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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天中干的最多的事儿莫过于说话了，话天天说，

可很少有人去想，语言是怎么来的。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科

学家在《自然》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结

合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证据，首次确认了包含汉语在内的

汉藏语系起源于大约 4000—6000 年前的中国北方黄河流

域。这对国人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尽管汉藏语系的

起源找到了，但人类语言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却依然是个谜。

什么是语言，或者说具有哪些特征才能称

为语言？

“在语言学家眼中，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初

始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抽象概念，一种是特定的

语言系统，如汉语。”语言学博士、中国科普所

理论研究室博士后唐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在现当代语言研究中，语言的一个定义

是人们从事语言行为学习、表达并理解的心智，

偏向语言对于人类的通用性，这种观点认为语

言是人类与生俱来就可以获得的能力，所有认

知能力正常的儿童只要在成长环境中能够接触

到语言，即使没有人引导和刺激，也可以习得语

言；另一种对于语言的定义则是一种口头上或

符号上的人类交流系统，人类是用语言去表达

或控制周围环境的客体，该理论强调了语言的

社会功能。

“相比于其他形式的交流系统，如人类以外

的动物所使用的动物语言，人类语言是独特

的。”唐叶说，其它动物，如蜂和猿所使用的交流

系统都是封闭系统，其可表达的思想往往非常

有限。而人类语言则相反，没有上限且富有创

造性，允许人类从有限元素中产生大量话语，并

创造新的词语和句子。这是因为人类语言是一

种对偶码，语言当中有限数量的元素本身并没

有意义（如声音、文字和手势），但意义的组合

（包括词语和句子）是无限量的，有限的元素和

无限的意义相结合即可产生无限的人类语言。

唐叶认为，人类语言的独特性还在于具有

递归性，正是由于语言的递归性，即语言结构层

次和言语生成中相同结构成分的重复或相套

（如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有座山……）才赋予了

人类语言无限的创造性——说话者可以创造出

自己从未听过或者讲过的话语。

什么样的表达才能称之为语言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语言的起源兴趣浓

厚，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语言的起源是

迄今为止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语言在

何时何地起源有很多假说，并且没有达成共

识。”唐叶说。

最早关于语言起源的说法是“神授说”，

在人类社会科学并不发达的时候，人们选择

宗教来解释语言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家苏格

语言怎么演变来的众说纷纭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 7000 多种语言。

它们是来自同一个发源地，还是有独立的发源

地呢？

世界语言分为 9 大语系，分别是汉藏语系

（亚洲东南部）、印欧语系（欧洲、亚洲、美洲）、乌

拉尔语系（乌拉尔山脉北部地区）、阿尔泰语系

（巴尔干半岛、亚洲中北、蒙古、俄边界、中国）、

闪-含语系（北非、西亚）、高加索语系（高加索

山脉）、达罗毗荼语系（印度南部、东南部）、马

来-波利尼亚语系（即南岛语系，在东南亚和大

洋洲）、南亚语系（亚洲南部）。

此前，新西兰学者昆廷·阿特金森研究称，

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区，时

间大约在 15 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这种

判断的依据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

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

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 100个，而夏

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 13 个，英语的音素 46 个。

一种语言离非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但随后，有中国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

如果全世界的语言有一个扩散中心的话，不应

该在非洲，而是最可能出现在亚洲，精确地说，

是在里海南岸。

欧洲学者迈克尔·西索沃等人称，阿特金森

的假说是没有足够数据支持的。如果用其思路

研究语言的其他特征，如从句结构、被动语态的

使用等，结果便与其结论大相径庭——语言的

发源地可能是东非、高加索山脉（即里海与黑海

之间）或其他地区，并不一定如他所推测的那

样，来自非洲西南部地区。

然而，直至现在，这两者都没有充分而确凿

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假说，“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在语言起源方式和发源地的争论上，

目前依然是一笔糊涂账。

语言的发源地依然是笔糊涂账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拉底曾断言，上帝给地上万物和众生赐予了

名称，所以语言是神圣之物，富有魔力。古代

西方观点认为，语言是上帝创造的。这种解

释在教权时代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但随

着近代的思想启蒙，人们开始用科学思维看

待语言的起源。

唐叶表示，语言起源理论可以根据它们前

提假设的不同分为两大类：连续性假说与非连

续性假说。连续性假说的基本思想认为语言不

可能突然之间就形成最终的形式，它一定是由

人类灵长类祖先的早期语言系统演变而来；非

连续性假说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语言有着独

一无二的特征，只能是在人类演化历程中的某

一时间点上相对突然地出现。不同理论间的另

一区别是，有些认为语言是一种先天的能力，由

遗传因素决定，另一些则认为语言具有文化性，

是通过社交接触而习得的。

现今唯一一位重要的非连续性假说支持者

是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如此回应达尔文主义的

理论说：“在研究语言起源的很长历史中，人们

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从猿类的叫声中演变而

来的。然而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

语言是基于与任何动物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

原则之上的。”但对于乔姆斯基的说法，大部分

学者都不苟同，他们都倾向于连续性假说，只不

过对于演变过程有各自的看法。

比如劳动起源说认为，语言是劳动创造文

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最初的语言是在劳动中

由号子发展而来；拟声说认为，原始人听了自

然界的声音进行模仿，并用这种声音代表发出

声的事物，看到荒野中的狗在叫，原始人就会

学狗的叫声“汪汪”，以后慢慢便用“汪汪”声

来指代狗；感叹说认为，在愤怒、愉快等感情

冲击下，强大气流通过声带产生语言，并认为

人类基本感情喜怒哀乐发出的声音，形成了最

基本的词汇等等。“遗憾的是，由于人类语言

历史悠久、语言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缺少有力科

学证据支持，近 20 年来在语言演化方面的探

究进展不大，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唐叶说。

天天说话天天说话
但你知道语言是怎么来的但你知道语言是怎么来的？？

对极地旅行者或者去过极地的科研人员来

说，冰山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在南极除了常

见的蓝色和白色冰山之外，一种罕见的深绿色冰

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最近摄影师在南极洲东部的南大洋拍摄到

一座罕见的“翡翠”冰山，再次引发人们对南极深

绿色翡翠冰山形成原因的探索。

冰山为啥通常是白色或蓝色？

在重力作用下，冰从南极大陆向海岸缓缓流

动，其伸向海面的部分被称为冰架，冰架断裂则

成为冰山，冰山最终在大海中消融，是全球海平

面上升的主要诱因之一。

表面上看，雪和冰呈现给人们的是均匀的

白色。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照在冰雪表面的可见

光都被反射回来，在可见光谱的范围内，被冰雪

吸收的能量很低，而且反射率在各个波段比较

均匀。

由南极大陆数千年的降雪所形成的冰由纯

净的淡水组成，专业上定义为大气源的冰。冰架

向海延伸，冰架底部会与海水直接接触，底部冰

腔内会形成高压过冷却水。在水里会形成水内

冰，并向上漂浮至冰架底部，形成海源的冰。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雷瑞

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纯大气源的冰可能因为融

化重新冻结形成不同晶体结构使冰山呈现蓝色，

而海源冰因为包含有机物和矿物质、冰藻等，在

阳光折射下也可能显现蓝色。除此之外，最常见

的冰山还是白色。“当然，在北极，一些由山地冰

川形成的小冰山会携带一些砂砾，所以也可能呈

现土色。”

冰山发绿是海水杂质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与发出蓝光的冰山相比，发

出绿光的翡翠冰山却并不多见。根据国外媒体

报道，在南大洋的部分地区发现有翡翠冰山，这

一历史可追顺到上世纪初，当时的水手和探险家

报告了这一现象。

1988 年，冰川学家斯蒂芬·沃伦爬上一块翡

翠冰山近距离观察它时，意味着人类开始了对翡

翠冰山的探索。沃伦从南极洲东部，也就是我国

南极中山站以东二百来公里的埃默里冰架附近

的翡翠冰山中提取了一个冰芯样本，并将其与 20

世纪 80 年代澳大利亚探险队获取的其他绿冰样

本进行了对比。

起初，沃伦的研究小组怀疑，也许是因为冻

结成冰的海水里含有了太多的海洋微生物尸体，

而正是这些杂质让冰变成了绿色。但事实证明

他们的推测是错误的——绿冰和蓝冰中含有的

有机物质数量差别不大。

翡翠冰山形成缘于氧化铁？

几年前，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海洋学家

劳拉·赫瑞兹·博雷格罗研究发现，埃默里冰架冰

芯样本的含铁量是纯大气源冰的近 500倍。

受此启发，沃伦再次冒出了一个想法：有可

能是氧化铁把普通的蓝色冰变成了绿色冰。

如果是这样，那铁是从哪里来的呢？毕竟这

些化合物在海洋的许多地区是极其稀少的。

在发表于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著名杂志《地球

物理研究杂志-海洋》上的最新研究中，沃伦认

为，答案可能在于“冰川粉”——冰架碾磨基岩形

成的粉末。这些富含铁的粉末流入海洋，成为翡

翠冰山重要的“调色板”。

虽然目前不能完全证实该研究解开了一个

长达数年的谜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发现可

能在维持海洋生命方面发挥作用：铁是浮游植物

的关键养分，而南大洋的许多海洋生物又以这些

浮游植物为食。如果是这些翡翠冰山将南极洲

大陆的铁元素运送到了南大洋，那么这对海洋生

物来说可能至关重要。

谁把南极冰山“调”成翡翠绿

摄影师马太依斯·库吉普斯花费 27 年时间，拍摄到全球 72 种濒危

灭绝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照片收录在新书《冷酷本性》中。

奇特稀有的两栖爬行动物

白化短吻鳄在北美大沼泽地进行人工饲养，原产地是路易斯
安那州沼泽地，它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现今仅有12只。

蓝色箭毒蛙生活在南美洲苏里南地区，每只蓝色箭毒蛙身体
上的黑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可用于识别。

西部蓝舌蜥蜴原产于澳大利亚，但近年也在新几内亚和印度
尼西亚境内被发现。它们生育幼仔后，会吃掉自己的胎盘膜。

魔鬼叶尾壁虎源自马达加斯加，其野外生存数量稳定。它长
着一双大眼睛，尾部可以模拟树叶。

双冠蜥生活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境内。
它们的食物包括：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如啮齿类动物)、体形较小
的蜥蜴、水果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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