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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会不会说话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说话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社会有紧密的联系。
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语言，可以这么说，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是各种交际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种。
人类在进行交际的时候，有时也可以不使用语言这个工具，例如用手势招呼别人，用面部表情传达某
种信息，这种交际工具使用的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军队可以用旗语发布命令，但这种交际工具表示
的意思必须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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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院校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和汉语言专业外国留学生使用的教材。
全书以《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语法项目》为依据，同时吸收现代汉语教材的有
益成分以及近年来比较成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全面地描述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详细分
析了汉语语素、词类和句子成分，讨论了汉语语法偏误分析的原则和方法，并描写了语法分析偏误的
各种类型。
教材力求贯彻“别同异，辨正误”的编写方针与通俗易懂的编写原则，书中着力于“辨析”部分的解
释，并对汉语语法中诸多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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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辨析]“更加”与“越发”　　“更加”是书面语词，口语里多用“更”，但是“更”的用法不
一定适用于“更加”；“越发”和“愈发”、“越加”、“愈加”等的意思用法都一样。
这里只说明“更加”和“越发”的区别与联系。
　　1）“更加”和“越发”都可以用在比较句中。
例如：　　①李亚川比王敏跑得更加快了。
　　②这一来，他现在的任务比你更加艰巨了。
　　③她现在比小时候长得更加秀气了。
以上都是表示不同时间里情况相比较的句子，“更加”都可以用“越发”替换。
　　但是，“更加”句尾的助词“了”可以省去，不受时间因素限制；而“越发”句尾必须有“了”
，受时间因素限制。
下面两旬“更加”不可以用“越发”替换。
例如：　　④这学期来，小张比小林更加刻苦。
　　⑤来中国以后，琼斯的汉语比杰克说得更咖流利。
　　⑥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比开始时信心更加足。
　　2）“更加”不但可以用在两项之间的比较，也可以用于多项比较，而“越发”只能用于两项之
间的比较。
例如：　　①长江比黄河长，长江比淮河更加长了。
　　②哈尔滨比沈阳冷，哈尔滨比北京更加冷了。
　　③我们五个人当中，小王更加聪明。
　　3）“越发”可以用于有倚变关系的句子中，如在下列类型句子中，只能用“越发”，不能用“
更加”。
例如：　　①他越是不许我笑，我越发笑得厉害。
　　②你在北京住得越久，你就会对北京越发爱得深。
　　4）“更加”还可以用于同一时间里情况的比较；而“越发”不可以用于同一时间里情况的比较
。
例如：　　①他们五个人的弹力都不错，比较起来，小王的弹力更加好一点。
　　②比较起来，小玲玲画得更加好一些。
　　③你这个主意更加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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