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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时”语言学内涵匡辨
———专业化和大众化语境中的双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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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界对《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泛时”观的理解有偏差，多达八种误读。 各类辞

书收录“泛时”的共八部，释义六部，但有两种不同错误释义。 通过对“泛”义的古汉语历时提

取、“普—方—古”三角验证、汉外对比，指出“泛”之义为“不指定”。 “泛时”是语言研究的假

想方法，为一种归谬法，认为语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变化。 其处于一种超时空的

状态，可以任意穿越，呈现时空断层性特点，既不属于共时，又不属于历时，而是与共时、历时相

对。 一个个因摈除了时空、社会等因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任意性构成了泛时。 该族词的大量

汉英对译致使义项泛化、专业化语境中的误读、大众化语境中的显潜误读及低语用频率效应是

其被谬解的四大动因。 对语言事实进行“泛时”研究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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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泛时”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①［１］ 中

的一个语言学术语。 诸学者对该术语的认识一直

存在偏差，对“泛时”的理解多达 ８ 种，且错误解

读有明显泛化倾向。 词典则有两种解释：其一释

作“［语］ 演变缓慢的” （《新法汉词典》， ２００６：
７０９），其二释作“表示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即研

究跨时期的、不属于某一发展阶段的语言的规律

性”（《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３：３８４⁃３８５）②。
本文拟据此进行如下事实验证：一是重新回

归著作源文本，再咬嚼原著对“泛时”一节的涵义

阐述；二是简要梳理诸学者的语言研究“泛时”观，
分析他们“泛时语言学”的本质；三是对汉语“泛”
的义项进行全方位考察，找出“泛时”中“泛”的准

确义；四是大规模考察众多权威性辞书对“泛时”一
词的收录及释义情况；五是尝试对“泛时”进行术语

再释义；六是分析造成谬解的原因；最后是对今后

的“泛时”研究作一个前瞻性思考。

一、英文版本对“泛时”的解释

《教程》最初版本是法文版。 英语、法语共属

于印欧语系、屈折语类型，为亲属语言，加之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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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教程》。
《现代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０：２５５）和《新编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７：６０２）中解释为“……对语言的泛时研究认为，语言

的规律性是不受语言随时间推延而发生演变所制约的”，换了一种表述方式，实质仍与以上释义相同。



时期英语吸收了很多法语词汇，二者的区别较小；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孤立语类型，与印欧语系的差

别很大。 汉译本与原著义相偏离或者译文晦涩在

所难免。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以

及在大陆作为汉语以外使用范围最广的外语，可
接受度较好。 因此，我们从众，采用英语版的原著

进行“泛时”考察。
“泛时”一节原文如下：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２］

Ｕｐ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ｌａｗ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ｎｓｅ．Ｂｕ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ｖｅｒ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ａ ｗｏｒｄ，ｃａｎ ｎｏ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ｅ ｓｔｕｄ⁃
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Ｄｏｕｂｔｌ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ｉｎ ｃｈｅｓｓ（ｓｅｅ ｐｐ． ８８ ｆｆ．）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ｕｔｌｉｖｅ
ａｌｌ ｅｖｅｎｔｓ．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ａｃｔｓ．Ｗｈｅｎ ｗｅ ｓｐｅａｋ ｏｆ ｐａｒ⁃
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ｉｅｗ⁃
ｐｏｉｎｔ：Ｅａｃｈ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ｎ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ｔ ａｌｌ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ａｌｌ ｐｌａ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ｏｎｌｙ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ｗｈａｔ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Ａ 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ｌｅｎｄ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ｏ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ｏｒｄ
ｃｈｏｓｅ “ ｔｈｉｎｇ ”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ｉ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ｗｏｒｄ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ｃａｕｓ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ｉ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ｖｅｒｙ ｗｏｒｄ ｔｈａ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ｒｅｎｃｈ．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Ŝｏｚ）ａｒｅ ｓｕｓｃｅｐ⁃
ｔｉｂｌｅ ｏｆ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ｎｏ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Ｅｖ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Ŝｏｚ，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ａ ｃｈａｉｎ ｌｉｋｅ üｎ Ŝｏｚ ａｄｍｉｒａｂｌａ ‘ａｎ
ａｄｍｉｒａｂｌｅ ｔｈｉｎｇ，’ｉｓ ｎｏｔ ａ ｕｎｉｔ ｂｕｔ ａ ｓｈａｐｅｌｅｓｓ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ｅｄ，ｗｈｙ Ŝｏｚ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ｚａ ｏｒ ｎŜｏ？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ｒｅ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ｄ［２］ ．

这段英文的主要意思是：语言研究存在泛时

状态。 拿语音来说，如果用泛时的观点来看，语音

的变化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
地点发生。 但从这种研究角度解释的事实是不属

于语言的。 因为语音变化的实际情况非“泛时”，
而是历时存在着的。 可以看出，索绪尔的“泛时”
观其实跟语言的任意性有一定关系，不过这种任

意性杂乱无章，既无理据佐证又无数据支撑。

二、诸学者语言“泛时”观的评与析

（一）国外学者的观点

在 Ｗｏｒｌｄ ｅｂｏｏ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电子图书数据库、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Ｄ） 爱思唯尔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Ｗｉｌｅｙ 期刊数据库、剑桥大学出版社期刊数据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系列期刊数据库、国外标准数据库、德国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公司期刊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ｐａｎｃｈｒｏ⁃
ｎｉｃ”， 未 发 现 相 关 的 研 究 文 献①。 在 英 国

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期 刊 数 据 库 里 搜 索 到 Ｇｕｎｎａｒ
Ｐｅｒｓｓｏｎ（贡纳尔· 佩尔松）的一篇文章：Ｔｈｉｎｋ ｉｎ
ａ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我们只能看到其文章的开

篇部分，通过馆际互借也没有搜索结果。 不过在

该文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里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其“泛
时”思想，这里摘录该部分原文：

Ａ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ｙ ｂｅ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ｏｕｇｈ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ｂｓｃ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ｉｎ ａ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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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外文文献的查找与搜集，因为个人学识所限，可能渠道有些狭窄，不过以上这些外文数据库的涵盖范围都

相当广，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一个语言学问题进行

“泛时”研究，是一种把历时路径和共时路径相结

合的方法。 不过，如果将这种方法用于现代英语

中的一个纯粹属于共时的现象中，其结果尽管可

能会突出历时方面的因素，但仍然会遮蔽甚至忽

略共时方面的相关因素。 该文的“泛时”观为：泛
时＝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

（二）国内学者的观点

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输入“泛时”关键词，
总共显示 ４３１ 条结果。 按学科分类，“中国语言文

字”出现 １８１ 条，“外国语言文字”出现 ３８ 条。 直

接在标题中使用“泛时”的文献有 ５ 条，称之为显

性运用。 通过筛选，我们发现还有 １８ 条文献在研

究中运用了“泛时”观，称之为潜性运用。
１．“泛时”的显性运用

最先对语言研究的“泛时”观有敏锐嗅觉的

当推陈保亚［４］先生，陈先生论述了共时与历时的

对立统一关系，“共时中蕴含着历时，历时构建于

共时之中” ［４］５３⁃５４这一论断也准确。 陈文最后一个

部分说：索绪尔共时与历时的划分导致了由历时

语言学向共时语言学的转向，我们现在又面临新

的转向： 泛时语言学。 泛时语言学认为共时与历

时必须有机的结合起来，在研究共时系统的同时

参考历时因素，在研究历时演变的同时以共时结

构为基础。 ……［４］５６另外，陈文还在注释“”中

对“泛时” 作了如下补充：索绪尔也提到“泛时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这一术语，他指的是普遍适用于

各种语言的规律，和我们这儿的“泛时”一词意义

不同［４］５６。
总体来看，陈先生对索绪尔“泛时”观的理解

是指“普遍适用于各种语言的规律”以及“共时研

究与历时研究的有机结合”，这是对作者原意的

曲解。 这也成为后来诸多持语言学“泛时”观的

学者所遵循的“泛时语言学”本体论观点。
我们发现还有 ４ 篇文章的文题直接显性语用

“泛时”，且所载刊物都具有一定的学科知名度。
郝书阁对“语法化”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综合

观照，将语法化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并重，称作“语
法化的泛时性研究”，并未脱离陈保亚的 “泛

时”观［５］。

方欣欣在文章第三个部分引入“词义借用的

泛时性”，借用王宁关于汉语词汇研究的观点，通
过语音、文字系统、词义古今借用的差别来探讨词

义，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亦是同时观照共时与

历时［６］。
吕军伟通过对现代汉语名量结构的考察，发

现对其进行历时研究的力度不够导致有所偏废。
单从其“泛时”视角进行分析，其行文脉络无非是

在注重共时、历时双向互动的同时，对汉语名量结

构增加了历时研究的力度和广度而已［７］。
王磊也认为“泛时”是指同时兼顾历时研究

与共时研究两个方面［８］。
裴文则从“泛时”观的提出者进行逆向探源，

逐一分析语言学家拉波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ａｂｏｖ）、马丁

内（Ａｎｄｒé Ｍａｒｔｉｎｅｔ）的“泛时”观，最终也用一种包

容的态度看待语言研究［９］１７６：对语言的研究，我们

可以采用历时的观点，也可以采用共时的观点，同
时还可以大而化之采用泛时的观点，这其间并没

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对同一事物观察的角度不

同而已。［９］１８２实质与以上五位学者相同。
概括起来，以上六位研究者语言研究的“泛

时”观可以归纳为“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紧密

结合起来研究语言事实”。
２．“泛时”的潜性运用

（１）“泛时”（中性）为广泛的、普遍性的共时

研究

袁家骅［１０］指出“以汉语和壮语的描写语法为

根据， 试图运用泛时的结构类型学原理， 对这两

种语言的体词组合进行分析……”按照结构类型

学的定义来理解：“结构类型学就是按照语言的

结构特征（即该语言结构方面的本质特征）对各

种语言现象进行整理，并使之系统化。”
王德春提到“语义学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局

限，一方面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向广度进军，对语

义的本质、结构、形式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样

的研究打破了历时的局限，着重研究共时和泛时

的语义现象；打破了词义的界限，小至微观层次的

义素分析， 大至宏观结构的话语意义研究，范围

相当广泛。” ［１１］

王红生指出古汉语虚词的泛时研究主要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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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一是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综合的语法专

著或教材中……一是体现在虚词研究成果的虚词

词典中” ［１２］。
马清华“以交通乘用概念的理据为例，通过

多语系随选语言及汉藏语系不同语族语言的泛时

对比……进一步证明了理据的场约束原理” ［１３］。
（２）“泛时”（中性）为超越空间性

李冬开篇便提出“词语的形式与意义之间没

有必然的联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约定 俗 成

的———这就是现代语言学原则之一：词语的无理

据性。 词语的无理据性可以从共时性、历时性和

泛时性的角度得到证明。 ……三、泛时性：同样是

树，英语用 ／ ｔｒｉ； ／ ，法语用 ／ ａｒｂｒ ／ （ａｒｂｒｅ），等等。” ［１４］

（３）“泛时”（中性）为主观评价性、无时间性

万莹认为否定副词“不”具有“泛时性”或“无
时性”，即“能受‘不’否定的动词即使其意义的内

部过程结构有时间性，在受‘不’否定时其时间性

也会丧失”。 这里“泛时” ＝“无时” ［１５］。
朴汀远指出“不”在时间轴上没有界线，具有

“泛时性” ［１６］。
（４）“泛时”（中性）是共时与历时的结合

聂志平指出［１７］：陈保亚先生（１９９３） “认为共

时中有历时，历时中有共时，建立所谓的‘泛时语

言学’，也并没有超越索绪尔对语言的认识”。
（５）“泛时”（贬义）为超时间性、忽略历时差

异的共时研究

陈宝勤指出“现行古汉语语法著作一般都视

‘而后’‘而况’‘而且’‘然而’为表示承接、递进、
转折关系的合成连词，视‘而已’为表示限止语气

的合成语气词，视‘既而’‘俄而’为表示短暂时间

的合成副词。 我们认为，这是以泛时观来认识这

些语法现象的。 ……本文试以上古（周秦两汉）
……近古（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具有代

表性的文学作品……对其逐一进行共时与历时的

考察分析，探究其发展与演变” ［１８］。
郭锡良在结论里说到，“综观《马氏文通》以

来的虚词研究，大多是以‘文言’作为对象，把一

两千年的语言资料，当作一个平面系统来处理。
这是一种泛时的研究方法，难免带来某些不足和

失误。 因为虚词和虚词系统都是随着语言的发展

而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只有把历时的追本溯

源和共时的系统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把古汉语的

每个虚词和各个时期的虚词系统彻底弄清楚

……” ［１９］这其间的“泛时”暗含贬义色彩，为“忽
略历时差异的超时间性”。

李铁根［２０］ 认为“认定性否定具有泛时性，不

受时间制约”，主要表达人的主观意识。
张富翠指出“出版于 １８９８ 年的马建忠的《马

氏文通》……但其中最受人批评的一个问题是，
将先秦文献一直到唐朝韩愈的作品放在一个平面

上来研究， 跨度达 １ ０００ 多年， 而忽略了其中的

变异。 这实际上是一种泛时的语言观。 其他国家

的语言研究与汉语的研究的情况也比较相似。 而

真正引导语言研究走出泛时的误区， 走上科学的

研究道路的，是索绪尔和他的 《普通语言学教

程》” ［２１］。
李建平提出“以泛时为主的草创时期主要集

中在对量词的命名以及对其词性认识的研究

上” ［２２］，与张富翠、郭锡良的“泛时”观点相同。
袁毓林提及“关于词类的泛时、跨语言的可

比性 …… 关 于 词 类 的 跨 时 代、 跨 语 言 的 可 比

性” ［２３］，认为“泛时”是“跨时代”的，也就是具有

超时间性。
帅志嵩指出“共时和历时是相对而言的，为

了使观察更加显豁，在这里，我们把整个中古都看

成一个平面。 因此，本研究属于泛时（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研究” ［２４］。

（６）“泛时”（贬义）为掺杂着共时因素和历时

因素的不同平面

万献初指出“萧该《汉书音义》同义异音 ８３
条……有师承不同、古今音不同、方音不同、雅俗

音不同、注音人认识不同等等， 掺杂着共时因素

和历时因素， 其异音往往不在同一平面而具有泛

时性特点” ［２５］。
（７）“泛时”（中性）为不确定的时间起止点

张雪平认为“从外在时间特征上看，这两种

句子（惯常句、能力句）所述事件都具有［泛时］特

征，即它们所述事件在客观时间轴上没有确定的

时间起止点，而是表达整个时间轴或时间轴上的

一大段中所发生的事情”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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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泛时”（中性）表示“一些时间特征不明

显的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共性特

点”
小田从文学视角指出“所谓‘泛时性’，或称

‘贯时性’，指一些时间特征不明显的社会历史现

象，在以千万计的年代里少有变迁，以其稳定的性

格，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 ……越抽象的

社会事实，越接近人类的自然本性，泛时性越明

显；越具体的社会事实，越趋向生活实在，历时性

越显著……泛时性淡化了历史现象的时空感，并

非不承认这种现象的时空坐落，也并非抛开自然

时间的概念天马行空，而是根据社会现象的性质

确认了一种认识方法” ［２７］。
泛时真就如上所说吗？ 其到底处于一种什么

样的状态？ 是否属于以上 ８ 种观点之一？ 一系列

的疑问接踵而至。 在索绪尔推崇二重性的价值系

统里，出现了一个难以辨明的三岔路：一条通往历

时，一条通往共时，一条通往泛时。
为何大家对“泛时”的理解都各有殊异呢，这

大概是对“泛”义的理解有偏差之故。 我们必须

在“泛”的所有义项中提取出最能反映该术语语

言学本质的那个义项。

三、“泛”字考释
对“泛”字义项的究考遵循“普—方—古”大

三角交互验证的研究原则［２８］。 通语类词典的考

察涉及“普” “古”两角，可以进行“以古证今”的

验证；方言学词典的考察则可以进行“以方证普”
的验证。

（一）汉语通语类词典之“泛”义
《说文解字》： “泛，浮也，从水乏声。 孚梵

切。” ［２９］２３３《常用汉字源流字典》中有五个义项：①
漂浮：泛舟 ｜ ②不深入；不切实：泛交 ｜ ③透出；冒
出：脸上泛出微笑 ｜④泛滥：黄泛区 ｜⑤普遍，广泛：
宽泛。 其中义项①同步引申出比喻义②和③，义
项④又引申出义项⑤。［３０］１３３⁃１３４

辞书类中，《汉语大字典》对“泛”字的解释最

为清楚，共有三个读音：音一为：ｆàｎ，“《广韵》孚

梵切，去梵敷。 谈部。”共有 ８ 个义项，比以上义项

多“漫不经心”“古代指古琴通过特定弹奏法发出

的轻清之音” “机关的枢纽”三义；音二为：ｆěｎｇ，
“《集韵》 方勇切，上腫非。” 义为 “覆，翻”；音三

为： ｆá， “《 广 韵 》 房 法 切， 入 乏 奉。” 义 为 “ 水

声”。［３１］１５６９

由此可见，古代“泛”字的义项多达 １０ 个，到
现在义项已经缩减至 ５ 个，而且只保留了音

“ｆàｎ”。［３２］１６３

纵观以上义项，中性义项居多，有漂浮、透出、
普遍 ／广泛、古琴弹奏发出的轻微之音、机关枢纽、
覆、水声等 ７ 个义项，占 ７０％；剩余皆为贬义义项，
即不深入 ／不切实、泛滥、漫不经心等 ３ 个义项，
占 ３０％。

接下来我们试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已有义项

作穷尽性的列举并归类。 目标辞书为《故训汇

纂》（２００３） ［３３］１２３１，共有条目 ４２ 条，读音有二，与
《汉语大字典》前两音同，音 ｆàｎ 有 ３６ 个条目，音
ｆěｎｇ 有 ６ 个条目。 经分类，共有如下义项：

表 １　 《故训汇纂》中“泛”字义项分类

义　 项 条目序号 援　 例 感情色彩

音一：ｆàｎ

１．浮也 ① ～漾 中性

２．流儿 ② ～涨 中性

３．泛滥也 ③ 《玄应音义》卷二十二“汎成”注 贬义

４．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

成醪矣
④ ⑤ ⑥ ⑦ 一曰～齐 贬义

５．轻儿 ⑧  千翼～飞浮 中性

６．舟行也 ⑨ 含凄～庆川 中性

７．驶疾也 ⑩    《玄应音义》卷二十二“ ～长”注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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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义　 项 条目序号 援　 例 感情色彩

８．贬也  夫～驾之马 贬义

９．普也  《玄应音义》卷二十二“汎成”注引《广雅》 中性

１０．溥（广大）也  ～览周王传 中性

１１．不指定也  流～ 贬义

１２．无的之辞  ～之为言 中性

１３．以常语问之，不切责也  ～以问建 中性

１４．普遍之貌也   ～ ～乎若四方之无穷 中性

１５．上浮之义  ～ ～填填从高游 中性

１６．平貌  ～ ～乎万物有余（王冰注） 中性

１７．充满之象  ～ ～乎万物有余（张志聪集注） 中性

１８．言多也  ～浮 中性

１９．波急声  泡溲～睫 中性

２０．摇荡也  ～漾 中性

２１．皆水鸟浮游儿  沈淫～滥 中性

２２．群游于水上也  ～滥乎其上 中性

２３．水上游浮反复儿  或～潋于潮波 中性

２４．浮光貌  露彩方～豔 中性

音二：ｆěｎｇ

２５．本作覂，覆也  大命将～ 贬义

　 　 结合上表，共有义项 ２５ 个，其中中性义项 ２０
个，占 ８０％；贬义义项 ５ 个，占 ２０％。 仍然是偏贬

不偏褒。

（二）汉语方言类词典之“泛”义
共考察方言词典 ３１ 部①，其中带有“泛”字词

语的词典共 １３ 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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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资源搜集条件限制考察的方言词典没有全部涉及，未作考察的有桂阳、雷州、牟平、梅县、东莞、萍乡、黎川、
万荣、西宁、福州、成都、于都、昆明等 １３ 地。 后文我们发现“泛”的准确义项就在通语类词典中，这里为了保证研究的全

面性，作“以方证普”验证。 本文考察的 ３１ 部方言词典如下：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等《长沙方言词典》 （１９９８），尹世超《哈尔滨方言词典》 （１９９７），王军虎《西安方言词典》

（１９９６），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１９９６），沈明《太原方言词典》（１９９４），温瑞政、张光明《忻州方言词典》（１９９５），
周磊《乌鲁木齐方言词典》（１９９５），张成才《西宁方言词典》（１９９４），李树俨、张安生《银川方言词典》（１９９６），贺巍《洛阳

方言词典》（１９９６），刘村汉《柳州方言词典》（１９９７），钱曾怡《济南方言词典》（１９９７），赵日新《绩溪方言词典》（１９９３），吴
成虎《维西汉语方言词典》（２００７），张文轩、莫超《兰州方言词典》（２００９），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１９９８），李如龙、潘渭

水《建瓯方言词典》（１９９８），颜清徽、刘丽华《娄底方言词典》（１９９８），王世华、黄继林《扬州方言词典》（１９９６），熊正辉《南

昌方言词典》（１９９５），鲍士杰《杭州方言词典》（１９９８），汤珍珠《宁波方言词典》（１９９７），曹志耘《金华方言词典》（１９９６），
张慧英《崇明方言词典》（１９９８），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１９９５），朱建颂《武汉方言词典》（１９９５），颜森《黎川方言词典》
（１９９５），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１９９６），汪平《贵阳方言词典》（１９９４），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１９９５），覃远雄、韦树关

等《南宁平话词典》（１９９７）。



表 ２　 收录“泛”字及相关词语的方言类词典

序号 词　 典 条目及义项 页　 码 感情色彩

１ 《长沙方言词典》 ［泛］前加成分，表示程度很深：～亮的 ２２８ 褒义

２ 《哈尔滨方言词典》 ［泛酸］指胃酸过多而上涌 ２７３ 贬义

３ 《西安方言词典》 ［泛］使发酵：嫌面没起发酵咧，再～一会儿 ２０８ 中性

４ 《徐州方言词典》
［泛］后加成分，用于表示积极意义的单音形容词

“灵”“活”“整”“厚”，凑足音节
２７２ 褒义

５ 《太原方言词典》 ［泛酸水］吐酸水 １７１ 中性

６
《乌鲁木齐方言词

典》
［泛酸］（胃里）发酸：我底胃不行，喫上啥都～呢 ２３９ 中性

７ 《银川方言词典》 ［泛常］平常（副词）：他～不在背地说人的闲话 ２２６ 中性

８ 《济南方言词典》
［泛外］食物被水浸泡后膨胀变形

［泛饱］日常生活里多指食物被水浸泡后边白而大：
干粮掉水里，泡～唡

２１５ 贬义

９ 《厦门方言词典》
［泛］随便，马虎（多重叠）：做人着较～咧

［泛泛代］比喻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计较得失
１９３⁃１９４ 贬义

１０ 《宁波方言词典》
［泛１］经久变色。 ［泛２］好；熟练。 ［泛登］好；熟练。

“泛登”与“泛”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名词的性质而后

者是纯粹的形容词

１３３
泛１：贬义

泛２：褒义

１１ 《崇明方言词典》
［泛］恶心，想呕吐：肚皮里 ～ 来 ［肚子很难受 （想

吐）］
９４ 贬义

１２ 《黎川方言词典》 ［泛田］泥沼田，其中有很泛时烂泥坑，会泛出气泡 １１３ 中性

１３ 《武汉方言词典》
［泛刁］放刁，用恶劣的手段或态度跟人为难：你莫

跟我～
２４１ 贬义

　 　 上表共有义项 １４ 个，褒义 ３ 个，贬义 ６ 个，中
性 ５ 个，同样是偏贬不偏褒。

结合《教程》关于“泛时”观一节的论述，三家

译本都译作“一个借助于泛时解释的具体的事实

是不属于语言的”（译文选用裴文译本第 １０６ 页，
高名凯译本见第 １３８ 页、刘丽译本见第 ２１９ 页），
“泛时的观点从来就不会触及到语言特有的事

实”（裴文译本第 １０６ 页）。 很明显，对语言进行

泛时研究没有价值，贬义义项似乎更符合其术语

内涵。 这些贬义义项中到底哪一个可作为“泛

时”之“泛”义呢？

四、“泛时”辞书收录情况综观

考察的辞书类型有以下四类：汉语综合性辞

书、双解类辞书、外外类辞书、语言学类专门辞书。
总共 ４８ 部。

共考查了汉语综合性辞书 １５ 部①，无一收录

“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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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较为权威的词典为语源工具书，包括《新修康熙字典》（１９８８）、《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１９８８）、《汉语

大词典》（１９９０）、《语言文字百科全书》（１９９４）、《中华字海》（１９９４）、《辞海》（语词分册）（１９９７）、《汉语正序、倒序多用词

典》（２００１）、《康普顿百科全书·文化与体育卷》 （２００５）、《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 （２００７）、《辞源》 （２００９）、《新华词典》
（２００９）、《现代汉语大词典》（２００９）、《中国译学大辞典》（２０１１）、《现代汉语词典》（第 ６ 版）（２０１２）、《新华字典》（２０１２）。



双解类辞书共 ２２ 部①。 分为两类：一类是汉

外类词典，共 ５ 部（其中汉英类 ４ 部，汉法类 １
部），未收录“泛时”；一类是外汉类词典，共 １７
部。 其中英汉类 １０ 部，仅有《现代英汉综合大词

典》（２００２：１６７６）收录“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泛时的”；法
汉类 ７ 部，共有 ３ 部收词：《新世纪法汉大词典

（缩印本）》 （２００６：１９１５）、《新法汉词典》 （２００６：
７０９）均收词“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解释为“［语］演变缓

慢的”，《法汉大词典》（２００２：２４９８）收词“ｐａｎｃｈｒｏ⁃
ｎｉｑｕｅ”，解释为“１．［语］演变缓慢的。 ２．［生］未进

化的［指石鳖，螺旋虫等］”。
外外类辞书共 ４ 部②。 其中英英类辞书 ３ 部，

法法类辞书 １ 部，均未收词。
语言学类专门辞书共 ７ 部③。 共有 ４ 部收录，

３ 部释义：《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１９９２：
１５０）英汉部分收录了“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ｓｔｉｃ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泛
时性倾向）”但未作解释；《语言学词典》 （２００３：
３８４⁃３８５） ［３４］ 收词“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ｓｃｈ”解释为“泛时的

［ｐａｎ 意为 ‘全部’， ‘所有’， ｃｈｒóｎｏｓ 意为 ‘时

间’］。 Ｆ．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语言学术语，表示一种语言

学研究方法，即研究跨时期的，不属于某一发展阶

段的语言的规律性。” 《现代语言学词典》 （２０００：
２５５） ［３５］收录并解释如下：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泛时，解读

为：“Ｆ．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１９１６）使用的术语。 如同共时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和历时（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一样，泛时也是

指语言研究的一种方法，对语言的泛时研究认为，
语言的规律性是不受语言随时间推延而发生演变

所制约的。” 《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 （ ２００７：
６０２） ［３６］与《现代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０：２５５）收录释

义相同。 这三部释义词典对“泛时”的解释实质

是相同的，不过《语言学词典》 （２００３：３８４⁃３８５）的
释义更明易一些。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泛时”的法语源词为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释义为“演变缓慢的”，仅有 ３ 部

法汉类词典收录；英文原词为“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只有

一部英汉类词典收录，汉英、英英词典里均未收

录，语言学类专门词典收录极少（４ 部），有 ２ 部释

义但颇为迂回。 收词比率总量仅占约 １６．６７％，释
义辞书总量占比更是只有 １ ／ ８，说明该词翻译研

究以及正确释义尚处于混沌阶段。

五、“泛时”正名及释义设想

重新回归原著文本，《教程》中关于“泛时”观
的解读已经明显地指出了语言的泛时性研究没有

价值。 由此便可确示标榜着“泛时”论题的语言

学探索无价值可言。 妄以含有歧解的语言学术语

作学术创新之用，危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裴文有一例非常精彩：“地球公转的同时亦

在不停地自转，若因公转与自转的不可分离性而

采用‘泛’的观点，那么自转形成的日夜和公转形

成的四季等事实在理论上就会变得模糊，只剩下

‘旋转’这个恒定态。” ［９］１７６ 语言研究也同此例所

阐明的道理一样，共时之于历时相当于自转之于

公转，自转、公转叠加的旋转相当于“泛时”观，如
此混搭只会将研究从清晰变为模糊，意在说明用

“泛时”观进行语言研究的不合理性，共时与历时

研究的结合
∙∙

不等于这两者的叠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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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汉英类词典：《汉英综合大词典》（上、中、下卷）（２００４）、《汉英大词典》（第 ３ 版）（２０１０）、《新汉英实用百科词

典》（２０００）、《汉英古今常用语汇词典》（２００５）；汉法类词典：《简明汉法词典》（１９９９）。
２．英汉类词典：《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２００２）、《远东英汉大辞典》（１９７７）、《英汉辞海》（１９８７）、《蓝登书屋韦氏英

汉大学词典》（１９９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１２）（１９９９）、《２１ 世纪大英汉词典》（２００２）、《柯林斯英汉双解学

习词典（精编版）》（２００７）、《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２００５）、《新英汉词典》（第 ４ 版）（２００９）、《牛津高

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７ 版）》（２００９）。
３．法汉类词典：《新世纪法汉大词典（缩印本）》（２００６）、《新法汉词典》（２００６）、《法汉大词典》（２００２）、《新法汉常用

词词典》（２００７）、《新编法汉汉法词典》（２０００）、《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１９９９）、《罗贝尔法汉词典》（２００３）。
英英类：《剑桥国际英语词典》（２００１）、《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英语版）》（２００４）、《新韦氏国际词典和英语

学习国典》（２０１１）；
法法类：《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法法版）（２０１２）。

《语言大典》（１９９０）、《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 （２００５）、《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 （２００７）、《语言学名

词》（２０１１）、《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１９９２）、《现代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０）、《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３）。



表 ３　 各类词典收词数量与比率情况

词典类型 总数
收录数量

“泛时”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①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汉语综合类 １５ ０ ０ ∗

双解类

汉外类

外汉类

汉英类 ４ ０ ０ ∗

汉法类 １ ０ ∗ ∗

英汉类 １０ ∗ １ ∗

法汉类 ７ ∗ ∗ ３

外外类
英英类

法法类

３ ∗ ０ ∗

１ ∗ ∗ ０

语言学类专门辞书 ７ ０ ４ ０

总计 ４８ ０ ５ ３

比率（％） １００ ０ 约 １０．４１ 约 ６．２５

　 　 　 　 　 　 　 （注：“∗”表示该词不属于所属词典收词类型）

　 　 来看一个汉语的例子。 如“飞翔”这个词，它
实质上只是一个具有能指（概念）和所指（音响形

象）的语言符号。 从历时观点看，它来自古汉语

并与之对立；从共时观点看，它跟现代汉语里一切

可能与它有联系的要素（语音、语义、语法、修辞

等） 相对立。 只有抽取出来的词语的声音本

身———“ｆēｉ ｘｉáｎｇ”才能加以泛时的考察，若把它

看作是一个新创造的词，我们赋予它的语音形式

可以是任意的（不是固定的、定形的），如 “ ｆāｎｇ
ｘｉáｎｇ、ｑǐ ｔｉàｏ、ｋāｉ ｘīｎ”等。 但这种考察没有语言

学的价值，选择“ ｆēｉ ｘｉáｎｇ”这个读音是经约定俗

成后被大家所普遍接受的，“飞翔”所附带的语音

形式，无理据可讲但可通过数据（全民通用性）来
证实。 它的那些可能的任意形式（如“ｆāｎｇ ｘｉáｎｇ、
ｑǐ ｔｉàｏ”）只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只
要它附着于“约定俗成”之后，便与“泛时”无缘

了。 由此可见，“泛”之义项可取表 １“１１．不指定

也”之义。 语音上既然如此，词汇的演变、语法规

则的更迭也当不是泛时的。
本文第三部分中，持“超时间性、忽略历时差

异的共时研究”观点的郭锡良先生，虽然没有指

出“泛时”的正确释义，但意识到“泛时”并不等于

“历时的追本溯源和共时的系统分析结合”，是很

有见地的。
基于此，参考《现代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０：２５５）

的定 义， 我 们 试 对 “ 泛 时 ” 重 新 释 义： “ Ｆ．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１９１６） 使用的术语，法语源词为 ‘ ｐａｎ⁃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英文原词为‘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泛时为语

言研究的假想方法，是一种归谬法②［３７］。 ‘泛’，
不指定也。 对语言的泛时研究认为，语言在任何

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变化，即可以任意‘穿
越’，不具备时空的稳定性。 其处于一种超时空

的状态，呈现时空断层性特点，既不属于共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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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发现该词外文收录拼写不一致：《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１９９２：１５０）英汉部分用的“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ｓｔｉｃ”。 后

缀“－ｉｃ”可放在一些名词后构成形容词，表示“……的，具有……特性的”，词缀“－ｉｓｔｉｃ”表形容词，由“－ｉｓｔ＋ｉｃ”构成。 这里

应该是错误所致。 《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３：３８４⁃３８５）用“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ｓｃｈ”是德语形式，“－ｉｓｃｈ”是德语后缀的标志之一。 在此把

它们都算作“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形式作收词计算。
“归谬法”是通过假定被反驳论题为真，然后据此必然推出荒谬的结果，从而确定被反驳的论题为假的反驳方

法。 参阅南开大学哲学逻辑学教研室编著《逻辑学基础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２０ 页。



不属于历时，而与共时、历时相对①。 一个个因摈

除了时空、社会等因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任意性

构成了泛时。”
由此可见，在严格术语意义上讲，对语言事实

进行“泛时”研究没有意义。 把“共时研究与历时

研究相结合”简缩成“泛时”也不科学。

六、造成“泛时”理解偏差的原因
（一）译学视野下的原因

一是中译本译文的问题。 《教程》的中译本

主要有 ３ 部：高名凯译本、裴文译本和刘丽译

本②。 高名凯译本是高校及研究者广泛采用的译

著，裴文译本市面上较难买到。 综合三家译本的

译文流畅度，刘丽译本该节内容较为通畅，措辞接

受度和简明性都较好。 高译本在一些地方有些晦

涩和不恰当，如把“ ｏｕｔｌｉｖｅ”译作“长寿的” （刘丽

译作“长久的”），把“……ｉｓ ｎｏｔ ａ ｕｎｉｔ ｂｕｔ ａ ｓｈａｐｅ⁃
ｌｅｓｓ ｍａｓｓ”译作“……而是一个没有定形的、无从

划分界限的浑然之物”（刘丽译作“……而只是毫

无形状的一堆杂乱符号”）等，选词有待商榷、句
子衔接程度稍欠缺。 如此一来，让本来就很抽象

的语言学理论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加之人们对同

节译文较流畅的裴文译本和刘丽译本的知晓度又

不高，没法在比较中甄别“泛时”一节的具体术语

内涵。
二是汉英该族词大量对译致使义项泛化。 汉

语中“泛⁃”族词和英语中的“ｐａｎ⁃”族词存在大量

对译情况。 “泛⁃”族词有如“泛测地线、泛冲积

扇、泛大陆、泛大洋、泛对角、泛短程线、泛非主义、
泛古陆、泛古洋、泛黄酸、泛流行病、泛美联盟、泛
美开发银行、泛美世界航空公司、泛美主义、泛宇

宙论” ［３８］等，这里的“泛”义是“包含、普遍”之义。
“ｐａｎ⁃”族词有如“ｐａｎ⁃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ｓ（泛测地线）、ｐａｎ⁃

ｆａｎ（泛冲积扇）、Ｐａｎｇｅａ（泛大陆）、Ｐａｎｔｈａｌａｓｓａ（泛
大洋）、 Ｐａｎ⁃Ａｎｇｌｉｃａｎ、 ｐａｎ⁃ｃｅｌｔ、 ｐ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ａｎ⁃
ｄｉａｔｏｎｉｃｉｓｍ” 等， “ ｐａｎ⁃” 意为 “ ｏｆ，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ｏ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ｆ 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ｏｆ， ｏｒ （ ｓｐｅｃ．）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ｏｒ ａ ｒａｃｉ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 ［３９］。 “泛⁃”与“ｐａｎ⁃”之间广泛采用借译的

手法，把这些泛化的“泛”义项类推于“泛时”上。
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错误理解的化

石化。
（二）专业化语境中的误读

现有辞书对语言学界“泛时”的研究不够深

入，收词稀少且释义同样有误，本文第五部分考察

得出共有 ８ 部词典收录“泛时” “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ｎｃ”或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有 ４ 部词典释义不过有两个义

项。 《新世纪法汉大词典 （ 缩印本）》 （ ２００６：
１９１５）、《新法汉词典》（２００６：７０９）、《法汉大词典》
（２００２：２４９８） 均收词 “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都解释为

“［语］演变缓慢的”；而《语言学词典》（２００３：３８４⁃
３８５）解释为“泛时的［ｐａｎ 意为‘全部’，‘所有’，
ｃｈｒóｎｏｓ 意为‘时间’］。 Ｆ．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语言学术

语，表示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即研究跨时期的，
不属于某一发展阶段的语言的规律性”。 这两种

释义是完全不同的。 “泛时”的释义未得到统一，
使诸词典各自为战。

（三）大众化语境中的显潜误读与低语用频

率效应的影响

本文第三部分，显性运用中认为“泛时” 是

“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潜性运用中对“泛时”内涵

的理解则多达 ８ 种。 另外，“泛时”一词的使用范

围和倾向性都极小，在成果浩如烟海的人文社科

领域中总共才出现这 ２４ 份相关文献资料。 显性

误读的高凸显性、高流通性加剧了潜性误读。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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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衷心感谢马彪教授在授课时启发解答了“泛时”的内涵问题，指出泛时“处于一种超时空的状态，不受某一段时

空的限制，既不属于共时，又不属于历时，而与共时、历时相对”，把泛时与共时、历时的对立明显区分开来。 我们这里尝

试再向前走半步，作进一步阐释，尽量使释义更具体一点。
三个译本为：高名凯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裴文译本，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刘丽译本，北

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 关于版本的介绍可见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第 ３３５⁃３３６ 页）“后记”中所述：“一种

是高名凯 １９６３ 年根据原书法文第三版译出，由岑麒祥参考 １９３３ 年的俄译本和 １９６０ 年的英译本校订，叶蜚声再根据原文

和英、俄、日译本校订，商务印书馆于 １９８０ 年出版，后经南京大学法语教授程曾厚提出百余条修改意见，于后来再版时又

作了修改……另一种是裴文 ２００１ 年根据原书法文第五版即最后版本译出，译本参考了原书前四个版本和高名凯的中译

本，并吸收了前人方光焘等的中文选译本和高名凯全译本的成果，语言较为晓畅。”



加与之相关的专业性学术应用和规范性辞书释义

都有误，人们崇尚权威的认知心理容易让原本错

误的解读在脑中形成思维定势，产生趋误语境频

率联想［４０］。
这样一来，辞书释义、学者理解义两者各行其

是，难以统一，并且都与原著意义明显背离。 具有

规范性作用的词典并未从“泛”的诸多义项中找

到与“泛时”中“泛”字相对等的义项，造成这种双

重误读的尴尬局面，使理解出现断层。

七、“泛时”研究前瞻
本文通过对 “泛” 义的古汉语历时提取、

“普—方—古”三角验证、汉外对比以及该术语内

涵的再挖掘，表明汉语丰富的词义为该术语的涵

义提供了正确的解释，努力尝试了“本土化”的一

个方面：外国语言学的本土化探索。 启发我们将

“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 ［４１］

的迫切性，敢于在大量汉语语言事实的铺陈下批

判性地吸收从国外引介进来的理论。 反向印证了

中国语言学在树立本土文献意识的基础上也可以

“领着说”，进行国际化探索。
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

《语言学名词》 （２０１１）共收词 ２９３９ 条，并没有将

“泛时”收录，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我们对此有两

点启发：一是建议语言学名词“泛时”中“泛”之

“不指定”义项能够在相应词典中被收录或者得

到更正。 二是对语言事实进行所谓的“泛时”性

考察没有任何语言学价值，应该到此划一个句号。
展望今后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重新

甄选一个新术语代替旧汉译名“泛时”，以区别于

同类族词。 二是沿用原术语名“泛时”，将“泛时”
置于术语学研究视野下，按照术语定名的原

则①［４２］，把该术语的内涵和外延解释得相对更加

准确，兼顾其字面含义和学术含义，综合采取

“是”定义（ Ｉｓｔ—定义） （是什么）与“应该”定义

（Ｓｏｌｌ—定义） （应该是什么） ［４３］。 实现该术语释

义的更精确化，是该术语得以进入相应词典的必

由进路，也是语言学名词审定的重要参照标准。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杨华教授悉

心的指导，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文中错谬概由

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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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书馆，２０１１：３４⁃４１．
［４３］ 欧根·维斯特．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

［Ｍ］ ．邱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６９．
（责任编校：杨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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