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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概述 ①

陈　迪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语言学习中，常见“语言对比”和“语言比较”之类的说法，那么，“对比语言学（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与
“比较语言学（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这两个语言学学科之间，有何区别？结合这两个学科的定义，来说明对比语言学
与比较语言学的区别。作者指出，由于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重大差异，现实条件的限制，更适合进行对比语言学的研

究并将其用于指导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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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分支，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
言学均着重于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研究，并对其

他有关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弄清楚这两个语

言学学科之间的区别，明确以后的研究方向，并将其应用

于指导外语教学，对语言学习者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外

关于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在国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由拉多出版的《跨文化语
言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引发了当时人们对比较
语言学的关注。美国学者詹姆斯（ＣａｒｌＪａｍｅｓ）的《对比分
析》，德籍英国学者哈特曼（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Ｒ．Ｋ．Ｈａｒｔｍａｎｎ）的《对
比篇章学》和波兰学者菲齐亚克（ＪａｃｅｋＦｉｓｉａｋ）主编的《对
比语言学的理论问题》这３部著作从不同层面突破了原先
的“对比分析”的狭隘视野，为新生的对比语言学开拓了

广阔的天地［１］。在国内，吕叔湘先生于１９７７年作的《通过
对比研究语法》报告，让对比语言学在国内迅速发展起来。

国内许多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研究。许余龙１９９２年在上
海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了《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和分类》，

２０１０年在外语教学期刊上发表了《语言的共性、类型和对
比———试论语言对比的理论源泉和目的》。潘文国的《换

一种眼光如何？关于汉英对比研究的宏观思考》和潘文国、

谭慧敏共同出版的新著《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也有效地推进了国内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进程。

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在１９世纪得以丰富和发
展。这门学科不仅为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

础，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建立和

研究。早期比较研究者注重将梵文与其他印欧语言进行

系统的比较。比如，弗朗兹·葆朴（Ｆ．Ｂｏｐｐ）１８１６年发表
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拉丁、波斯和日耳曼语

的比较》，以及后来本菲（Ｂｅｎｆｅｙ）回顾１９世纪前半叶比

较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学史和德国的东方历史比较语言

学》。１９世纪中叶最有影响、最具历史意义的人物，也许
要算施莱歇尔（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印度日
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２］。在国内的比较语言学的研

究有廖东平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地域语言学———国外

研究简况》；李延瑞的《二十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现状》；聂志平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分期辨 》等等。

１　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的区别
对比语言学原称为“对比分析”（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简称ＣＡ），它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

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

有关领域［３］。比较语言学，又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它通过

科学的比较方法，对有关的各种语言进行历时的比较研

究，以便找出它们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对应关系

和异同。利用这门学科，不仅可以知晓相关语言的历史

发展进程。同时可以确定它们之间在结构上的亲疏远近

关系，以便找出它们的共同母语，或者明白各种语言自身

的特点。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前，历史理论语言学的理论框架
与语言的谱系树理论有关：语言分化之初，有一个共同的

原始语（母语），在不断的语言分化过程中，语言按同化的

方式分化为目前世上多种多样化的语言或方言，而实际

上语言在演变过程中，不仅分化也会统一，语言间相互影

响，共同发展。

詹姆斯在其《对比分析》一书中对对比语言学和比较

语言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作了清楚地描述：对比分析不

关心分类，而是如同其名称所暗示的，更关心的是语言间

的异而不是同。比较语言学认为尽管各种语言均有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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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所有语言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点使人们可以对它们

进行比较并分成各种类型［１］。

王宗炎是这样区别对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

对比语言学不同于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是共时性研

究，它要揭示语言之间的一致性和分歧性———尤其是分

歧性；比较语言学是历时性研究，它要追溯语言之间的谱

系关系。在这里，詹姆斯和王宗炎均对 “比较”和“对比”

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明确了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之

间的界线。

总体说来，可以用表１简略地概括对比语言学和比
较语言学的不同：

表１　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差别
领域 对比语言学 比较语言学

对象
亲属语言，非亲属语言，

现代活的语言，方言
亲属语言

目标 语言间的异同
构拟原始语，建立谱系

关系

重心 语言间的不同处 语言间的相似处

方法 共时 历时

作用 指导语言教学，翻译实践
梳理语言间的相互联系；

发展词源学

２　两者与外语教学的联系
２．１　对比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联系

外语教学是对比语言学产生的动力之一。两者相辅

相成，外语教学的实际需要促进了对比语言学产生的必

要性，反之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可以用于指导外语

教学。张会森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曾有过全面系统的阐

述。他认为，语言学与其它许多学科一样分为理论语言

学与应用语言学。那么同样，对比语言学也包括理论对

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这两个方面。他曾说“对比语

言学的应用价值首先在于它有助于外语教学和对外语言

教学（例如对外汉语教学），概言之，有助于第二语言的教

学和学习”［４］。根据“语言转移说”，对比语言学可以对任

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学习者

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常常会无意识地将母语和第

二语言对比，以希望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从而通过母语这

座桥梁来建立第二语言的学习概念，快速扫除语言障碍，

这对外语教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２　比较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联系
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对知识的讲解常常只停

留在共时层面上，要求学生特别记忆一些不规则形式或

固定用法。然而这些所谓的不规则形式或固定用法实际

上是由历史语言演变而来的。语法的历史部分是我们建

立一套系统完整的外语语法教学的必要参照物。Ｗｉｌｋｉｎｓ
认为语言学的教学成果对外语教学意义深远，它可以为

外语教学提供重要的见解，启示或是直接用于教学过程

中，使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自己所学语言历史演变过程

和系统地知道整个语言结构体系，从而避免因死记硬背

产生的一知半解现象，有效促进外语教学［５］。

３　结　语
语言学上的“对比”是借用对比的方法来 “研究不同

语言在语法、逻辑和对经验的一般分析上的重大区别”。

然而“比较”讲述的是作为不同语系的语言的发展历程，

通过阐述各语系的特质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来建立

某种谱系关系。简而言之，“对比”有同有异，趋于求异，

而“比较”有同有异，更趋于求同。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专

业的学生，尤其是语言学方向的研究者，在对比较语言学

与对比语言学有基本的认知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今后应该着重于从事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而非比较语

言学的研究。只有把这个大方向确定了，我们才不至于

在语言学这条路上走进了“死胡同”。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的

研究主要是针对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进行的。对英语

教学来说，英汉对比理论能使语言教师更加精确、全面地

了解其所教语言的内部体系和外部生存环境，为教学提

供适当的理论依据；帮助语言教师预见教学的重点、难点

及母语的干涉程度，为提前采取预防措施，组织好课堂教

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的解决办法。其还可以可引导学

生自觉地去探求语言学习的方法，并有意识地总结学习

规律，从而使语言学习由被动模仿转到主动研习的轨道。

所以如果我们有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意愿，我们在进行

英语教学时就应多采用英汉对比理论。

但英汉对比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应值得我们重

视。吕叔湘先生关于“两张皮”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存在

于我国汉语界和外语界的不正常状况。那就是说，汉语

学习者不懂外语或对外语研究漠不关心，他们对母语的

研究未能在普通语言学的指导下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中进

行。同样外语学习者也不太关注汉语的研究，他们在学

习外语的过程中忽视了自身汉语水平的提升。这一状况

严重影响了我国语言教学和研究质量的提高，也成为我

国语言研究走向世界的瓶颈。所以目前我们这些研究生

初学者们要做的就是从自我做起，从早就起，通过看中英

文杂志、报纸、书籍，经常做中英文互译，加大中英文阅读

量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中英文水平，加强自己中英文应

用能力。只有这样，我们在从事相关研究时才不至于手

足无措，感到力不从心。同时我也深切地希望中国的教

育体系能够有所改善，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够硬”。

通过英汉对比研究，大力促进英汉两界双方的合作，

消除两种语言之间的障碍，这是我们所乐见的。也只有

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有长远发展，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才

能赶超世界水平，与国际学术界才能进行真正平等的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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