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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成语法学是目前汉语教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流派，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用中文撰写的汉语生
成语法著作或教材，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运用生成语法学的理念和方法，对现代汉语的词结构和句子结构进行了系统地描写与解析，语言
事实确切，理论分析深入浅出，技术细节清晰详尽，涵盖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各个层面，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几十年来生成语法理论用于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些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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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元建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伦敦大学语言学博士。
研究领域包括汉语语法、对比语言研究以及翻译的认知过程。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60多篇研究论文。
著作有《汉语句法导论》（美国艾德米伦出版社，1996）、《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合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汉语动结结构》（合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生成语言学
背景下的汉语语法及翻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翻译中国》（合著，英国多语系统出
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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