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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汉语是洪堡进行普遍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它促使了

洪堡更为全面地探索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并进一步考察语言和

思维的关系%本文就洪堡对古汉语的语法形式*文字形式*所反

映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论述进行阐释和探讨$以揭示洪堡对古汉

语的分析从以印欧语为中心到较为客观全面的视角转变$以及由

此所显示的洪堡语言哲学思辨的发展历程%同时$洪堡对古汉语

的研究也反映出了汉语对建构现代普通语言学不可多得的类型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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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威廉1冯1洪堡!X<'89'GE;B )̂G+;'.7$"/I/ "206#是德意志著名思想家%

他的思想涉及政治学*教育学*自然哲学*人类学*美学等方面$而他在语言哲学和语
言学方面的建树尤其显著%他是普通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奠基人$开创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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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语言学$对后世的语义学理论*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相对性理论*以语言为导向
的认识论的注释学都给予了这样或那样的启示或借鉴$并对当代的交际语言学和
媒体语言学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引导%! 作为一位(伟大而孤独)的语言研究者$"他

一生涉猎了大量语言$具体研究的语言就多达/6种$不但涉及美洲语言*南岛诸语
言*梵语和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而且还专门考察了汉语$#尤其是古汉语%

洪堡的汉语研究始于"2!"年$主要参考了耶稣会教士罗伯特1马里逊!Q;+9A7
J;AA<><;B$"/2! "203#的&汉语词典'!6'7#'("&%0(2#8$=8'"$-$X&"5+&5$$"2"6
"2!0#*基督教传教士约书亚1马士曼!L;>8)@J@A>8G@B$"/I2 "20/#的&中国言
法'!3)$>$"#-(2=8'"$-$I%&>>&%$"2"3#以及法国汉学家阿贝尔1雷慕沙!L9@B
N<9AA95+9'UQTG)>@7$"/22 "20!#的&汉文启蒙'![)\>$"-,$)&5%&>>&'%$78'/
"('-$$"2!!#*&东方宝库'!A'"$-,$)2T%'$"##等书籍$研究对象主要为古汉语%洪
堡研究了汉语的语音*词*语法和文字以及汉语与民族思维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
主要有著述&致阿贝尔1雷慕沙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
!8[A<9?@B J45+9'UQTG)>@7"r+9A .<9 O@7)A FA@GG@7<>=89A K;AG9B<G
@''F9G9<B9B)B. l+9A.9B $9<>7.9A=8<B9><>=89B D:A@=89<G +9>;B.9A9Bh#
!"2!I#$和科学院演讲&论汉语的语法构造'!8S9+9A.9BFA@GG@7<>=89B[@).9A
=8<B9><>=89BD:A@=89h#!"2!I#%除此之外$洪堡关于汉语的论述还散见于其他大
量的论著%以及与雷慕沙*弗朗茨1葆朴!KA@B([;::$"/H" "2I/#*弗里德里希1戈
特利布1韦尔克!KA<9.A<=8$;77'<9+X9'=,9A$"/23 "2I2#等人的多封书信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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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洪堡原文基于作者的自译%&致雷慕沙的信'原文用法语撰写$本文译文参照了克里斯
托弗1哈布斯迈尔!P8A<>7;:8 @̂A+>G9<9A#的德译本%此外$本文涉及的洪堡汉语研究均为古汉语%

主要有&论语法形式的产生及其对观念发展的影响'!8S9+9A.@>CB7>7989B.9AFA@GG@7<>=89BK;AU
G9B$)B.<8A9BC<B?')>>@)?.<9V.99B9B7R<=,')BFh#!"2!!#*&论文字和语言的关系'!8S9+9A.9Ba)>@GG9BU
8@BF.9AD=8A<?7G<7.9AD:A@=89h#!"2!0 "2!3#*&论拼音文字及其与语言构造的关系'!8S9+9A.<9[)=8U
>7@+9B>=8A<?7)B.<8A9Ba)>@GG9B8@BF G<7.9G D:A@=8+@)h#!"2!3#*&语 言 普 遍 类 型 的 基 本 特 征'
!8$A)B.(lF9.9>@''F9G9<B9BD:A@=87-:)>h#!"2!3 "2!I#*&论人类语言构造的差异'!8S9+9A.<9#9A>=8<9.9BU
89<79B.9>G9B>=8'<=89BD:A@=8+@)9>h#!"2!/ "2!H#*&论某些语言中方位副词与代词的亲缘关系'!8S9+9A
.<9#9AR@B.7>=8@?7.9AZA7>@.E9A+<9BG<7.9GNA;B;G9B<B9<B<F9BD:A@=89Bh#!"2!H#*&论人类语言构造的
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8S9+9A.<9#9A>=8<9.9B89<7.9>G9B>=8'<=89BD:A@=8+@)9>)B.<8A9BC<BU
?')>>@)?.<9F9<>7<F9CB7R<=,')BF.9>J9B>=89BF9>=8'9=87>h#!&卡维语导论'$"20& "206#%



&德国研究'!&!!年 第"期 第0/卷 总第"3"期

6$+#-78)&",/*#+,'$"

语在洪堡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哲学思想建构中之所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因
为汉语这一具有独特类型学意义的语言!为洪堡语言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即通
过语言间的对比研究探索不同语言所展示的世界观$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
理据%

洪堡的汉语研究从语法形式到汉字特征的探究再到汉语与思维关系的思考$

经历了三个阶段$下面对此逐一进行论述%

二*语法形式的外显与观念发展明确性之间的关系!!&""年#

洪堡认为$拥有丰富文学作品的民族也应拥有语法形式发达的语言%比如$

古希腊能够拥有璀璨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希腊语中的多元组合句构造$这种构造
集合了不同的语法形式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造就了句式内部的对称与舞蹈般
的和谐$不但能够加强和激发思想的表达$而且能够愉悦精神%" 因为$(诗歌和
修辞是语言的艺术$需要语言提供所有最丰富*最生动*最精巧的辅助手段%在那
些所显示的语言形式不够纯粹*不够生动*不够丰富的地方$语言创作所需要的想
象力必然无法全部发挥作用$而正是这种想象力蕴含了所有诗歌和所有演说艺术
的力量)%# 正如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语言中的词表达世界$

而语法展示的是逻辑思维%$ 洪堡在"2!!年&论语法形式的产生及其对观念发展
的影响'中也指出$语法关系表示对象之间的联系$虽然这种关系也可以通过知性
对语义的逻辑推理得出$但却容易引起误解或歧义$因而(如果观念的发展既要明
确$同时又要迅捷并富有成效$那就必须摆脱这种纯粹推测的知性行为$并让语法
关系像词一样$通过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说$表达逻辑思维的语法应具有明确的
形式%他认为(只有通过称谓事物的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才能真正表达语法关系%
-55.当然还有语法词$它们一般不指称任何事物$而只表示关系$也就是语法关
系)%而真正的语法关系要着眼于(形式变化)$因为(词形变化本身没有任何含义$

只表达纯粹的语法关系)%相反$(如果一种语言借助粘附于无形态变化词语的介
词来构成格$那么就不存在语法形式$而只存在可以推测出其语法关系的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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