性研究二　专题研究三　专书研究四　断代研究五　语法史研究第七节　汉
语修辞研究一　对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和讨论二　词语、句子、篇章等的修辞研究三　辞格研究、消
极修辞研究四　语体、风格研究五　语境研究六　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修辞学的分支学科
研究七　著作与教材的多样化第八节　汉语方言研究一　区点方言的基本面貌与特点较为系统全面的
研究二　方言语音研究三 方言语汇研究四　方言语法研究五　方言文字的考求研究六　汉语方言特点
的综合比较研究七　汉语方言地图和分区研究八　历史方言和方言文献的研究九　方言学史的研究十
　汉语方言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方言与民族语言之间关系研究十一　系属未明方言或濒危方言保
护性研究十二　境外汉语方言研究十三　方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十四　方言应用研究十五　方言语料
库的建设研究十六　方言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十七 汉语方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十八　汉语方言
学通论、教程的编撰十九　汉语方言调查材料的编写第九节　汉字研究一　古文字综合研究二　甲骨
文研究三　金文研究四　简帛文字研究五　其他古文字研究六　俗字研究七　汉字综合研究第二章　
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概览第一节　语言理论研究一　历史语言学二　结构主义语言学三　生成语
言学四　功能语言学五　认知语言学六　配价理论七　心理语言学八　神经、病理语言学九　对比语
言学十　语法化和词汇化十一　类型学十二　语言哲学十三　原则和方法十四　学科、学风和学派十
五　规律探求和理论思考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一　学科理论研究二　教学理论研究三　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认知研究四　语言要素教学研究五　语言技能教学研究六　教材研究七　语言测
试研究八　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九　汉外语言文化对比十　教师队伍发展研究十一　海外华文教育研
究十二　汉语国际推广研究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研究一　通论性研究二　语言接触三　语言变异四　
称谓语研究五　社会用语和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用语六　双语和多语问题七　语言生活八　言语交际
第四节　文化语言学研究一　文化语言学的系统建构二　语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三　语言结构系统的
文化研究四　修辞与文化研究五　汉字与文化研究六　专名与文化研究七　文化现象的语言研究八　
跨语言与文化研究九　方言与文化研究十　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十一　行业语言与文化研究十二　学
术见解的分歧第五节　计算语言学研究一　概论性研究二　文字的分析与处理三　词的分析与处理四
　句法分析五　语义问题研究六　语音的分析与处理七　面向文本的智能信息处理八　机器翻译九　
语料库相关技术与规范、标准第六节　语言规划研究一　语言规划相关理论与实践探讨二　语言文字
政策法规研究三　语言文字规范与推广研究四　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问题研究第三章　民族语
言研究与外国语言研究概览第一节　民族语言研究一　新时期民族语言研究的“新深实”二　大量有
价值新语料的积累三　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的大转变四　汉藏语系属问题的深入探究五　汉语和少数民
族语言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六　濒危语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七　语言国情调查的全面展开八　语言接
触研究的长足进步第二节　外国语言研究一　普通语言学二　应用语言学三　对比语言学四　心理语
言学五　翻译学第四章　理论创新、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第一节　理论创新一　引创型二　生发型三
　引创生发结合型第二节　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一　存在问题二　发展趋势第五章　学界纪事第一节
　标志性成果例举一　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著作二　第二届中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著作三　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著作四　第四届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著作第二节　重要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一　重要学术组织二
　重要学术活动第三节　重要研究机构和学术阵地一　重要研究机构二　重要学术阵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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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要　　　　本书分五章。
　　第一、二、三章为“研究概览”。
第一章是“汉语言文字研究概览”，分别综述现代汉语语音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
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研究、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与训诂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汉语修辞研究、汉语
方言研究和汉字研究。
第二章是“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概览”，分别综述语言理论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社会语言
学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 计算语言学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
第三章是“民族语言研究与外国语言研究概览”，分别综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我国外语界的语言研
究。
　　第四章为“理论创新、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本章分“引创型”、“生发型”和“引创生发结合型”来介绍学者们的创新情况，指出三者应能殊途
同归，共同起到把中国语言学推向前进的作用。
本章认为，中国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将出现以下线路：（1）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强化
学派意识，推动学科发展；（2）努力于逐步实现同国外理论的“平等对话”；（3）加强事实的发掘
，深入揭示其特点；（4）力求更好适应现代化的需求；（5）加速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深化对外汉
语教学的研究；（6）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将得到加强；（7）务实求真优良学风的发扬，将受
到进一步的重视。
　　第五章为“学界纪事”。
第一节是标志性成果例举；第二节介绍重要学术组织和重要学术活动；第三节介绍重要研究机构和重
要学术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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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出版　　朱振国　　2008年11月27日08：31　 来
源：《光明日报》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汇集国内百余位高校知名专家、优秀学者通力合
作,共同完成18卷的丛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日前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据教育部相关部门介绍,全面、系统、客观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发展
特点和发展成就,是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和迫切需要,也正是该丛书出版
的宗旨所在。
　　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
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交叉学科。
各学科报告撰写者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对各学科领域三十年的新进展进行把握,力求融贯不同的学
术流派、学术观点,并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前行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启示和引导。
　　《发展报告丛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了
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合性
、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以高校各学科知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组成高水平研究团队,集体攻关,是丛书得以高质量问世的
首要原因。
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卷》由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主编;《历
史学卷》“中国历史”部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主编,“世界历史”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王斯德先生主编等。
　　这套丛书的问世,是我国高校学者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向改革开放
三十周年呈上的献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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