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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赵元任《语言问题》
文/张天昱 

摘要：赵元任先生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语言问题》是赵元任先生的

一部演讲记录，对人们理解与学习语言学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围绕《语言问题》一书，对赵元任先生的某些观

点以及看法进行分析说明，主要选择了赵元任先生对语言的本质与特征、词汇与语法、方言与标准语这三个方

面的观点，来进行论述与理解，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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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先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他不

断完善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建立现代化中国语言学思

想观念，同时推动中西学术交流，开启了中国语言学

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之路。赵元任先生提出汉语语调构

造雏形，并对汉语语调形式和功能进行划分，用科学

的观点和概念来让人们理解语言学，开创汉语声调的

记忆方法，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语言问题》是赵元任先生的一部演讲记录，全

书十六讲，主要讲述了词汇与语法的联系，并讨论了

方言和标准语等容易让人产生困惑且日常使用频率较

高的必备语言，以及“音位论”等众多语言学问题，

书中内容涉及广泛，含有深刻的语言学知识。

一、语言的本质与特征

在《语言问题》一书中，赵元任先生用亲切而平

易近人的口吻引出语言是什么这一问题，使听者自然

而然地思考自身对语言的理解，之后赵元任先生再给

出他的答案：语言是一种沟通方式，是一种用发言器

官发出来的系统行为。赵元任先生只用短短一句话便

概括出语言是社交必备且在社会中必须使用的系统性

工具。为了让听众更有条理地理解语言问题，赵元任

先生概括出语言的基本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语言是人的一种自主、有意识的行为，是

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赵元任先生表示

打喷嚏、不自主地哭或是笑，都不算做语言，但其也

指出，若咳嗽是有意识表达出来的，那么在一定的语

境下，咳嗽也是有交际意义的，可能表达不满、提醒

别人等，此时的咳嗽是想引起他人注意，具有沟通和

交流的意义，所以是“非语言”的语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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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同语言所表达的事物之间并非天生就

一定有联系，而是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一种比较随意的

关系。语言是由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社会实践确定或形成

的，因此具有约定俗成性，虽然有时语言表达不合逻

辑，但不用刻意解释，大家都能够理解，也不会产生歧

义。赵元任先生也指出：若人一生只掌握一种语言，就

不会对该种语言中的某一词汇为何表达这一事物而产生

疑问。笔者曾经也思考过为什么某个词要这样发音、要

这样写，但通过学习语言学相关知识后，了解到语言学

家也曾试图寻找语言同语言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关

系，而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便理解了这是语言特有的约

定俗成性。即使部分人根据发音方法发现某词、某语发

音存在错误，也只能沿袭一直以来的语言习惯。正如赵

元任先生说的“这个是所谓‘习非成是’既成事实，你

没法子不承认的”。

第三，语言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传统结构。笔

者的理解是：每种语言需要有一个具有群体性特征的集

体共同生活、长期使用的通信方式，其需要世世代代传

承，有人类集体，才有语言的存在，人类交流离不开语

言，同样语言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类活动[3-4]。

第四，语言具有保守性，但也会紧跟时代潮流。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语言也同步创新发展，而某些传

统词语已不适应当下社会需求而被淘汰。时代在不断

前进，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事物、思想会大量涌现。例

如，当下出现了许多新词汇、互联网用语。如“逆行

者”“直播带货”“打工人”“内卷”等，折射出时代

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些

重大事件。

第五，语言具有系统性、结构性，通常由少量音

类构成。往往某种语言常用的高频率语音大约有十几

个，由其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语系。如汉语语音只有四

种，但可以产生丰富多彩的词句。

赵元任先生阐述上述语言特征过程中，使用了大

量的口语，运用了许多通俗易懂、充满趣味的例子，使

听众易于理解，从而对单调乏味的语言研究产生兴趣。

伍铁平先生在其作品《普通语言学概要》中指出：“人

类语言的特点是功能开放、构造灵活、层级性和能产

性。”由此可见，各学者针对语言特征展开了不同的总

结与定义。所以，不同的语言观点对语言具有不同的影

响。而赵元任先生对语言特征发表的个人观点与论述，

依旧对当今的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影响[5-6]。

二、词汇与语法

（一）词汇方面

赵元任先生还定义了词汇的单位——词素。词素

被视为最基本、最简单的单位，赵元任先生指出，词素

与其所构成音中之间的联系较为随意，而词素与词素连

接后，变成词，甚至语句，通常是有规律可循的。

赵元任先生也明确指出词素与词汇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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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词的集合，词素则是集合中的少量个体，而

词汇与词素衔接起来就成为涵义深刻的语言。如

“打”既是词素又是词汇，“听”也如此；然而由

“打”“听”这两个词素结合而成的“打听”这一词

汇，其涵义与“打”“听”完全区别开来。所以赵

元任先生强调，词汇这一概念还包含着另一层涵义

意思，基本与常用的用法类似，既包括狭义的“词

汇”，又包括词素与词素组合而成的有涵义的复杂

词，这就要求人们在今后学习过程中注意区分。

赵元任先生指出，某个语言里面最随意的部分

就是其词汇。词汇被视为学习语言的敲门砖，只有深

入了解词汇后，才能掌握语言的涵义。赵元任先生细

细指导学习者应该如何有效地学习词汇，他指出词汇

的学习是学习语言过程中最简单的部分，因为词汇通

常不像语法那样难以理解；但是词汇也是语言学习中

的难重点部分，词汇数量众多，想要熟练自如地掌握

词汇并非易事。为此，赵元任先生提倡要在“句子里

头学词”。换言之，就是在学习某种语言词汇的过程

中要结合句子整体的语境，通过句子去理解词义。掌

握了一定数量句子中词汇的意思，也就学会了应用词

汇。例如，中学阶段学习英语单词时，英语教师通常

会先指导学生整体了解某一句子的大概意思，翻译语

句，然后再利用具体的语境分析这一词汇的实际意

思，从而深刻理解、掌握这一单词。

（二）语法方面

赵元任先生首先阐述了语言语法的发展史，然后

利用结构主义来分析汉语的语法，指出了组成语法基

本结构的四种方法，分别是词素跟词素次序的先后、

用音调的不同来表示语法上的不同、用音变来代表语

法上的关系、类别。立足于这一点，笔者的论述主要

围绕音调的不同展开，遵循语法不同的原理。如重音

方面的问题，以content这一单词为例，其具有多种涵

义。一种涵义是'content，重音在前，意为（书等的）

目录，是一种名词性词语；另一种涵义是con'tent，重

音在中间，意为愿意的，是一种形容词。

除了例举英语词汇外，赵元任先生也例举了充满

趣味的汉语词汇，以“煎饼”为例，“煎'饼”重音在

前，意为拿饼来煎，“煎”在这里作为动词使用，发

音时也会将重音聚焦在“煎”字。“煎饼”是北方人

喜爱的一种食物，是锅内平摊而成的一种较薄的饼，

通常作为名词使用。另外，赵元任先生例举了“烙

饼”这一词语，他指出尽管这两个词语看似相同，但

在重音的变化规律方面存在着不同。他告诉学习者，

要善于发现，将同类词归类，归纳时不能过于主观臆

断，在学习语法时要注意与事实相符，还要了解词与

词之间的关系是参差的，应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

三、方言与标准语

在方言与标准语这一章节中，赵元任先生首先例

举了汉代杨雄的作品《方言》，告知学习者“方言”

这一词语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着。语言具有区域性，而

方言就是这一区域中的细化分支，每一分支存在着差

异。赵元任先生重点阐述的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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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使用状况。例如，印欧语系作为世界语言重要分

支，法语与Flemish就同属这一分支中的两种语言，而

这两种语言都在比利时被广泛使用，呈现出两种语言并

存的局面[7-8]。

赵元任先生接着阐述了标准语言与方言之间存在

的差异。标准语是大众能听懂且被大多数人使用的语

言，我国将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结果。他还提出在研究方言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即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同一涵义可用不同

词语表达，不同方言语法运用的不同。在学习语言相

关知识时，不同地区对某一词语的发音存在着不同。

例如，“史”普通话发音为“shǐ”，而粤语发音为

“si2”。赵元任先生通过例举生活中常见的语言素

材，简单分析了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区别，使学习者可

以简单地了解这一基本知识。

四、结语

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一书涉及语言的方方

面面，被其他学者称为“语言学的百科全书”。他可以

利用多种语言来讲述同一理论，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揭示了语言学的内在本质。可以

说，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是一部语言学入门教

材，能带领人们进入丰富多彩的语言世界，使人们产生

兴趣、从事语言研究。以上只是笔者对赵元任先生著作

的粗浅理解和粗略解释，要想深刻了解赵元任先生的思

想和学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学习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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