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探索中前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探索中前进>>

13位ISBN编号：9787303111336

10位ISBN编号：7303111336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陆俭明

页数：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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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索中前进>>

内容概要

　　《在探索中前进：21世纪现代汉语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内容包括：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描写
、汉语句法研究要以词组为基点、词语之间语义结构关系的多重性、构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关于
隐喻和转喻、关于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与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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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兼职博导，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17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
曾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司文科重
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学院学
术委员会委员、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华文顾问。
独立完成、出版的著作和教材7部，主编或与他人合作编写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序文等280
余篇。
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项12个。
2000年获香港理工大学“大陆杰出学人”奖。
2003年9月，获“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先后40余次应邀赴美国、日本、法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任教、进行学术访问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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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语言研究的基本要素语言研究的目的一、研究、分析、描写清楚语言的共时状况和历史发展二、
对各种语言现象作出尽可能合理、科学的解释三、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和各个语言的个性特点四、加
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构建语言学科的理论架构五、为语言应用服务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描写引言
一、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描写的重要性二、新的语言事实之一——显性的语言事实三、新的语言事实之
二——隐性的语言事实重视理论方法的更新与发展一、理论更新的重要性二、新的理论方法产生的内
在原因三、汉语语法研究需要多种分析理论与方法四、汉语语法研究的推进离不开当代语法理论的指
导五、做好三步转化工作／73中篇 现代汉语本体研究领属范畴和领属关系一、例外的启示二、确定领
属关系的语法标准三、现代汉语领属性偏正结构的语义类型四、对鉴别标准的进一步修订汉语句法研
究要以词组为基点一、出发点二、新的思考——小语法观念三、汉语句法研究步骤之一四、汉语句法
研究步骤之二重新认识“NP+的+VP”结构的内部构造一、目前学界对这一结构的解释二、乔姆斯基
的“中心词”理论三、用乔氏的“中心词”理论来分析“春天的到来”一类结构四、两种类型的“的
”字结构五、需要改变观念句法语义接口问题一、接口问题已成为句法语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接口
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探索思路三、需要具体研究、探索的问题四、不可忽视词语特征的研究语义
和谐律词语之间语义结构关系的多重性构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关于构式义“构式一语块”句法分析
法会话新原则——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关于隐喻和转喻关于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与研究吴县老东山话
里的“阿VP？
”疑问句下篇 现代汉语用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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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或者以事实，或者从理论上，论证根本就不存在汉藏语系，汉语跟藏语、缅甸语、西夏语
等不是一个语系。
这实际涉及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汉藏语的比较究竟能否用于上古音的构拟研究？
　　第二，或者以事实证明龚教授所举的藏语、缅甸语、西夏语等语言的例词，跟汉语相对应的词不
属于同源词。
这实际涉及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辨别和确定汉藏语同源词？
汉藏语同源词认定的前提是什么？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第三，或者以事实证明龚教授所依据的汉语上古音系统、他所修订的原始藏缅语语音系统和他所
构拟的原始汉藏语语音系统不合理。
但这必须回答：合理的上古音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其合理性如何加以检验？
　　第四，或者以事实证明龚教授所举的藏语、缅甸语、西夏语等语言的同源词例，其语音描写不准
确，音义对应关系搞错了。
但需要回答：可靠的同源词有哪些？
我们能够找到多少真正的同源词？
　　我举龚煌城教授讲课的例子是想说，提出一个新观点、新理论得有事实依据，否定一个已有的观
点、理论也要有事实依据。
　　再说，语言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探求人类语言的共性和各个语言的个性特点，而这只有在充分调
查了解各种语言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以上说的都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很具体的语言现象，譬如“那孩子的脸气得鼓鼓的”，可以说成“气得那孩子的
脸鼓鼓的”；而跟这个句子极为类似的“那孩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却不能说成“*瞪得那孩子的
眼睛大大的”，这为什么？
我们不能光根据上面提供的这两个例句，而得充分调查这类语言事实之后，才能作出令人较为满意的
解释和令人较为满意的回答。
这里顺带要说一下，当你拿到一个语言研究课题，首先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查阅文献资料，看看先
前是否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不要自己闷头研究了半天所得结论前人早已说过了，这不就白费劲儿了吗？
第二件事就是搜集语料，语料多了就容易分析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当然，语料的多少是相对的，再怎么搜集也不可能穷尽，但是应该说越多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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