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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语言学和类型学是密切相阐的两个领域，至少在语法方面是如此。
上世纪80年代始，历时句法学研究在西方的复兴主要依靠颤型学的进展，尤其是繁随60年代末
期Greenberg的著作。
而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类型学正是历史语法研究的问题。
虽然如此，这两个领域的联系，现在说是很近，实际是间接的,语法演变的三侗机制——重新分析（包
括语法化和功能更新）、类推（包括词汇化和／或去语法化）和外借——与严格意义的类型学没有多
大关系。
语法演变的动因——语义一语用演变、结构要求等等，同样与类型学没有多大关系,那么这两个领域是
通遇什么阐联起来的？
很简单，是因为历史语言学常常可为汉语各方言的共性和区别提供设想，甚至是解释,我们将用下列实
例说明上述观点：被动或使役；动词后和动词前的副词；双宾语结构；言说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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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语历史语法与类型学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与句法演变的历史分期从重言到重迭：汉语AA式形容词
的历时演变先秦汉语人称代词系统的演变先秦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基于分段描写的历时研究
从《战国纵横家书》看西汉初期复数概念的表达周秦汉语“被动语态”之检讨元白话特殊语言现象再
研究试论元代的“汉儿言语”“正尔”与“今尔”——兼论时间与空间的关联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与
佛经翻译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了2”的来源及其语法化过程“得”字句汉语中问原因
的疑问词句法位置的历时变化“是此非彼”选择构式的历时研究“同时”的虚化历程语法化专题讲座
（下）《历史语言学研究》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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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言而喻，元白话中的“特殊语言现象”来源于蒙古语的干扰，而远在蒙古人人主中原之前，汉
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就有广泛深入的接触。
但在这些语言接触中，是否已经形成了通行于北方各民族间的地域共同语——汉儿言语？
限于材料，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元代以前这种“汉儿言语”的语言面貌究竟如何。
仅就元代材料而言，如果我们假设有这样一种共同语存在，那么当时的汉人应该不会使用，一般汉人
与非汉人交流可能也不使用（以上我们列举的《元典章》供词可证），蒙古人之间在其没有放弃母语
之前，同样不会使用，剩下的只有蒙古人对汉人说的“蒙式汉语”和带蒙古语影响痕迹的汉语。
“汉儿言语”如果兼指遣两种蒙古人使用的带蒙语影响的汉语，如我们以上所指出的，其内部缺乏一
致性，不能说是一种共同语。
如果专指“蒙式汉语”，它只是一个特定的集团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语言”，使用者和使用
范围都没有达到共同语的程度。
如果指带蒙古语影响痕迹的汉语，这还只是一种汉语的个人变体，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在没有固化
之前，还没有发展到皮钦语的阶段，更不会是共同语了。
　　或者是泛指使用其它语言的人与汉族交流时使用的一种受到其它语言影响的、包含各种非汉语成
分的不稳定的汉语？
如果这样，这裹“共同语”的定义只是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带有其母语影响的汉语。
它的词汇、语法系统仍然是汉语的，使用中或多或少的会出现语言错误，但没有任何错误（对汉语的
改变）是已经固定下来，形成新的规则的。
　　所以，“汉儿言语”这种“地域共同语”是否存在，其语言特征是什么，以及它和汉语究竟是什
么关系，现有的研究都还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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