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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每个引进的名词术语都自带文化视角

申小龙

①一段时间以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引起广泛关注。中国话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但就话

语本身而言，是表达思想、观念、情感、文化的载体。所以，当务之急是先从语言学的角度，

把中国话语这个概念弄清楚。

②一个世纪前，我们的语言还属于古代范畴。现代化之后引进了很多新的词语，导致我们的语

言研究实际上是用欧洲的术语范畴分析中文，这就会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语言学上

用的最基本单位：词。这是对英语word的翻译，中文中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单位，只有“字”。
而“字”在现代语法结构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按照拼音文字，“字”只是一个书写单位，并
不是语法上的基本单位，所以引入了欧洲语言中的“词”。句子也是这样，句子的概念也是从欧
洲翻译过来的。古代汉语的“句”是“句读”的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句子”的“句”是两个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③由此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在语言学里，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但是一旦引入了欧

洲语言中的这个概念之后，它在中文中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说不清楚汉语的词，就是当两个汉

字被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究竟是词组还是词。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搞不清楚还能不能再往下分

析，不能确认它是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比如“睡觉”，是一个词，但是“睡” 和“觉”在古代
汉语中是两个单位，是可以拆开的，比如“睡了一个好觉”。
④在欧洲语言理论中，“字”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而我们现在渐渐认识到，中文语法肯定是要建
立在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词的基础上。汉字的组合对于中文来说是有根本意义的，而这

个意义在欧洲语法的视角中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只认词。这意味着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

是建立在西方范畴之上。

⑤其实每个学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由此可见，几乎所有欧洲术语拿到中国来以后都要打个问号。当它们被用来分析中国文化的

时候，可能都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表述单位。就语言学而言，只有厘清了这些基本范畴之后

我们才能更科学地认识我们语言的特点。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太不一样了，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和欧洲人也有很多根本性不同，用了他们的范畴之后会曲解我们自己的语言。每一个

词都是视角，是特定的文化视角。我们需要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来分析中文，也就是要消解掉

西方语言理论的那些范畴。

⑦实际上，除了学科领域，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翻译

腔很重的语言，你也能够听懂，也觉得它是汉语。但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地道的好的汉

语。之前翻译家周克希谈到《小王子》的译法中“需要彼此”和“彼此需要对方”的不同，认为前
者不是中国人的表述方式。这其实是整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欧洲思维方式是动词中心，一个句

子只有一个核心，句子很长，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中文是流水句，很短，意

在言外，充分依赖语境。

⑧中文是有诗意的语言。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中文是好的中文，什么样的中文是欧化的中

文。我们应该怎么书写，怎么继承传统语文的好的特点。所谓好的汉语，就是音乐性很强的汉

语，有声象和意象的汉语。音乐性是中文最基本的要求，而欧化的语言都是没有音乐性的。

⑨当然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很不容易，因为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已经融合在我们的意识里成为

我们视角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真正做到追根溯源很难。语言学界甚至有这样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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