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碎金集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碎金集拾>>

13位ISBN编号：9787100066587

10位ISBN编号：7100066581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何乐士 商务印书馆  (2010-01出版)

作者：何乐士

页数：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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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金集拾>>

内容概要

　　古汉语虚词、语法。
其中包括9篇论文、1篇关于“被动句演变历史”的讲演提纲、1份古汉语语法讲义。
这9篇论文和那个讲演提纲是很有分量的，不论是对一个词、一种句式的历史演变的考察，还是专书
语言研究、断代专书比较研究，或是古汉语研究的纵论，均有深度、有独到见解、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
其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况（1979-1985）》及《试谈古汉语虚词的特点——兼谈实词虚词划分的必要
性》是打印手稿，未找到出处，似乎未曾发表过，其内容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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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语法说“稍”和“稍稍”《左传》的“如”《左传》的“若”汉语被动句的历史演变(提纲)《世说新
语》的语言特色——《世说新语》与《史记》名词作状语比较从《左传》“非”、“不”几种句式的
比较看“非”、“不”用法上的差异专书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左传》看《说文解字》古汉语语
法研究概况(1979一1985)试谈古汉语虚词的特点——兼谈实词虚词划分的必要性学点古汉语语法书评
·书序学习古代汉语的工具书——谈《古书虚字集释》一本开创性的古汉语专著——评李佐丰的《文
言实词》专书词类研究原则与方法的可贵探索——《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读后《左传》语言研究的新
成就——读陈克炯教授《左传详解词典》观《十三经辞典》有感《中国古代语法》序言《古汉语语法
纲要》中译本序评传杜预著名的语言学家丁声树许国璋先生在瑞士杨伯峻先生传略老年，是美丽的小
品文说“往往”说“一切”说“无害”说“便利”“料理”的故事小蕙小张说“门户”病房里笑谈“
上下”陈老先生与学生谈数词晏子谈“和而不同译著《古汉语虚词词典》绪论——讨论虚词的有关问
题并按语法功能对虚词进行分类马王堆汉墓《老子》手抄本和《秦律》残卷中的“弗”否定词“弗”
的句法古汉语体态的各方面上古汉语“哭”、“泣”辨汉语的语法和词汇：一种动态的探讨何乐士论
著目录编后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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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专书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活动将会进一步开展并形成高潮。
中外古代语言的比较研究也将日益发展。
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古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将会涌现我个人现在无法预料的新的研究课题，学术界乃
至全社会也将向它提出新的要求。
根据专书语法研究的发展动向，为促使其更好地向前发展，我们建议：（1）希望各有关单位领导进
一步重视这项工作。
现在已有一些单位的领导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十分可喜的。
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重视，无疑会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
（2）各级语言学会特别是各级古汉语研究会、古汉语语法研究会可望发挥很好的作用，如协助研究
者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对专书研究加以提倡和引导；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专书研究的动态等，都将
对学者大有益处。
今后的专书研究除一人单干的方式外，势必会产生更多完全是自愿结合的研究小组，因为专书研究本
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个人想要把它全部完成，几乎都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适时的学术交流还可为大家提供以文会友、互相学习、彼此结识的机会，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3）目前有些学者自愿为大家编纂专书语言研究的论著目录索引，还有的自愿为大家编纂一些重要
古籍的逐字引得或电子版本，实在是功德无量。
前者像南昌大学中文系孙力平等先生所作的目录，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却已受到广泛的重视
和欢迎。
如果他们能坚持下去，每隔一段时间就接着编一本，将对及时交流信息起到重要作用。
更期盼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它，那就为语言事业的发展做了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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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何乐士先生去世后，张秦杨先生发现何老师一摞整理未就的稿子，大约是准备辑集出版的。
内容有散见各种杂志书刊未曾收入专集的文章，有未曾发表过的文稿。
张先生送到我家，希望我帮他整理一下。
当然，义不容辞。
收入本集中的文章共38篇，我将它们分为六大类：一、古汉语虚词、语法。
其中包括9篇论文、1篇关于“被动句演变历史”的讲演提纲、1份古汉语语法讲义。
这9篇论文和那个讲演提纲是很有分量的，不论是对一个词、一种句式的历史演变的考察，还是专书
语言研究、断代专书比较研究，或是古汉语研究的纵论，均有深度、有独到见解、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
其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况（1979-1985）》及《试谈古汉语虚词的特点——兼谈实词虚词划分的必要
性》是打印手稿，未找到出处，似乎未曾发表过，其内容颇有参考价值。
《学点古汉语语法》是应美中文化研究所主办，剑桥中国文化中心、北京东方大学协办的《美中社会
和文化》之邀而撰写的。
自2003年1月至2006年12月连载于《美中社会和文化》（半年刊）。
该杂志国内亦有发行，但读者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人及其子女，他们的第一语言大多不是汉语。
何先生突破一般语法教科书从词类开始按部就班一一道来的程式，根据读者特点、需求选择安排内容
。
又抓住汉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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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碎金集拾:何乐士古汉语著译文稿》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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