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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潮流中，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出版“学者文丛”，就是要提倡研究汉
语规律，拓展文化传播，总结教学心得，弘扬学术精神。
　　汉语的研究是世界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
　　汉语的研究是要探寻古今汉语的发生、发展、演变、创新、完善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外部环境和
条件，探寻汉语内部的结构、元素、规则和格局，探寻它们相互之间的依存、制约、互动的状态和趋
势，探寻汉语跟周边民族、周边国家的各种语言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给汉语和对方语言带来的变化
动因和变化结果，探寻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如何不断完善其记录、表达、传播功能及其适应
能力和创造能力，探寻汉语作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交际媒介如何适应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振兴
而“日日新、又日新”。
也就是说，对汉语本体既需要宏观的综合的研究，又需要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进行分门别类的微观的研
究，还需要在相关的领域进行交叉的研究。
　　汉语的研究也要为汉语教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依据。
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是基于汉语本体研究之上的应用理论研究。
只有达到相当程度的国际化的语言，才会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对象。
世界上这样的语言为数不多，汉语就位列其中。
汉语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定会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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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潮流中，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出版“学者文丛”，就是要提倡研究汉
语规律，拓展文化传播，总结教学心得，弘扬学术精神。
汉语的研究是世界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
　　汉语的研究是要探寻古今汉语的发生、发展、演变、创新、完善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外部环境和
条件，探寻汉语内部的结构、元素、规则和格局，探寻它们相互之间的依存、制约、互动的状态和趋
势，探寻汉语跟周边民族、周边国家的各种语言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给汉语和对方语言带来的变化
动因和变化结果，探寻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如何不断完善其记录、表达、传播功能及其适应
能力和创造能力，探寻汉语作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交际媒介如何适应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振兴
而“日日新、又日新”。
也就是说，对汉语本体既需要宏观的综合的研究，又需要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进行分门别类的微观的研
究，还需要在相关的领域进行交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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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粘合补语和组合补语表达差异的认知分析从“他很帅”到“他长得很帅”——形容词从谓语变为组合
补语的条件“怎么”的语法意义及“方式”、“原因”和“情状”的关系表因果意义时“得”字句与
“因为所以”句的差异与分工从光杆P与“因为P”的区别看“因为”的作用“于是”和“所以”的异
同“因为所以”句和“既然那么”句的差异与组合性述补短语有关的三个问题询问情状时“怎么了”
和“怎么样了”的差异表“必然肯定模态”意义时“必须”与“不能不”的差异表祈使时带“吧”与
不带“吧”的差异“了1”与“了2”表义上的分工“外人”模式与“人家”的表义特点——兼谈怎么
样向留学生讲解“人家”的语义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AA（的）”功能探微“总理温家宝”与“温家
宝总理”的表义分工关于选择同义格式作语言点的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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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一个行动作用于同一个客体只可能产生一个规约性的结果，但它的表达方式却可以有几种。
例如，爬的结果可以是“上来、下去、出来、出去、进来、进去”，寄的结果可以是“走（意思是“
离开）、出、来、去”，摔鸡蛋的结果可以是“破、碎、烂、坏”。
　　偶发性因果关系存在于“老王在公园里睡觉了”与“老王不会说话了”之间。
“老王在公园里睡觉了”是一个事件，“老王不会说话了”是另一个事件。
一般人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稳定的因果关系，也即我们并没有把这两个事件纳入
同一个命题认知模式。
因为在生活中，“老王在公园里睡觉了”可以导致无数个临时的、偶发性的结果，“老王不会说话了
”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比如，在下面这种语境中：老王在公园的椅子上睡觉睡得太香了，不知道起风
了，结果受了风不会说话了。
同样，“老王不会说话了”也可以有无数个临时的、偶发性的原因。
　　理解这种偶发性的因果关系往往要依赖具体语境。
比如，“他跑啊跑啊，跑得连我都不好意思了”，脱离具体语境，我们只笼统地知道这里的“他跑”
和“我都不好意思了”有因果关系，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因果联系我们就不知道了，必须由语境补上中
间环节，我们才可以确切地理解其间的具体关系，比如：因为我忘了带某件东西，他跑着去取，跑得
很吃力，所以我感到不好意思了。
可见，这种因果联系是借助语境建立起来的，因而只有处在该语境的人才可了解，这就是说，这种因
果联系并不是规约性的。
　　3.3 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分别与粘合补语与组合补语有对应关系。
　　3.3.1 规约性的结果适合用粘合补语表达，例如，可以有“撕开、摔倒、睡着、掏出、钻进／出、
爬上、跳起、吃下、吸进、吐出、杀死、摔破、脱下、穿上、学会、听懂、镂空”，但不适合用组合
补语表达，所以不能有“+撕得都开了、坤靼得都倒了、吸得都进去了、木摔得都破了。
听得都懂了、“学得都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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