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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基
、

李葆嘉 、 、 � ，

�

内容提要 本
�

文从 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两方面探讨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

制约关系
�

论证了语言类型对 自源文字发展导向的刚性限制和语言类型对借源

文字因袭改制的弹性限制的原理
�

揭示 了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汉语
，

使汉字声

符先天缺失促成字母化的语言条件的事实
二

提出了丈字发展的多元论
、

借用质

变论及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制约观将取代文字发展进化论的断观念
�

壹
、

导论

文字类型的传统分类是图画
、

表意与表音
，

由于图画类以符号造型为分类标准
，

与后

两类不一
，

故有其不足
�

较新的分类法是从符号功能出发
，

分为语段
、

表词
、

音节
、

音位

�辅音 �元辅音�型
�

纯粹类型之间有一些棍合型
，

如辅音一表词型
、

音节一表词型与

形声一表词型
�

根据符号造型可分为图画式
、

象形式
、

线条式等等
�

语言的形态分类法

将其分为孤立语
、

粘着语
、

屈折语及编插语
�

闪含语系与印欧语系诸语言为屈折型
，

但前

者为辅音构成根语干的屈折语
�

后者为元
、

辅音构成或根语干的屈折语
�

在自源文字的产生和演变
、

借簿文字的因袭与改制过程中
，

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之间

呈现怎样的制约关系�在国内尚未见系统阐述
，

本文试加探讨
�

贰
、 �

自源文字的自在选择

一
、

文字画的综合与分解 广

原始文字由表达一定语言内容的文字画蜕变而来
，

并不排除还吸收了一些记号
�

文字

画以综合与语段对应
，

或经分解与语词对应
，

将导致文字发展的最初两种方向
�

印第安
、

极北等民族的图画式语段文字
，

最重要的外部特征�’ 它们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图形
，

而是一

组组或一套套彼此相联的图画
，

表达的是某个完整的在图形上未分解为单个词的信息
�

他

们语言中的句子是一个复杂的编插结构
�

句子之外
，

就没有通常在别的语言类型中所见到

的词单位
�

编插方式的语言结构
，

促使之滞留图画式语段文字阶段并且充分发展
�

由于编

插语中的语言成份不容易从句中分离出来
，

因此这些文字也就难于过波到语词文字
�

与之相反
，

在公元前四千至二千年中期
，

苏美尔文字
、

古埃及文字及商代甲骨文都已

经以表词文字的面貌出现
�

在要素为词的语言中
，

词的音义与词相应的图形符号之间的直

观联系促使组画的分解
�

可以推定
，

枯着型的苏美尔语
、

屈折型的埃及语和孤立型的华夏

语
，

这些语言中一旦象形符号获得与单词的对应关系
，

便很快超越了图画式语段文字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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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表词方式在文字体系中占了主导地位
，

伴随着表音符号的出现
，

成为�民
图画式的东巴文与编插型图画式语段文字不同

，

纳西语的孤立型特剧决定其文字是表

词的
，

尽管残存语段文字的遗迹�如引导字�
，

但它一字一音
、

一音一词
，
一假借与形声都已

具备
，

其自然发展趋向形声一表词文字
�

一

任何一补文字画随着自身的发展
，

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出现表词方式
，

然而是沿着图

画式语段文字的方向使之充分发展
，

还是向表词文字方向过渡
，

显然与语言特点有关
�

编

插语中语言的综合占优势
，

非编插语中语言的分解占优势
，

语言的综合�导致了文字的综

拿
，

借亨妙分今号攀了冬字妙分擎
，

一

二
、

粘着型苏美尔语与音节分析 一
语言分解为音节这样的表音单位比分解为

�

与词相符的表意单位要困沼些
�

苏关尔语根

词干的语音结构有四�。� 元音
、

辅元
、

元辅
、

辅元辅
�

单音节词极易形叫音节
概念

，

而表

达单音节词的
、

意字又易于转变为音节符号
�

苏美尔语又广泛使用附加词缀
，

音节分解比

攀自移
·

毕秒考章竿铆争二李争铆娜替着件号攀了章修妙老半
·

通常是根词中用意字
，

而

问尾后缀用音符来表达
�

辅音不单独参与构词
，

因而没有表示单个辅音的符号
�

尽管音节
，

所以不能放弃使用…意字
，

并运用定

从语言中析出辅“ “ 比析出音节更为困难
，

但在某些语言里变得

州
为容易

·

这些语

言
‘
朴屈折变化的元音具有与构成根词干的辅音不同的语法意义

·

闪含语亨正是如此
，

根词

干通常由三个箱音构成 �所谓三辅音原则�， 而夹杂在根词干内的元音通钟屈折表现语法
形式或构成派生词

�

反复出现的具有强调作用的辅音骨架
，

促使运用这种语言的人把辅音

理解为至关紧要的语音要素
�

而文字只书写辅音
，

对理解语义并不困难
，

以依据词序与语境来确定
�

因此
，

墩初的辅音音素分析
，

并非出于 自觉的

的天然特征赋于闪含人这种天才
，

此盖语音学源于西亚之内在原因
�

为语法形式可

能
，

而是语言

古埃及语属闪米特语
，

约 ���� 个根词中单辅音 ��
，

双辅音 ���， 三书音 ����， 四到

六辅音 ���
�

某些单辅音根词的表词字用来做多辅音词的辅音符号� 某些欢辅音或三辅音

的表词字也丢失了强辅音后面的弱辅音
，

转变为辅音符号
�

后来埃及语又一向分析型方向转

变
，

某些位置上脱落了阳性后缀或词尾辅音
，

这就增加了单辅音根词的数量
�

促进了辅音

音符的发展
�

正由于元音不标
，

使辅音词干同音结构增多
，

不得不利用定特加以区别而产

生了形声字
�

因此
，

除了文化传统的力量之外
，

语言和文字的运用情况也决定了该文字就

是不能演变成纯表音
，

而采取辅音一表词类型
�

一

四
、

孤立型单音节词华夏语与落声原则 一
从商代甲骨文的造型可以推断它起源了原始文字画

，

但迄今在华夏地这未发现复杂的

今臀冬字
，

这零乎妙卿面辱咚了华琴借妙平卒掣粤章节娜令尽
， ’

勤场函存乌床菇反孚禾属
于同一系统

，

而大汉 口文化中发现的四个图画字与汉字可能有渊源关系
�

如果说华夏原始

书写系统经历过图画形式
�

那极有可能是与东巴文相似的图画式表词文字踌

甲骨文中绝大多数是单音节词
，

双音节组合甚少且多是专名
�

造字中象形
、

会意为

主
，

常用形声字只有几十
�

用字中则广泛假借
，

可据形推其本义的不过百降字
，

而假借抽

样检查高达 ���
�

由假借原则产生的音节字符与由音节原则产生的音节符号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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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假借中的音节字符为一个完整的能满足单词需要因而与词对应的语音单位
�

音节原则

中的音节符号
，

处于待拼状态
，

只与多音节词中的某一音节对应 �苏美尔语根词干多为单

音节
，

但与粘着性词缀合在一起还是多音节词�
，

这一音节不能满足一个词的语音表现形

式
�

华夏汉语一音一词
，

假借即以声托事
，

因声达义
，

而多音节语中表达词缀的音节并不

涉及语义层面
�

假借字符只有个别性
、

随机性
，

音节符号才具有普遍性
，

凡此音节都可用

此符号
�

音节符号的形成不但依赖单音节词的存在
，

而且依赖于多音节词系统的存在
�

在单音

节词为主的语言中
，

音节与词的对应关系
，

使之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起表音作用
�

由假借字

符演变而来的声符只能谐数字或数十字
，

而不能进一步演变为这个音系中的某一音节的普

遍代表物
�

与之相反
，

处于多音节词网络中的单音节词 �如苏美尔语与
�

日
语�

，

一旦被用

作表音符号
，

就有演变为某一音节的普遍代表物的趋势
�

因此
，

单音节语中的假借字符与

多音节语中的音节符号性质迥然不同
�

甲骨文不是音节文字
，

而是通过假借方式实现表音

的单音节语词文字
，

即假借一表词文字
�

假借方式的广泛使用
，

致使同音结构在字形上无从区别
�

文字可区分度降低势必借助

形旁补偿
，

于是形声原则逐步代替了假借原则
�

从甲骨文形声字初显端倪到秦汉篆文形声

字占���
，

经历了一千多年
，

汉字的类型就变成了形声一表词文字
�

叁
、

借源文字的自觉选择

自源文字由文字画演变而来
，

语言类型对文字发展的限定是 自然的
，

故其选择为自

在�借源文字则是外来的
，

尽管选择的历史契机或选择方式不尽相同
，

但一般总是表现为

能动选择
，

故其选择为自觉
�

一
、

因袭借用 �不改变文字类型�

�一�音节文字产生于粘着语
，

故非粘着语借用则不适应
�

操辅音根词干屈折型闪米特语的巴比伦与亚述通过阿卡德借用苏美尔文字
，

虽然广泛

使用复合法
，

使后一个音节变成表辅音符号
，

但仍不适应亚述巴比伦语
�

赫梯楔形文字借

于巴比伦
，

每个文字符号只保留一个音节值
，

同时用表意字
，

使文字变得十分复杂
，

音节

文字与元辅音根词干屈折型赫梯语也不相适应
�

机械因袭借用致使亚巴文字与赫梯文字不

能向适合自己语言的音位文字演进
�

因而通过向音节文字借用的方式产生不出音位文字
，

尽管借方的语言类型有这种要求
�

然而有原始图画文字操粘着语的以栏人
，

也通过阿卡德借用了楔形音节文字
，

但他们

根据以栏语粘着与音节结构简单的特点而使之向纯音节文字演变
�

�二�辅音文字产生于辅音根词干屈折语
，

故非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则不适应
�

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使类型发生变化
，

或如希腊单独创制元音字母
，

或如印度使之元音化为音节文字
�

粘着语借用辅音文字
，

通常如维
、

蒙
、

满诸族仿希腊式

而元音化
�

在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区域内
�

辅音文字也从最初的直接借用而逐步产生采用附加方式

标明元音
，

演变为标元辅音文字
�

东方字母一般都通过阿拉米文字而起源于排尼基文字
。

阿拉米语与肪尼基语相近
，

最初的文字几乎没有差异
�

亚述与巴比伦舍弃音节文字转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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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的希腊人借鉴排尼基辅音音位文字
，

创造元辅音音位文

字类型
�

远古希腊的亚该亚人借用了米诺斯音节文字 �克里特线形文字 ��
�

米诺斯语以开音

节为主
，

没有复辅音
，

音节容易从语言中分析出来
�

但音节文字
，

不便表示希腊语词尾辅

音与词首复辅音
�

古希腊多利亚人毁灭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后
，

其音节文字随之消失
�

与膝尼基人的贸易往来及杂居
，

使希腊人接受了辅音文字
�

与肺尼基根词干不同
，

希

腊语的根词干由元
、

辅音组成
�

许多词要靠元音区分
，

只用辅音字母书写则相同
�

与排尼

基比较单一的词序也不同
，

希腊语句中的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

采用辅音文字并不能

暗示该词的元音符号
�

辅音文字的元音化途径在古希腊为什么不象印度经由辅音音节化的方式
，

而通过创立

特殊元音字母的方式呢�这由于 � 一方面音节文字对于具有多种形式音节结构和复辅音及

词末辅音的希腊语极不方便� 另一方面表达膝尼基半元音和喉音的一些字母被借用时
，

希

腊人大概读成了希腊语的元音
�

也可能在读一些字母的膝尼基名称时
，

丢掉首辅音而读成

后面的元音
�

这样的读音在用希腊语书写文句时固定下来
，

由此演化出元音字母
�

除了创

制元音字母外
，

还根据希腊语的特殊语音结构改变了辅音字母的组成
�

元辅音类型文字的

产生使辅音文字发生了根本改变
，

为语音的准确记录提供了便利工具
�

�

�三�操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的波斯人借鉴亚述巴比伦楔形表词一音节文字
，

创制出

楔形纯音节文字
�

公元前六世纪
，

西亚广泛流行亚巴楔形表词一音节文字与阿拉米辅音音位文字
�

阿

拉米辅音文字对波斯语并不合适
�

迅速登上历史舞台的波斯人认为自己承袭了被征服的巴

比伦王国的以往强盛
，

可能也考虑到楔形文字的通用性质
，

因此采取楔形式样
，

借用音节

原则
，

创造了自已国家的文字体系
�

音节文字不仅能表示辅音
，

也能表示元音
，

与辅音文

字相比
，

较适合元辅根词干屈折语
�

同时
，

在阿拉米音素原则的影响下
，

波斯把表词字从

文字体系中排除出去 �仅保留四个�
，

从而使波斯文字变成了纯音节文字
�

�四�操粘着语的日本人借用汉字
，

创制假名音节文字
�

日本起初通过训读与音读的方式
，

借用汉字表达 日语
�

借助表词字可以表达不变化的

根词干
，

而表达粘着语中用词缀系统表示词的语法形式却十分困难
�

始利用开音节汉字作

为音节符号
，

继而演变出万叶假名
，

最终发展为假名音图
�

但是由于 日语中约 ���的词

来自汉语
，

且有大量同音词
，

因此不得不采取假名夹汉字的书写体系
�

现代 日语文章中
，

假名符号占总数 ���
，

汉字占���
�

除了在小学课本及电报中用纯假名音节文字
，

一般

情况都采用的是表词一音节混合型文字
�

三
、

借用的复杂性

�一�选择的曲折性
�

与自源文字只有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自然选择不同
，

借源文字则可以因历史机遇而

自觉地多次选择
，

以求适应本民族语言特点
，

亚该亚人借用米诺斯音节文字
，

但继起的多利亚人未采用
�

在文字空白二百年之后
，

又借用了胖尼基辅音文字
，

加以变革创造了适合古希腊语的文字
�

巴比伦人因征服阿卡德

借用了不适应自己语言的音节文字
，

后来又借用辅音文字
，

并用缩小辅音字母作为元音符

号
，

以适合巴比伦语
�

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采川阿拉伯文字
，

因辅音型文字不适合粘着

一 ��一



型突厥语
，

本世纪改用拉丁式元辅音文字
�

共时二向选择透露较为复杂的文化心态
�

契丹于 ��� 年仿汉字制表词大字
，

四年后又

仿回鹊文造拼音小字
�

前者是崇尚中原文化
，

而后者是适应其语言特点
�

这种情形与古波

斯既通行阿拉米文字
，

又采用楔形音节文字相似
�

一

排尼基人的选择则更为曲折
，

经历了比布洛斯音节文字
、

伽南布奈辅音文字
、

乌加里

特楔形辅音文字多次选择以后
，

最终采用了纯辅音音位文字
�

�二�选择的多元性
�

胖尼基文字其表达原则与符号样式都借自埃及文字系统� 波斯模形音节文字其表达原

则与符号样式都借自苏美尔一巴比伦文字系统
�

这些仅是一元借用一

乌加里特文字表达原则借自埃及
，

而符号式样仿自苏美尔� 蒙古文字母构成借自回鹤
文而竖行书写是受汉文影响� 朝鲜文表达原则来自西域胡书及汉语等韵学

，

字式方块却仿

汉字
�

这些都是多元借用
�

一

古日尔曼人向敌手拉丁人借来表达原则
，

使原先
�

的竖线与斜线组成的表词符号具有音

值而形成北欧文字� 爱尔兰人熟悉了拉丁字母以后
，

也给自己的计算符号赋于音值
，

成为

欧甘文字
�

由这种方式创制的文字具有借用与自产的双重性
�

�三�选择的机遇性
�

文字借用除受语言制约之外
，

往在还受诸多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 ‘使选择具有机遇性或

偶然性
�

这些因素有地域相近
、

贸易往来
、

征服同化
、

宗教信仰
、

文化辐射
、

文化趋同
、

殖民引进
、

一语两国等
�

一

元辅音根词干屈折型的梵语适合元辅音文字
�

由于地域相近与贾易往来
，

印度商人熟

悉西亚辅音文字与音节文字
·

因此通过辅音文字元音化的方法产生训婆罗米文字
·

由于地

域遥远未能接受希腊式文字
�

喜克索斯人征服埃及采用辅音文字
，

阿卡德人
、

巴比伦人征服苏美尔递相借用楔形文

字
，

则是征服者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 反之
，

阿拉伯
、

罗马帝国在其占领地区推行阿

拉伯
、

罗马文字
，

则是被征服者受征服者的同化
�

前者是自觉同化
，

一而后者是被迫同化
�

阿尔泰语系的一些民族
，

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采用不适合粘着语的阿拉伯文字
�

朝

鲜
、

日本与越南借用汉字
，

党项
、

契丹
、

女真仿汉字制字
，

则因中原汉文化辐射所致
�

西班牙
、

葡萄牙
、

英
、

法等国的文字体制变成美洲
、

大洋洲中十些国家的文字体制
，

并在亚
、

非殖民地广泛流传
，

这是殖民引进
·

�

乌尔都语和印地语都源于古梵语
，

非常相似
·

前者用阿拉伯文喇书写
，

后者用梵文字
一

母书写
·

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人与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人为同卜种族
，

因信仰伊斯

兰教用阿拉伯文字
· ‘ �

但后者本世纪先后改用拉丁字母与斯拉夫字母
，

尾由于一语两国
·

� �

一个民族先后借用多种文字
，

可能出于不同原因
·

回纭从八世纪严用突厥文
‘ 后又使

用仿照中亚商业语言粟特文字母创制的回鸽文 ‘ 十世纪起因宗教信仰阵用阿拉伯字母
�

如

今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使用在察合台文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维吾尔文
�

住苏联境内的维吾尔
人先用拉丁字母

，
���� 年又改用斯拉夫字母

，

则表现为文化趋同
�

�

肆
、

结论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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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在文字的历史发展中
，

必须区别自源文字的自在选择与借源文字的自觉选择
�

在自在选择中
，

语言类型对文字的选择限制似乎是盲目的
，

摹寒举不匆不掌的方术体
那举攀今替俘

，

即何秒考言馨掣尽彭自移拳尽串早秒馨掣冬字
�

尽管某些发展阶段对不同

自源文字是共有的
，

但也不无差别
�

同样是图画式文字
，

编插型印第安语为语段类型
，

孤

立型纳西语为表词类型
。

同样是表词文字
，

但粘着语促使其文字向音节方向发展
，

辅音根

词干屈折语促使其文字向音素化方向发展
，

孤立语促使其文字向形声化方向发展
�

语言类

掣砂自谬冬字岑尽导印的刚件眼卸枣那汐
� �一�甲呼本冬字辱甭薄孪汐寺娜冬字

，

零哮
于诊考言辱甭够哲岑甸该修的考言兽俘

‘
仁�枣娜冬字孕亨半何秒春章方拳 零珍于该

语言易于析出何种语音要素
。

二
、

以单音节词为语根而滋生新词
，

在书写系统中或表现为相应的文字假借
·

这使尽
字的表音方式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摆脱语义羁绊

�

一个语根可表现为数个字根
，

但以某一字

根为中心派生的一组同源字则共用一个声符
�

不仅依赖形旁指明义类
，

而且声旁在表音的

同时也透视语义 �一般是特征含义�
�

同源借用使声旁不可能上升为纯音符
，

具有偶然

性
、

随机性的非同源借用声符也只能在极小范围内使用
·

以警章节橙枣汐丰妙尽借
，

傅浮
字声符先天丧失了促成字母化的语言条件

�

三
、

在借源文字的自觉选择中
，

因诸多因素的影响使语言类型的选择呈现一种偶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拳 但李竿本害熬场令谭亨羊掣摹最禅尽尊卸事尊举的印哲亨水枣移中诊亨拳掣砂冬字李
型的弹性限制

�

粘着语适应音节文字
�

粘着语如借用辅音文字会从使用标元法走向仿希腊式元辅音文

字
�

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音节文字
，

或将棍合性音节文字改制成纯音节文字
，

或舍之

而重新选择
�

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音节文字
，

只得弃之重选
�

辅音根词干屈折语适应辅音文字
�

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
，

会随着应用的要

求而采取标元方式
�

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元音化
，

或创

制元音符号使之成为元辅音文字
，

或经辅音元音化成为音节文字
�

单音节孤立语适应形声文字
�

单音节孤立语借用形声文字
，

会根据该民族语音系统创

制方块字
�

粘着语借用形声文字 � 或通过
“

音借
”

创制音节文字� 或根据拼音及等韵原理
，

创制合休音节文字� 或采取两套文字制度
�

元辅音音位文字具有准确记录语音的优良功能
，

所有的语言都能用它记录语音
�

编插

语一般多引进元辅文字
，

但切罗基语却采用印第安人塞霍亚 ����������从 自己的语感

出发而设计的音节文字
，

使用一百五十年认为无必要做任何修改
，

表达音位使编插结构太

长
，

而音节文字使之相对缩短
�

四
、

拼音文字与表词文字既反映语音又反映语义不同
，

它将反映语义排除出去
，

仅记

录语音音节或音位
�

这对于多音节语
、

同音结构极少的语言比较适用
�

对单音节语
、

同音

结构较多的语言
，

实行拼音文字则影响文字区分度
�

创制一种新的文字类型一双拼表义
文字 �由义符与双拼式音符组合成字�

，

可视为汉字变革的一种尝试 �见 《衰晓园汉字现

代化方案简介》�
，

然而音符与义符表达功能的递减性与衰变性
，

仍令人困扰
�

五
、

文字类型演变的进化论模式与语言类型演变的进化论模式
，

是上一世纪生物进化

论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机械搬用
，

与文字发展的多元状态格格不人
，

对语言类型与文字

类型的制约关系漠不关心
�

一 ��一



除了单纯的形体变化与符号增减以外
，

所谓文字的演进程序有两种含义
� �一�某一

个别文字体系内部不同表达方式的出现顺序
�

如汉字系统
‘

内象形
、

假借
、

�形声方式的依次

亚述巴比伦表词亚始一经原前出现
�

�二�某一文字类型的演进程序
�

如由苏美尔音节一表词类型
，

一音节文字
，

发展为波斯音节类型�或如由埃及辅音一表词类型
�

经

字
，

发展为排尼基辅音音位类型
，

又由此突变为希腊元辅音音位类型
�

自源文字内部
，

后一种情况是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的衔接发展
�

最先产生古老文明的民族创造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自沉文字
，

但因其

及语言方面的原因未能进行根本变革
，

尽管这些文字中已孕育出新类型

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而迅速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兴民族
，

才能将旧类型

来
，

创造适合自己语言的全新的文字类型
�

总而言之
，

冬字拳尽妙害吞诊
、

借甲辱孪诊孕借言考掣砂冬字拳掣

西奈
、

伽南文

种情况发生在

化传统的保守性

因素
�

只有那些

的新因素解脱出

制约观将取代文

文的中的
州

陈
阁
�

�
字发展进化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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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 ·

�
·

伊斯特林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左少兴译
，

北京大学出版抚

〔美〕 肯尼思
·

卡兹纳 《世界的语言》 �黄长著
、

林书武译
，

北京出版社 均旧

版�

《语言学论文选译 �第五辑�》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

中华书局 ����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馆 ����年版�

高明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文物出版社 ����年版�

陈炜湛 《 甲骨文简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李葆嘉《 ‘

句
’

字右文说》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年 �期�

����年版�

李葆嘉 “试论文字发展基本规律的虚构性” �武汉华中师大 《语言学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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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又载 “ 中

国语言学发展方向》 论文集
，

光明日报出版社 ����版�

《陈鹤琴全集》 第一
、

二卷出
我校第一位校长

、

已故幼儿教育家陈鹤琴的论著
，

由江苏教育出版

版
，

现第一
、

二卷已经问世
�

全集的出版
，

为研究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和

研究我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有重要价值
�

全集的第一卷是儿童心理卷
，

收集作者的九篇论文和一本

专著
�

发表于 ����年的 《儿童心理之研究》 是我国最早的研究儿童心理的专著
，

作者用观察实骏的方

法
，
以自己的孩子为研究对象

，

对婴幼儿的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持续观察了 ��� 天
�

对感觉
、

动体
、

情

绪
、

语言
、

思维
、

好奇心
、

学习
、
游戏

、

道德等发展情况逐项记录
·

研究并揭示了幼儿发展的一些基本

规律
，

极富创见
�

‘

一

全集的第二卷是幼儿教育和家庭教育卷
，

收人论著 �� 篇
�

作者在论著中抨击封建主义的幼儿教育

观
，

批评国民党政府轻视基础教育的幼稚教育的政策
，

对他在南京鼓梭幼儿园的教育实验进行了总结
，

提出办幼儿园要适合中国国情
、

幼儿园要和家庭合作的主体
�

在方���教学方面
，

他主持应以大自然
、

大

社会为教学内容
，
以幼儿的生活经脸为筛选标准

，
以季节

、

时令为编排顺序
，
以某‘ 知识或任务为单元

活动中心
�

以活时间长短确定单元长短
�

陶行知在评价 《家庭教育》 一书时说
，

这本书是做父母的必读
之书

�

�朱述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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