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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观念中的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

苏 新 春

摘 　要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影响下充分发展起来的学科。它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求 ,以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方言与民

语的调查等多方面的应用性成果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实用”观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有着悠久的

传统 ,它是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中国语言学对“实用”性的偏重 ,使它在实践

中产生某些疏漏 ,对语言本质及理性抽象研究也存在某种淡漠的现象。

关键词 :中国现代语言学 ;实用观

1898 年《马氏文通》问世 ,中国语言学以此为标志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现代期”历程。站

在百岁之日 ,回眸逝去的世纪 ,什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最稳定的内在精神 ? 它对社会发展作出

了什么样的时代回应 ? 这是语言学工作者在进行学科回顾时首先会提出的充满警示力的问

题。其答案就是 :20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

一、实用观念与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要成就

(一)语法学的创立与发展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的序文中曾经谈到过他的写作动因 :“余观泰西童子入学 ,循序而进 ,

未及志学之年 ,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斯书也 ,因西文已有之规矩 ,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

者 ,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 ,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 ,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

人。⋯⋯则为此书者 ,正可谓识当时之务。”①《马氏文通》被认定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

作 ,标志着百年现代语言学的开始。其实这一崇高学术地位是在斯人斯书的身后 ,由后来人所

追加的。作为作者 ,他的写作冲动力只缘于痛恨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 ,进而认为社会的落后在

于教育的落后 ,教育的落后在于传统语言教学的落后。为了不让冥冥众生再把累年积月的精

力放在识字作文上 ,他才致力于西方语言理论的移植。“一个相当完密的中国文法体系是在这

一部书出版的时候方才建成的。然而二三十年来 ,‘忆了千千万 ,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

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②“忆”在于它的创立 ,“恨”在于它

的模仿。创立与模仿交加 ,构成了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的基本特点。

“实用”,成为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演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被吕叔湘

先生认为“《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③
,《国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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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创》在“研究法大纲”中开宗明义写道 :“研究中国文法 ,有数事宜注意焉 :其一 ,说明的非创

造的 ,其二 ,独立的非模仿的 ,其三 ,实用的非装饰的。”④其中的“实用”,讲的就是“理论必须联

系实际”⑤ ,不尚空谈。20 年代另一位重要语法学家刘复也明确提出 :“我主张现代的文法与历

史的文法分家 ,两者相比 ,前者尤重于后者 ,后者只是为学问而求学问 ,前者于学问之外 ,还有

一个实用。”⑥

在 20 年代建设汉语语法理论的努力中 ,与阐释文言语法的《马氏文通》相对的还有一派学

者 ,他们以新兴的白话文语法为描写对象 ,重视口语 ,重视现代文。其代表作是黎锦熙的《新著

国语文法》,它有语法理论上的创新 ,更有研究材料上的变更 ,成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

语法著作 ⋯⋯为现代汉语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⑦到 1938 至 1943 年的

“文法革新讨论运动”时 ,“科学化”、“口语化”、“中国化”已成为多数学者认同的开展汉语语法

研究的标准。“口语化”、“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实用性”在语法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化 ,它要求将

引进的西方语言理论与中国的语言事实相结合。到 40 年代 ,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

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先后出现 ,“中国化”式的实用观已卓然成势 ,成为

语法研究的时代潮流。

50 年代是中国现代语法研究史上一个异乎寻常的高潮 ,它那连续不断的学术热点 ,“词与

字”、“主语与宾语”、“词类及其划分标准”、“单句与复句”等问题的讨论 ,形成了语法研究百花

竞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这一时期如此众多的学术探讨 ,最终形成有体系的理论成果 ,

并在各级学校的语言教学中得到贯彻实施 ,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 ,仍只是“暂拟汉语教学语

法系统”。因为众说纷纭的各家学术创见进入社会 ,人们在学习中无所适从 ,发出了“共同编写

出一本语法书来 ,供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和教学”的要求⑧。“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就是

应这种社会呼声而出台的。它“求同存异 ,力避偏执一端”⑨
,初衷是为了方便中学语言教学而

构建 ,以区别于学者们论著中的“研究语法体系”。可结果却因为“教学语法体系”的实用 ,使得

“大多数高等学校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的语法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它 ,以便于那些日后到中学任

教的毕业生可以把所学和所用衔接起来”⑩。80 年代初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过一

次 ,去掉了“暂拟”二字 ,它在教学领域的地位更得以巩固。据此而编写的高校“现代汉语”教

材 ,大行其道 ,成为发行量最大 ,流传面最广的高校教材。�λϖ 从汉语语法体系走上社会应用的过

程 ,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悖论 :求“实用”从研究语法体系引出“教学语法系统”,“实用”的教

学语法系统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到本来是充满学术自由探索精神的高校语法教学。

(二)汉字改革运动的结晶 ———“汉语拼音方案”

如果说语法研究是百年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 ,语法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还主要是通过学

校语法教学来体现的话 ,那么源于语言学 ,止于社会 ,并最终对整个社会 ,乃至政治产生巨大冲

击力的则应算是“汉字改革”。“汉字改革”称得上是整个中国现代期中“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

“显学”。

汉语拼音化的最初起源是明末的西洋传教士。这时的拼音化尚为西方文化入侵的一种手

段 ,但它却打开了人们认识西方文明的一扇窗口 ,使人们反思着本国的落后经济与落后政治。

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 ,为了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 ,就必须改革教育 ,提高人

民大众的文化水平 ,以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首先改革汉字。这样 ,

汉字被放在了中西文化、落后与先进对比的要冲之道。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者卢戆章言 :“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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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国之富强 ,基于格致 (科学) ;格致之兴 ,基于男女老幼皆好学识理 ;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 ,基

于切音为字。”�λω他于 1892 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研制拼音文字的开始。

尽管后来在制订什么样的拼音文字上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更迭日新的时学 ,有汉字笔画式的 ,

有速成符号式的 ,还有字母式的 ,字母式中又有罗马字母 ,拉丁字母的 ,但在对待汉字的态度上

却很长时间内都抱着非改不可的绝对态度。这种绝对态度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中国人

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的很 ,但是最祸害的 ,只有两条 ,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 ,第二是初民笨

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λξ“我们固有的文字 ,是连皮带骨和肉都腐朽了的。但这

腐朽的皮和肉和骨 ,却又影响了我们的口头语 ,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头脑”。�λψ

百年汉字改革潮中对汉字的偏激看法 ,现在看来固然幼稚。然探讨其原因 ,牟牟大端者当

有二。其一 ,对社会变革图强的铭心之感。只是由于对时代呼唤作了不正确的定位 ,把视点错

误地集中在汉字身上 ,使汉字改革赋予了过多的社会政治色彩。正是这种“赋予”,折射出语言

文字学家 ,乃至社会政治学家们的一种功利性极强的语言文字“实用”观。其二 ,对西方拼音文

字绝对认同的态度 ,将拼音文字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同起来。这种不加分辨的认同 ,实际上是

汉字领域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模仿”、“照搬”,只是它表现得比语法领域更充分、坚定。

汉字改革运动 ,没能将汉字改掉 ,也没有产生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拼音文字 ,却最终产

生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对追求“汉语拼音文字”行动的“保守”和“退步”,但

却是中国两千年来汉字注音体系的伟大进步。周恩来总理曾在 1958 年 1 月全国人大会议上

的报告很好地概括了它的作用。“首先 ,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用处 ,就是给汉字注音。其次 ,

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 ,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第三 ,汉语拼音方案可以

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第四 ,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 ,

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此外 ,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 ,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

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 ,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 ,可以用来编索

引等。”�λζ 40 年过去了 ,“汉语拼音方案”已渗透到了语言文字、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在国

家的现代化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将“汉语拼音方案”放在中外语言理论交流的

背景下审视 ,不难看出 ,它是向西方学习 ,并经“中国化”、“本土化”、“实用化”改造而成的文化

结晶。它再次告诉我们 ,不分青红皂白的单纯搬用 ,并不是中国语言学理论好的发展途径。

(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共同语标准的确定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努力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在清末的图强变

法中 ,语言统一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拼音运动的代表人物王照认为 ,“宜取京话。

因北至黑龙江 ,西逾太行宛洛 ,南距扬子江 ,东传于海 ,纵横数千里之土语 ,与京语略通。是以

京话推广最便 ,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 ,‘官话’者公用之话 ,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

者”。�λ{胡适说得更有理性 :“我们现在提倡国语 ,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

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 ,从长城到长江流域 ,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

这七八百年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 ,已成了通俗文学 ———从《水许传》、《西游记》直到《老

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 ,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 ,早已侵入那

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 ,推

行出去 ,使它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 ,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 ,使它成为现代和将

来的文学用语 : ———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λ|“语言统一”与“汉字改革”是“百年汉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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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中伴随相生、相辅相成的两个并蒂果。施行拼音文字 ,字以记音 ,然方言纷存 ,障碍巨大。

“要采用拼音文字 ,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 ,如果对象不明确 ,拼

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λ}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工作 ,如果说 20 世纪前半叶是以汉语的文

字载体为改革重点的话 ,那么从 50 年代开始则可以说是转而以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和汉语拼音

方案的制订、推广并重了。

在 1955 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 ,终于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

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科学、完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定义。

此后宪法中又确定了共同语的地位。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它是汉语从文言文一统天下的

世界中走出来 ,经过现代化的蜕变 ,以现代白话文的形式出现 ,用国家行为规定下来的语言规

范形式。它的意义和作用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 ,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形成 ,对国家

和民族形象的确立 ,对全社会广泛、通畅的交流 ,都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其实 ,语言学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的态势在新中国一开始就崭露于世。1951 年 6 月 6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社论 ,并连续半年刊

登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的《语法修辞讲话》。国家在百废待兴之时 ,强

调语言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实际上是把语言学放在了建国方略的高度 ,这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罕

见的。社会需要语言学 ,语言学服务于社会 ,在这种互动作用下 ,后来产生了不少具有长久影

响的语言学著作。《新华字典》初版于 1951 年 ,50 年中不断修订 ,成为建国以来印数最多的书

籍。《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 1956 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责成中国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在 1958 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λ∼ ,1965 年出《试用

本》,直到 1996 年的第三版 ,成为现代汉语最具权威性的规范词典。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汉

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更是被誉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两大丰碑。�µυ

(四)汉语方言调查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语言调查与语言描写 ,是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起家本领。从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到

20 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 ,始于 1928 年

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划时代的著

作”�µϖ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始于王静如的《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初探》,“历

史上零星地拿汉语和书面藏语的词来比较的有过些人。正规地用两种语言的数目字以及其它

来系统地比较的该从 1927 年王静如的论文算起”。�µω一个世纪来 ,汉语方言与民语的研究蔚为

大观 ,成果丰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 种和语言概况 83 种在“六五”计划期间已

经完成。汉语方言的研究亦是赫然昭目。反映方言词汇调查结果的 41 种分类巨型辞书《现代

汉语方言大词典》亦于最近出版。�µξ汉语方言与民语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在于以自

己的学术内涵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40 多年里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开始

就有较明确的目的。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它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

育水平服务。⋯⋯50～60 年代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是调查了解各民族语言的分布、使

用及其结构特点 ,为民族识别、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及书面语等问题服务”。�µψ这就告诉我们 ,以

揭示语言内部结构规律为己任的语言调查式的现代语言研究 ,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 ,其首要

原因并不在于它如何细致地提示了汉语结构的真实面貌 ,而在于进一步以此为整个社会文化

建设事业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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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百年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 ,可以看到中国语言学的每一分支学科的兴起、发展 ,都与

它们回应了社会提出的某种需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关系。如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历

史学 ,训诂学与古籍整理 ,社会语言学与当代社会的急剧变革 ,交际语言学、公关语言学与社会

的大开放、大交流 ,广告语言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等。

二、实用观念中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演进与偏离

中国语言学的实用观念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王力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发展

规律时说道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 ,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 ;

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 ,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

了实用的目的的。”�µζ这就是“政”———“道”———“学”的关系。“政”由“道”所维系 ,“道”由“学”

来诠释。“治经 ,贵通大义 ,然求通义理 ,必自音训始 ;欲通音训 ,必自《说文》。”�µ{“欲读古书 ,先

求古义 ,舍此无由入也。”�µ| 治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成为古代一切人文科学 ,尤其是身为显学

的“经学”的基础之学、工具之学 ,有了经久不衰的繁荣。

在历史的薰染下 ,“有用”、“无用”已作为中国语言学者潜意识中的重要评判标准。实用观

成为占据绝对上风的共识。在借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过程中 ,“实用观”表现为尽量地消弥模仿、

套用。20 年代陈承泽提出“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就是将

“实用”与“独立”放在一起来追求的。而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一

代学人 ,都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坚定前进。然目的的达到非一日之功 ,每当遇有周折 ,都会

引发人们用实用观指导下的“汉语特点”论来反思道路的正确与否。

在 80 年代 ,由于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效率的低下 ,直接引发了汉语语法学有用无用的讨论。

这时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是“汉语特点派”的反思。张志公先生说

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 ,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从概念、术语到方法 ,基本

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 ,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 ,或是对于一

般语法理论的探讨 ,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 ,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

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 ,具有较大的特殊性。”�µ} 后来受这一思想明显影响的是以申小龙为

代表的文化语言学认同派。

另一是语法研究中语义派的崛起。许多学者对纯形式语法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

评 ,认为以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封闭式的特点 :静态的语言事实研究得多 ,动态的语言

现象考察得少 ;定性的描述多 ,定量的分析少 ;纵向的分析性的研究多 ,横向的综合性的探讨

少 ;长于微观的观察分析 ,失之于宏观的多维视野。封闭式研究的局限性和语言文字研究对象

的综合性不能相互适应 ,这给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带来了困难”。�µ∼这种研究 ,“往往过分重

视形式而忽略了意义 ,甚至回避了意义。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 ,忽视甚至回

避意义 ,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它 ,分析它 ,显然是不够全面的”。�νυ“三个平面”理论 ,被认为是

“80 年代汉语语法学理论上的一个杰出贡献”�νϖ
,出现在这个时候 ,是很自然的。“三个平面”理

论对语义与语用的强调 ,实际上也就是在追寻着如何更深入地揭示汉语语法特点 ,因为汉语本

质上是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少显性形式、多隐性意合关系的语言。

90 年代 ,语法研究又面临着一股新的“实用”动力 ,这就是计算机语言处理对语法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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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需求。它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的应用背景之一。“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

研究 ,应在背景清晰定位明确的前提下 ,大力加强对用于计算机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的研

究”。�νω愈来愈多的语法学家投入到这一研究之中。80 年代中文信息处理基本还是计算机界的

事 ,语言学界尚可袖手旁观。到了 90 年代 ,语言学界已难再作局外观。计算机时代的来到对

汉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综观历史 ,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同时它又受到

自身传统很深的影响。实用观念早已溶入血脉 ,成为语言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自觉行动。它不

讳忌西方理论的传入 ,“拿来主义”深入人心 ,但又从引入西方理论的一开始 ,就努力探求“理论

联系实际”。“中国化”、“本土化”、“汉语特点论”、“有用论”,都是实用观的具体体现。语言研

究的实用观 ,与“让语言材料说话”、“例不十 ,法不立”的方法论 ,形成了内在的高度默契。

但应该看到中国语言学在讲求实用的旗号下取得成就的同时 ,可引为教训的事例并不少

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对待计算机时代的汉字。汉字改革运动在社会变革、教育启蒙、语

文现代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 ,却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妖魔化”了汉字。这种“政

治汉字观”虽然在后半个世纪有相当的收敛 ,然而“近期是简化”、“远期是拼音化”的思想却根

深蒂固地存在于部分人的脑中。“50 年代进行汉字简化时 ,主导思想是要取消汉字 ,简化是实

行拼音文字的临时过渡手段。”�νξ他们深深地忧虑使用汉字不能适应计算机时代 ,中国会被排

除在以拉丁字母为象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1986 年这种担忧还大行于世 :“几十年来 ,汉

字改革的热心人士对汉字观察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汉字难于实现机械化 ,难于运用电子计算

机。要在我国实现汉字信息处理 ,最根本的条件之一 ,是我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

音方向。”�νψ就在语言学界还在忧虑汉字之时 ,计算机界却创造出以“五笔字型”为代表的快速

汉字输入法 ,解决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一个瓶颈问题。汉字顺利进入计算机是中文信息处理

的第一步 ,中国语言学由于观念陈旧而在这一步中落伍 ,成为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羞愧。“慢

一步 ,步步慢”。当今颇具讽刺意义的是 ,一方面 ,“五笔字型”深入人心 ,其笔画、字根、拼合规

则 ,已历久而成习成势 ,另一方面是有关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紧追其后的不断“纠偏”,直到去年

才推出汉字构字部件的标准。所花费的财力人力可想而知。“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

本集”的编制也是如此。计算机界人士先期动作 ,才有了这个字符集 ;却又因没有语言学家很

好的密切参与 ,使字库的收字出现要用的无、不用的有的尴尬局面。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实用观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 ,还应该看到 ,这种实用观也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人们对语言内部世界进行更高层次认知活动中的理性抽象思维的推进。纵观百年中

盛行大陆的语言观 ,有重结构体系的“符号说”,有重交流功能的“工具说”,有重人文意蕴的“文

化说”,有重语言能力的“转换生成说”,此说彼说 ,无不属于“引进”产品 ,虽然“工具说”、“文化

说”尚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寻找到部分学术泉眼 ,但其蔚为大观的水势却无疑是引自西方语

言学。这种状况使人们不时发出中国语言学无理论的感叹。西方学术界久有“语言学是一门

领先学科”的说法 ,这是对语言学学科地位的极高评价。所谓“领先学科”,必须具有这样的品

质 :于内 ,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有某种飞跃 ,拓开了人们认识语言奥秘世界的一扇窗口 ,在研究方

法上能独辟蹊径 ,引入胜境 ;于外 ,能“普照”众多的相关学科 ,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之于结构主

义哲学、结构主义文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之于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教

学。应该说 ,20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离“领先的学科”尚离去甚远 ,然作为对百年中国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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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hinking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 Su Xinchun

Abstract :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nnguistics has fully develo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actical

thinging. It has been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erved the society with some practi2
cal activiti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building of the subject theories ,the making of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investigations

of dialects and ethnic languages. The stress of practical thinging has long been a trad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t also resulted in the oversight of and indifference to the rational and abstract re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practical 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dvertising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 Chen Peiai

Abstract :The study of advertising is a relatively new subject in China. In the 1920s there were some re2
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is field.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was hampered b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old China and by the planning economic system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reform

and openning up policy has brought new life to the study of advertising. The successful studies of some im2
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have not only set up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s ,but also greatly raised its general standard. Starting almost from scratch ,

China’s advertising research has formed its own theoretical system. While keeping up with the steps of

intemational advertising , it will give new impetus to the growth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advertising theories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change of ideas

The Later Pleistocene Fossil Mammals and the Palaeogeographical En2
vironment of the Taiwan Strait

By Cai Baoquan

Abstract :The latest study shows that the fossil mammals living 26000 to 11000 years ago salvaged by

fishermen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display great similarities. The fossil assemblage is similar

to those discovered in the Huai river valley rather than in the same latitude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This must have resulted from the ice age when the sea level became so low that most of the Tai2
wan Strait now was land and mammals of that time moved south along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

with the cold wind. At that time people as well as mammals were able to travel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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