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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 1918 年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

（Continuity: A Study in Methodology）。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是各

种现代科学研究的普适性方法论，至今仍居于世界学术前沿。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到处都存在着连续统。人类语言中同样普遍存在连续统，语

音、语法、语义都是如此。例如，动词和名词之间，元音和辅音之间，以及轻声和非轻

声之间，都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都是连续统。

连续统思维作为现代科学方法论，贯穿于赵先生全部的语言研究实践中。例如，赵

先生的经典文献《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其中涉及跟连续统相关的两个层级：

客观存在的语音系统，具有连续性；主观加工的音位范畴化方案，可以有多种离散分析

的结果。“得出的不同的系统或答案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可以只看成适用于各种目

的的好坏问题。”
由此扩展延伸开来，从语音系统如何划分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到语法、语义、

语用，以及语言学理论，各家各派，都是这样，都具有非唯一性，都只是好坏的问题，

而不是对错的问题。这表现出赵先生那种开放的观念和宽容的胸怀。

我们从赵先生的连续统观念就可以得出来语言连续统法则：语言中普遍存在着连续

统。研究语言的任务，就是要从这种连续性当中，发现同一性和差异性，找出其中的

奇点和阈限，从而掌握语言的真髓，破解语言的奥秘。

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论（Wang 1969）揭示了语言演变的一般过程和基本机制。它在

语言学史上的意义，就是开启了微观尺度的语言考察，使我们能够观察到音变的过程。

新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关注音变的结果。他们看不到音变的过程，因为他们没有微观考

察的方法。一个观察音变过程，一个观察音变结果。二者并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可以

相互补充的。

扩散就具有连续性的特征。扩散就是连续统。所以适用于赵先生的连续性思维方式。

而且扩散具有普遍性。拉波夫（1991）《语言变化原理》是用“词群”（包含着同一个音

的词放组成一个群）来描写音变的过程。这和王先生的词汇扩散论异曲同工，联系密切。

我们通过词汇扩散的很多实例可以得出语言变化的扩散法则：语言中凡是自然发生

的变化，都是以扩散的方式进行的；一般都是下位成分的变化在上位的成分中扩散。

例如，语音的变化在词汇当中扩散。不仅是语音的变化，词汇、形态、句法的变化过程，

都是以扩散的方式进行的。扩散具有普遍性。社会的发展也是一种扩散。一切自然发生

的变化都是扩散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