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节选）

语言与人人皆相关，与社会各领域皆相关，是众多

学科研究或涉及的对象，故而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

语言学，也涉及众多人，涉及众多的社会领域，涉及许多

个学科。准确地讲，语言学已经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

“学科群”。

语言学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下面是一些语言学的名目：

1.语音学、音系学、实验语音学、语音工程

2.词汇学、语义学、逻辑语义学、词典学、术语学、

命名学

3.语法学

4.修辞学、语境学、话语分析、互动语言学、篇章语

言学

5.文字学、书法学、字体学、语言艺术学

6.方言学、地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人类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7.翻译学

8.各语种语言学、盲文、手语、视觉语言学

9.历史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语言学史

10.理论语言学、普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对比语

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

学（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

11.应用语言学、语言教育学、数理语言学、语言信

息处理、语料库语言学

12.社会语言学、人口语言学、生态语言学

13.领域语言学、新闻语言学、广告语言学、播音

学、法律语言学、军事语言学、网络语言学

14.病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生理语

言学、生物语言学、动物语言学

15.儿童语言学、老年语言学、性别语言学、家庭语

言学

16.语用学、语言符号学、语言哲学、模糊语言学、

政治语言学

17.语言经济学

18.语言规划学……

冯志伟（1939-），男，云南昆明人。先后在北京大学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两次研究生毕业，获双硕士学位。

1978至1981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理科医科大学应用数学研究

所(IMAG)自动翻译中心(CETA)师从法国著名数学家、国际计算

语言学委员会主席B.Vauquois教授，专门研究数理语言学和机

器翻译问题。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计算

中心机器翻译研究组组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

言学研究室主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高端特聘教授。

冯志伟先生长期从事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我国计算语言学事业的

开拓者之一。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出版专著30余

部，发表论文300余篇。

曾常红，男，湖南绥宁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系

博士、副教授，汉语言文字学、对外汉语及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

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和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言理论与

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以及语义功能语法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曾

先后在绥宁县的教师进修学校、中学和湖南省教育学院工作十余

年，博士毕业后，又曾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和韩国启明大

学工作数年。

目前主要研究汉语语法，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语法史与

这70余个语言学名目，是凭经验枚举出来的，排列也

较随意，肯定会有不少遗漏。有些名目代表较高的层次、

较大的学科，其下还有一些分支名目；有些名目代表层次

较低的较小的学科，严格讲可以归入较高的门类。有些是

传统的老学科，有些是刚刚兴起的新学科。“各语种语言

学”不是具体的语言学名目，指的是汉语语言学、英语

语言学、法语语言学、德语语言学、俄语语言学等，而每

个语种语言学之下，还可以分出不同的语言学名目。比如

汉语语言学之下还可以分出汉语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等；古代汉语还可分为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现代

汉语可以分为汉语语音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汉

语修辞学、现代汉字学等；汉语方言十分复杂，汉语方言

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

……

总之，上述70余个语言学名目及其排列，不是语言学

的科学体系，只是语言学家族的示意图，但由此已能看出

语言学科群的基本面貌。

语言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学科名目逾70个，

研究内容涉及语言结构、语言功能、语言应用、人类语言

学习、机器语言学习、语言与生理、语言与认知等七大领

域，高校及科研院所从业者有十余万之众。语言学的学科

性质有科学、技术学、艺术学三大分野。语言科学横跨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目标是获取语言规律之

“真”；语言技术学是研究语言技术、发展语言技术的

学科，目标是发挥语言学之“善”，帮助社会用好语言技

术；语言艺术学探讨语言运用之美，发展语言艺术、文字

艺术，用“美”来熏陶社会。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

北京 100083）

（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1期）

李宇明

语法论著选读、语言学导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和现代汉语语法、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等课

程的教学工作。迄今为止，指导硕士研究生近百人，已毕业八十余人。已出版学术著作三

部，主编教材一部，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先后主持并完成一个中国博士

后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多个省社科基金项目。

《自然语言处理综论》
（第二版）由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8年3月出版。原作
者：Daniel Jurafsky（D.朱
夫斯凯）,James H.Martin
（J.H.马丁）；译者：冯志
伟,孙乐。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

部分“词汇的计算机处理”，
讲述单词的计算机处理，包括
单词切分、单词的形态学、最
小编辑距离、词类，以及单词
计算机处理的各种算法等。第

二部分“语音的计算机处理”，介绍语音学、语音合成、语音
自动识别以及计算音系学。第三部分“句法的计算机处理”，
介绍英语的形式语法，讲述句法剖析的主要算法。第四部分
“语义和语用的计算机处理”，介绍语义的各种表示方法、计
算语义学、词汇语义学、计算词汇语义学，并介绍同指、连贯
等计算机话语分析问题。第五部分“应用”，讲述信息抽取、
问答系统、自动文摘、对话和会话智能代理、机器翻译等自然
语言处理的应用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自然语言处理或计算语言学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从事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
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必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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