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词汇语法化和语法词汇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语词汇语法化和语法词汇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4688

10位ISBN编号：7010084688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兴才

页数：2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词汇语法化和语法词汇研究>>

前言

　　语法即语言构成之法，主要研究词、词组、句子如何构成，如何演变，还研究词如何分类、词在
句中的地位和作用、词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句法对词的影响、语序等问题。
　　中国传统的小学，只有文字、音韵、训诂，没有语法。
尽管语法一词，在唐人孔颖达的疏里就已出现，但传统的学者并不太重视。
虽然元人卢以纬有《语助》一书，清人王引之有《经传释词》之作，俞樾的《古经疑义举例》也有诠
释文例、虚词的内容，但大多以训诂说语法，以语法通训诂，算不上真正的语法研究，直至马建忠《
马氏文通》的问世，中国才有真正的语法研究。
尽管后人多以其模仿西洋语法而诟病其书，但模仿未必都是坏事。
我们天天讲创新，其实创新与模仿并非绝对的不相容，在一定的条件下，模仿可能引起创新，也就是
说创新的起点有时是模仿。
模仿不是拷贝，任何模仿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不完全的模仿使创新成为可能，也许这不完全的模仿本
身就是一种创新。
马建忠的模仿是真正意义的不完全模仿，这种模仿孕育着创新，也成就了创新，看不到这一点，将是
历史虚无主义。
马建忠为语法学在中国的汉语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席，马氏首创之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语法的研究，整个汉语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也是残缺的。
当然，残缺也是一种美，但如果残缺的是主要的、关键的部位，未必还是美的。
试想女神维纳斯缺的是脑袋，我们会觉得她美吗？
语法之于语言，犹如脑袋之于维纳斯，不可或缺。
　　文字解决记录问题，音韵解决读音问题，训诂解决意义问题，语法解决构造问题。
设无语法，何以构成语言，何以成为语言学？
前辈学者或有不太注重语法和语法研究者，究其原因，在于将语法看成既定的、人们已熟知的外生变
量，在这种假设下，语法及其研究当然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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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
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优秀学术
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过
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秀
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做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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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大”向量词演化的机制　　“数词+大+NP”表达式，其产生的历史较为悠久。
根据考证，“数词+大+NP”在汉代即开始出现。
许光灿先生指出：“两汉之交，伴随着佛教文化的输入，形成了汉语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引进高
潮，为传播佛教思想，译者们在对译中尽量使梵文汉化，使之成为符合汉语习惯，‘数+大+名’格式
正是这次梵汉对译中产生的一种意译外来词的重要格式。
”我们认为，这种表达式产生之初，数词后面本身就省略了相应的量词，而其中“大”确属形容词无
疑。
正如许光灿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数+大+名”是“数+形+名”而不是“数+量+名”。
但需要指出的是，语法是发展变化的，某种词类里的词在语法功能上可以发生变化。
郭锐认为，词语在词汇层面的语法性质是词语固有的词性；而词语在句法层面的语法性质是词语在具
体使用中产生的，由句法规则控制。
如果一个词在句法层面上产生了词汇层面未规定的语法性质，这种语法现象称为“语法的动态性”。
④“数词+大+NP”自产生之始到现在的大量运用，其间历经了各种不同的时代。
经过不同时期人们的反复运用和不断实践，这种格式中“大”的功能与属性也并非恒久未变。
在认知、语用等诸要素作用下，其悄然进行着语法的动态性变化，也经历着由形容词向量词演变的语
法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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