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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 王贵元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

中华民族智慧不断凝聚、文明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因此，汉语言文字研究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新材料不断涌现、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汉语

言文字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功夫。

　　以材料更新开辟研究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

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

理论”。汉语言文字研究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挖掘新的语言文字材

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理论体系。材料是学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

一，也正是由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和整理出版，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不断开辟新的空间。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传世文献向出土文献扩展。传世文献特别是中古之前的传

世文献存在数量较少、文体单一、多为书面语、经历代传抄难以保真等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字研

究不能局限于传世文献。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整理出版并形成历时的完整序列，汉语言文

字研究增添了新的丰富材料，具备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出土文献，包括商代和

西周甲骨文、商至汉代铜器铭文、春秋战国玉石文献、战国至魏晋简牍文献、汉代以后的石刻文

献、魏晋以后的纸质文献等。二是从国内文献向国外文献扩展。国外文献首先是指传统汉文文献。

古代东亚、东南亚地区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而使用汉字，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包括传统的

经典文献、训诂材料、辞书、汉语字词汇抄、汉语教科书等，有抄录者，也有改编者，其中有很多

是中国失佚资料。其次是指西方传教士文献。包括汉字汉语辞书、汉字汉语研究著作等。这些国外

文献的涌现是对国内文献的有益补充，为汉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支撑。三是从通语文献向

方言文献扩展。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比如汉语普通话）是汉语言文字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

近年来，研究者们密切关注方言文献，开展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有力拓展了通语与方言的研究范

围。此外，还包括从纸面文献向口头文献、从传统文献向特色文献扩展等。近年来，新材料新文献

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汉语言文字研究开辟了广阔研究空间。

　　以理论创新引领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

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

题。”汉语言文字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汉语言文字材料本身出发，不断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是汉语言文字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只有如此，中国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为人类语言文字研究贡

献自己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引进了很多西方理论。这些理论的引入对深化汉语言

文字研究而言不能说没有益处，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世界语言文字中，汉语言文字

独树一帜，历史悠久且承续至今，直接使用任何缘起于其他语言文字的理论来研究汉语言文字，其

结果必然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目前，我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使用西方理论时还存在两种需要改

进和改正的现象：一是简单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介绍进来，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进；二是借

鉴西方理论来研究汉语，却没有深入探索汉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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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遭遇的困境和突破、构想的目的和

思路等决定性因素。对这些因素，理论创立者不一定言明，研究者只有对其理论进行全面了解和分

析才能获得，而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因此，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机械套用舶来品是错误的。举例来

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严格区分历时语言研究与共时语言研究的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界一些研究

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历时研究是对语言文字现象发展脉络、发展规律的研究，是动态现象研

究；所谓共时研究是平面系统的描写和分析，是静态现象的研究。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宏观地

看，二者只不过是对同一现象的纵横切分而已。历时发展中，语言文字现象的消长转化主要是不同

共时平面制约和抉择的结果，而所谓共时平面也只能是对历时过程的横向剪取。所以，离开历时追

索和解释，很难准确地进行共时描写；脱离共时观照，也难以恰当地理解历时演化。但国内不少研

究者已习惯于历时、共时的对立，把研究的问题首先框定在历时或共时范畴，然后进行隔绝式的探

讨，历时研究只分析纵向发展、共时研究不考虑历时因素成了固化的理念。这种固化的理念并不利

于开展汉语言文字研究。汉语言文字研究应当打破西方理论窠臼、突破纵横界线，使历时与共时融

合，这样才会有质的飞跃。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汉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跳出西方理论的束缚，扎根本

土、深耕实践。把研究重点聚焦到汉语言文字本身，依据科学的思路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才是汉

语言文字研究的正路。基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扎根本土，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上不断加力，取得了

明显成效。比如，有的研究者进行多元融合创新，依托社会学、哲学、生态学、计算科学等多个学

科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进而不断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

　　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

　　方法是学术发展的另一核心要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学术研究中发现新现象、

新事物，或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揭示事物内在规律，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继

续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

　　在对汉语言文字文献进行学术解读时，要坚持正确的方法，首先离不开正确的立场。解决好研

究立场问题，需要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汉语言文字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贯通。从学科上看，汉语言文字研究

纵向分成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近年又有人分出“当代汉语”；横向分成了汉字、语

音、语法、词汇、方言等。这样的学科分类自有产生的原因和现实意义，但从学术研究来看，研究

者如果仅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学科整体发展而言弊端颇多。事实上，做好汉

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文史哲”不分家，因

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我们很难区分它是史学著作、哲学著作还是

文学著作，因为它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是十分重要的汉

语研究材料。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

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而这同一文献本是一个有机整体，

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彼此依存的；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

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

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

己核心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

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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