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问不只是一门语

言!而是语言背后的

东西

文汇报!首先祝贺您!被上

海人类学学会授予象征人类学

终身成就的"金琮奖#$ 您如何

看待这样一份荣誉%

王士元!评委会跟我说"要
给我颁这个奖" 当时有一种奇
怪的感觉" 因为我的这辈子还
没有结束啊# 这时我就想起美
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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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静谧!深

邃幽暗$心虽向往!可是我还得

如约向前赶$ 安眠之前依然长

路漫漫%'#诗人把树林比作死亡
之后要去的地方"同样我也感觉
到"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
完" 怎么就判定是 (终身成就)

了* 当然"我很感谢上海人类学
学会" 认可我已经做的事情"但
是我希望今后还能做更有用和
更重要的贡献*在颁奖礼上的演
讲中"我最后提到了人口老化现
象"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经济
上+感情上"以及家庭与社会的
各个层面#我想通过语言的角度
来了解"当一个人逐渐老去的时
候"他的认知是如何一步一步消
失 的 , (

@+8$( &" -" B$C"%$ >

(8$$*

)" 我还想多研究一些人的
夕阳时期*

文汇报!人的老化与语言的

退化! 这确实值得我们关注!那

么您的研究进展得顺利吗%

王士元! 我们利用磁共振

和电波曲线" 对三类人进行比
较"分别是老年人+中年人和大
学生"看看都有什么变化*找到
变化以后"跟认知+语言联系起
来* 如果我们了解了变化的原
因"就能设计一些实验+软件或
是电脑游戏" 帮助老人进行自
我训练* 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
问题" 第一步是把这个问题分
析清楚" 现在尚未找到问题的
根源" 还在做一些很基础的工
作*我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后
来发现香港理工大学有个康复
科学系" 在这个领域的实力很
强"所以搬了过去*现在注重老
化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 尤其
是欧美国家" 我想国内应该也
有同行在从事这方面工作* 一
般的研究是在医学领域内开
展"而我关注的是语言*

文汇报! 转眼间!)词汇扩

散理论* 的问世已有近半个世

纪$ 最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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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您在美国

'语言(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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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正

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王士元! 最初我是和郑锦
全+陈渊泉+谢信一等等一起讨
论这些语言变化的问题" 渐渐
形成了词汇扩散的想法* 这跟
欧洲的新语法学派的主张正好
相反* 我的看法是语音变化本
身往往是突变的" 在整个语言
的词汇里却是渐变的" 是通过
一个一个词实现的渐进式的改
变* 新语法学派的传统观点坚
持语音是渐变的" 词汇是突变
的"是一下子改变的*那时人们
更熟悉新语法学派的观点 "所
以我们提出的主张引起了不少
争论*

DEFD

年的美国语言学会
会长+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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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词汇扩散理
论至少在辅音变化上是绝对可

信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各
自研究中找到了支撑这个理论
的证据*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
用这个理论来研究语言中别的
系统的变迁" 例如句法上的变
迁*再往后"我们加深了对于语
音变化的理解 " (词汇扩散理
论) 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也有
了更广泛的认识*

文汇报!您提出的)词汇扩

散理论*!在学界被公认为语言

演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创新理

论! 而您一开始学的却是电子

工程$

王士元! 我没想到会走这
条路*在纽约时"我和几个朋友
去中国餐馆吃饭* 他们要我点
菜" 但是饭店里的老板和伙计
都说台山话"不会普通话"所以
我们没办法交流" 最后还是用
英文点了菜* 朋友们觉得不可
思议"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怎
么会听不懂对方的话呢, 当时
我还没有很认真地研究语言
学" 对于这个问题仅仅停留在
好奇层面*等到进入研究院"我
的老师高登.皮特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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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语音学的权
威"他就告诉我们"音是怎么发
出来的+什么语言里有什么音+

哪些语音上的区别比较重要 ,

就这样" 我的博士论文转到了
那个方向" 以前学的电子工程
也派上了用场" 因为分析语音
就是分析一种波形的现象* 再
往后"我又意识到"语言不只是
语音"语言包括大量的词汇"不
是把这些词随便放在一起就组
成了一个句子* 比如 (今天我
去 )而不是 (去我天今 )* 慢慢
的"我的视野就打开了*念完博
士" 俄亥俄州立大学邀请我过
去" 让我帮他们创办一个语言
学系*我说我可以来"但最好是
两个系"一个语言学系"一个东

亚语言系" 我希望学习中文的
人越多越好* 现在是英语的世
界" 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和交流
都离不开英语"将来会说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达到一
定的规模" 中文也就变成一门
国际通行的语言*

有些事"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并不轻松* 我有教中文的想
法"但是出国时"我还是一个中
学生* 那个暑假"我很辛苦"不
停地死记硬背* 卷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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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会"韵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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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 但对于安徽话和上
海话-我生在上海!小时候在安

徽长大%来说"没有区别* 等到
夏天过去" 我终于可以说一口
比较像样的普通话了*

在研究语言的同时" 我开
始关注汉语 "包括语法 +历史 "

等等*正因如此"我认识了很多
老前辈 "像赵元任 +李方桂 "他
们都对我非常好*有一天"赵先
生跟我说 " (俄亥俄不够国际
化 "你到伯克利来吧 )"于是我
去了伯克利*赵先生在东亚系"

我是语言学家" 汉语是我的兴
趣之一"所以选择了语言学系"

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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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您就提

到了西方学者习惯于以欧洲为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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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方式!

这会导致学术上的偏见!这种情

况是否有所改变%当代的中国学

者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尤其

是身处英语占主导的世界%

王士元!过去这些年"情况
有所好转"但是还不够*一所大
学要引进人才" 怎么知道这个
候选人的学问好不好, 常见的
做法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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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这就需要英文的书写能力* 如
果一个人的学问很好" 研究中
国古代历史+考古或是哲学"但

是拿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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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要
吃亏了* 进了学校"从讲师+助
教+ 副教授到教授" 每一次升
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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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可缺
少*内地的学校我不是太了解"

我在香港的城市大学+ 中文大
学和理工大学都教过书" 这个
系统基本是那样子的* 我从国
外回来占了很多便宜" 但是看
到很多非常有学问的中国学者
没能过这一关" 不免替他们感
到惋惜* 我希望将来这两方面
都可以改变! 一是全世界更重
视中文/ 一是学校的行政人员
更新观念000学问不只是一门
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文汇报!在一篇文章读到!

您的朋友认为 )语言学家是踩

在前人的脸上*!以此来说明语

言学理论的不成熟$

王士元! 我在俄亥俄州立
大学教书时" 有个数学系的朋
友跑来调侃我!(我们学数学的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你们踩在
前人的脸上* )语言学这个学科
确实不够成熟" 往往会出现一
种现象" 即谁会讲话+ 谁权力
大+ 谁有魅力" 就变得风靡一
时"大家都跟着他走*这当然是
不对的" 我们要遵循学术上的
标准* 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
理"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据是否
充分"等等*语言学在慢慢地朝
着这个方向发展" 相比过去有
了不少进步*这次到上海来"跟
复旦大学的金力先生聊了聊 "

我就很高兴* 他不是搞语言学
的"但和我一样"认为跨学科非
常重要" 要了解人就要了解人
的语言"也要了解人的基因"而
基因研究是他的本行*语言+基
因+历史 +演化 "都应该放在一
起研究"尽可能地扩宽视野*在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责任编辑" 黄春宇
&'()*+,-.&/0+)

!

访谈录

我们应当让语言自然地演化
!!"#$年上海人类学学会终身成就奖"得主#语言学家王士元

王士元 !著名语言学

家!"中央研究院# 院士!

!"#$

年生于上海$在哥伦

比亚大学求学时开始研究

语言学和人类学!在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创

办%中国语言学报 &!向国

际语言学界展示中国语言

学的研究$

通过对汉语方言的计

算机分析! 王士元提出了

'词汇扩散理论($ 他在中

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

量田野调查! 推动了中国

语言学的发展$ 他特别强

调探索过去有三个窗口 !

分别是考古学) 遗传学和

语言学! 并积极实践跨学

科研究*

王士元说过+ "不同学科

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

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

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

变化!甚至完全消失* 人类的

知识! 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

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

最终是相互贯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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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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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海人

类学学会授予王士元年度

"终身成就奖(! 以表彰他在

语言人类学领域作出的杰出

贡献* 颁奖礼后!王士元接受

了本刊采访*

本报记者 黄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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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元+左一,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