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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词是人类语言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动词，学术界或称之为空动词。
西方语言学界对于英语系词的研究自传统语言学大师叶斯柏森(0．JeSpeen)等人以来，已相当成熟。
张和友编著的《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义性特点的一个视角》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
汉语系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期望对系词有更深入的认识。

《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义性特点的一个视角》对现代汉语的“是”字结构进行了详尽
论述，从核心义到边缘义，依次讨论了典型、准典型、语义特异型、聚焦型以及语气断定型等五种“
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并借鉴当代语言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如中心语理论和语法化理论，对表
层结构各异的“是”字结构作了归一性解释。

《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义性特点的一个视角》还尝试将汉英系词进行比较，了解汉英
系词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可以为我们体察汉语语义性特点提供一个窗口。

《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义性特点的一个视角》适合从事汉语语法研究以及从事语言学
理论研究的学者使用，对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人员，以及从事跟语言相关的学科研究如中文信
息处理、认知科学等的研究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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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极端派”系词观的思想显然是从古典逻辑出发得出的论断。
同时，这种思想也有其语言学基础。
大致是：断定是说话者思维的结果，是说话者的论断、断言；也就是说，断定是说话者基于客观事实
的主观心智活动，因而是可以用客观事实来检验真伪的。
而自然语言中，主观断定色彩最强的动词就是典型断定句（判定两名物之等同或类属关系）的系动词
。
叙述句可以理解为对客观世界的客观报道，主观化的程度不如典型判断句，而逻辑推理要突出的是，
所有断定都是主观认定，包括“他正在写字”这样的叙述句。
这样，所有的断定，不管所对应的自然语言的句子是否要用系词，在逻辑式上都用上系词。
这一主张突显了自然语言中“是”动词的特殊性，它是说话者表示主观判定的泛化动词，而逻辑上就
用它作为高于一般动词的断定算子。
判断句、描写句、叙事句虽然都是说话者的主观描述，但说明两名物之等同或类属关系的判断句、判
断动词、“也”等语气词的主观性明显是最高的，因为两物间之关系完全是由说话者认定的。
　　“极端派”很早就遭到中外学者的反对，正像Jespersen（1924：131）所指出的那样，很多语言（
如日语）从来就没有发展出系词来（参p.5，注释2），在一些存在系词的语言中，没有系词也行。
Vendryes（1968）也指出，“动句”与动词etre（是）毫无关系，就是在“名句”里，etre用为系词也
是很晚的事情。
王力（1961）认为，将“美国侵略古巴”理解成“美国是侵略古巴的国家”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两
句话的涵义并不是完全相等的。
　　“中庸派”系词观认为，句子可以有系词，但并非必得有系词。
换句话说，有系词则承认其存在，没有系词不必强加系词。
跟“极端派”不同，“中庸派”所依据的是语言本身，只是把系词看作谓词的小类，因为自然语言中
的句子并非都有系词出现。
　　汉语学界关于系词的看法也有正统和极端两派。
正统派坚持汉语是有系词的，内部各家的分歧在于对系词“是”的来源问题的认识。
但是，对于汉语为什么从无系词发展到有系词，即系词的产生机制问题尚缺乏有力的讨论，下文我们
会讨论这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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