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代码：０５０１０３）

一、培养目标

（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学生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有理想，遵纪守

法，有敬业精神，有职业道德，有团队合作精神，有健康的体魄和心智。

（二）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严谨、求实的学风；了解本专业

学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能力；能独立从事学科研究。

（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总体介绍

本专业２００６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文献语言、语言文字规范、语言文字对比为基本研
究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系统专门知识和基础理论，了解汉语言

文字学历史与现状，能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与教学的专门人才。本专业主要面向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孔子学院、涉外部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留学生教学机构、大中小学等部门，培养

具有丰富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知识和突出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毕业生应具有独立承担教

学、科研及相关业务工作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导 师

１ 文献语言研究 汉语古典文献语言历史演变研究

２ 语言文字规范研究 现代汉语汉字的应用、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３ 语言文字对比研究 汉语汉字与其他民族语言文字对比研究

谭代龙　教　授
周文德　教　授
曹保平　教　授
申红义　教　授
李　静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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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颁发学位

文学硕士

五、学习年限

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

六、课程类别及学分

要求学生达到总学分不少于３２学分，其中包括：

学位基础课 ３门课 ６学分

专业必修课 ４门课 ８学分

专业选修课 ６－７门课 １２－１４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２门课 ４学分

学术与实践活动

学术训练 ２学分

创新活动（可选） ２学分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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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开课学期／周学时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三
学
期

四
学
期

五
学
期

六
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
　
　
注

学
位
基
础
课

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３ ７２ ２ ２

２ 外国语 ３ ７２ ２ ２

专
业
必
修
课

１ 《语法讲义》研读 ２ ３６ ２

２ 《汉语史稿》研读 ２ ３６ ２

３ 《普通语言学教程》研读 ２ ３６ ２

４ 《说文解字》研读 ２ ３６ 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１ 文字学 ２ ３６ ２

２ 训诂学 ２ ３６ ２

３ 现代汉语专题 ２ ３６ ２

４ 中国语言学史 ２ ３６ ２

５ 音韵学 ２ ３６ ２

６ 汉语历史词汇学 ２ ３６ ２

７ 中国古典文献学 ２ ３６ ２

８ 语言与文化 ２ ３６ ２

９ 外国语言学史 ２ ３６ ２

１０ 文献语言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１ 现代语言学理论 ２ ３６ ２

１２ 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３ 认知语言学 ２ ３６ ２

１４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２ １８ １

论

文

撰

写

及

答

辩

钟谟智

王正宇

通识教育

学院教师

曹保平

余素勤

谭代龙

周文德

申红义

谭代龙

周文德

李　静

申红义

谭代龙

李　静

黄劲伟等

余素勤

谭代龙

曹保平

王仁强

王天翼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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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语法讲义》研读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ＺｈｕＤｅｘ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ｒＮｏｔｅｓ

本课程是朱德熙先生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２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的
讲义，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经典著作。本门课程在引导学生认真阅读

原书的基础上，探讨描写汉语的内部结构规律的程序和方法，讨论汉语语

法研究的相关重要问题，旨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汉语史稿》研读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本课程主要围绕王力《汉语史稿》的阅读，探讨汉语的形成与发展演变的

历史，即汉语自上古开始，经过三千余年的渐变，它所包括的语音、词汇与

语法结构以及与汉语相辅相成的汉字系统，怎样达到现代汉语这种质态

的主要历史过程，也就是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史。本门课程旨在

培养学生对汉语发展历史的把握，增强语言自信，提高研究汉语历史的能

力。

《普通语言学教程》研读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教程集中体现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

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本课程在引导学生认真阅读原书的基础上，探讨语言和语言研究的系列

话题，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养。

《说文解字》研读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ｈｕｏｗｅｎｊｉｅｚｉ

本课程要求认真阅读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

课程主要内容有：把握《说文解字》的体例、《说文解字》的部首（初

文）、《说文解字》的释义方法、《说文解字注》的词义理论及实践、《说

文解字》与文献训诂、《说文解字》研究简史、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

贡献。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研读，掌握汉字分析方法、领会汉字的文

化内涵，增强语言自信。

文字学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本课程主要介绍文字学的有关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主要知识模块包括：

１．文字类型说。２．文字起源、产生和发展的一般学说。３．文字学的性
质、对象、范围及方法等。４．汉字史简说（汉字的起源；字体演变史；重点
介绍甲骨文、金文、战国古文、隶变、现行汉字的形音关系、表义特点等）。

５．汉字构形学说（“六书”说及其他）。６．汉字与训诂。７．汉字的语言功
能。８．汉字与古文化等。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是能利用汉字学的理
论知识分析具体问题。

训诂学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ｃｈｏｌｉｕｍ

本课程主要讲授训诂的起源及历史，训诂的方式、体例和术语，训诂学发

展史，训诂学研究方法，训诂专书介绍，训诂与古汉语诸学科之间的关系

等等。旨在增强学生综合解读、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语言的能力。

现代汉语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课程首先讨论什么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什么，“现代汉语”的

名称及其由来；现代汉语的特点。其次，讨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及

本位观。再次，对现代汉语的研究难点、研究热点以及对外汉语教学中反

映出来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问题或现象进行专题讨论。最后，讨论现

代汉字研究与现代汉字教学。本门课程的某一个学期将着重对某一个专

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他专题仅作简单介绍。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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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中国语言学史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分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两部分，通过介绍中

国语言学在先秦、两汉、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初至１８９８年以前、１８９８年
至今等不同时期的发展概况，使学生能够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学家、

语言学著作和语言学理论，从而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中国语言学史的知

识，认识我国语言学各个时期的成就和局限，正确对待语言学史中的继承

和批判，发扬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优秀传统。

音韵学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本课程讲授汉语音韵学和汉语等韵学的基本概念、汉语语音各主要发展

阶段的音系、古音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使学生了解古音基础知识，掌

握古音研究的入门知识和技能，能利用这些知识解决现代汉语方言中的

各种音韵问题：汉语方音的由来和互相关系，古籍中的通假、异读现象，语

音与语义之间的关系，等等。

汉语历史词汇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ｅ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讨论研究汉语词汇发展演变历史的理论问题，例如基本单位、研究程序、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古典文献学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本课程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与古代文化各个

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教授内容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

统学科的基础，同时讲授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

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

识和文献处理方法。

语言与文化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介绍

语言、文化各自的定义，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汉语与中国文

化诸多相关层面的专题研究。要求学生把握语言与文化相关专题的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专题包括语音与文化之关

系、词汇与文化之关系、语法与文化之关系、修辞与文化之关系、人名

地名等专名与文化之关系、谚语成语与文化之关系、汉字与中国文化

之关系，等等。

外国语言学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主要介绍国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对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语言

学派和语言学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述评，特别是欧美语言学发展过

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流派（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美

国描写学派、功能学派、生成语法、认知语法等）及各个流派的基本观点、

主要方法、重要语言学家和重要著作。探讨国外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线索

和基本规律。

文献语言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本课程讲授主要文献的状况、文献的语料价值研究、文献语言研究的长处

和短处、文献语言研究的实践训练等内容。主要是培养学生利用中国传

统文献从事语言研究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现代语言学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主要介绍和探讨现代语言学的主要理论方法、流派及其发展。主

要包括结构主义及其各分支流派，生成语法及其发展，配价语法理论，功

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探讨现代语言理论与汉语研究的有效结合以

及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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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本课程系统介绍了汉外语言对比这一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目的、研究宗

旨、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汉外对比

研究的研究意义、范围和成果。特别是要让学生了解汉外对比研究的重

点与发展趋势；掌握汉外对比研究的原则与方法，从而为今后进一步地深

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实现课程思政全覆

盖，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以

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法。

（三）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课堂教学（１～２年）和学位论文撰写及指导（１年）。
（四）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校及国内外的各种学术、社会实践、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活动，

参加由中外学者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关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十、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

（二）必修课程原则上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
分；选修课程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

（三）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二学年的期末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应对研究生的学习

做全面评估，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

题计划、学术活动、语言能力（语音语调、口语表达）等。具体考核方式由各个教研室制定，上

报研究生院备案。考核组成员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撰写阶段。

（四）学术与实践活动考核：硕士研究生应参加科学实践活动，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

研究或实践项目，以提高从事实际科研工作和教学实践的能力。在校期间参加学术活动累计

达到２４次，并通过研究生教务管理系统提交学术活动报告１２篇。教学实践、业务实习、社会
实践等教学活动由各培养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学分。教学实践、业务实习、社会实践等

由各教研室根据实际需要计算相应学分，一般为１～２学分。

十一、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应属所在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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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并尽量贴近本专业的学科前

沿，有利于研究生对所学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

练与提高。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学位论文原则

上要求汉语撰写，正文篇幅要求３万字左右。

十二、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应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１个
月。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由３名同行专家组成。预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
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预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审，决定其是否通过。

“不通过”的学位论文作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评审程序。

如果第二次预答辩仍未通过，学位论文作者须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三、学位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培养学院聘请３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其中至少有１名外单
位专家，评阅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学位论文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参

加论文答辩；如学位论文未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四、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１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审，决定其是否通过。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半年后一年之内修改论文

并重新申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凡对答辩结果有异议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程序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中

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及研究生毕业证书。凡参加答辩，但答辩

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毕业者，可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六、主要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郭在贻．训诂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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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陆俭明．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裘锡圭．文字学概要［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５］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６］唐作藩．音韵学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７］王力．汉语史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８］徐通锵．历史语言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
［９］赵元任．语言问题［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１０］朱德熙．语法讲义［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二）推荐书目

［１］布龙菲尔德．语言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２］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Ｍ］．天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Ｍ］．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冯志伟、萧国政．现代语言学名著导读［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修订本）［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何九盈主编．汉字文化大观［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７］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９］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０］蒋绍愚．汉语词汇历史概要［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
［１１］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Ｍ］．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刘坚．古代白话文献选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１３］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５］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６］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７］罗杰瑞．汉语概论［Ｍ］．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８］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１９］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８．
［２０］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１］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２２］桥车万太郎．语言地理美型学［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８．
［２３］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４］王寅．认知语言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５］向熹．简明汉语史［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６］俞理明．佛教文献语言［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
［２７］喻遂生．文字学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８］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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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张舜徽．中国文献学［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０］张永言．语文学论集［Ｍ］．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１］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３２］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３３］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三）期刊杂志

［１］《当代语言学》
［２］《汉语史集刊》
［３］《汉语史学报》
［４］《汉语学报》
［５］《汉语学习》
［６］《世界汉语教学》
［７］《语文建设》
［８］《语文研究》
［９］《语言教学与研究》
［１０］《语言科学》
［１１］《语言文字应用》
［１２］《语言学论丛》
［１３］《语言研究》
［１４］《中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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