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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语法问题追踪集》，收入笔者1994年至2001年发表的文章29篇，分成了四组。
第一组，偏重于问题研究的宏观讨论，较为概括。
第二组，偏重于共同语语法问题的微观讨论，较为具体。
第三组，偏重于方言语法问题的讨论，有的较为宏观，有的较为微观。
其中，《说“兄弟”和“弟兄”》一义，基本内容属于词汇，但某些地方也捉到了语法：《“很淑女
”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一文，所讲的并非方言说法，实际上还是共同语现象，但由于提到
了“地方风味”，因而作了稍为特殊的处理，附缀在了这一组。
第四组，讨论文风与文品、教学与测试等问题，有的直接针对语法，有的涉及了语法。
四组文章后边，还收入了“序言六篇”和“短文四篇”。
“序言六篇”中，第一篇为《文化语言学》第一个版本的序言，发表于1990年，之所以选入，足因为
第二篇为《文化语言学》增订本的序言，二者有所关联。
“短文四篇”中，各篇短文都没有直接讨论语法问题，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所谈的内容都跟语法
研究存在隐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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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语法问题追踪集》，收入笔者1994年至2001年发表的文章29篇，分成了四组。
第一组，偏重于问题研究的宏观讨论，较为概括。
第二组，偏重于共同语语法问题的微观讨论，较为具体。
第三组，偏重于方言语法问题的讨论，有的较为宏观，有的较为微观。
其中，《说“兄弟”和“弟兄”》一文，基本内容属于词汇，但某些地方也提到了语法：《“很淑女
”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一文，所讲的并非方言说法，实际上还是共同语现象，但由于提到
了“地方风味”，因而作了稍为特殊的处理，附缀在了这一组。
第四组，讨论文风与文品、教学与测试等问题，有的直接针对语法，有的涉及了语法。
四组文章后边，还收入了“序言六篇”和“短文四篇”。
“序言六篇”中，第一篇为《文化语言学》第一个版本的序言，发表于1990年，之所以选入，是因为
第二篇为《文化语言学》增订本的序言，二者有所关联。
“短文四篇”中，各篇短文都没有直接讨论语法问题，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所谈的内容都跟语法
研究存在隐性联系。
　　《语法问题追踪集》是邢福义教授的重要论文集锦，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晶。
其语法研究，可以概括为五个着力点：其一，着力于隐蔽规律的发现；其二，着力于结合逻辑研究语
法事实；其三，着力于学术“据点”的建立；其四，着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其五，着力于研究路子
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语法问题追踪集》的亮点在于不止介绍了研究成果，也讲述了邢教授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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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句中枢说语法研究中“两个三角”的验证说“句管控”说名词赋格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
汉语语法研究之走向成熟汉语语法研究的展望“最”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说“V—V”时间方所“X里
”和“X中”V为双音节的“V在了N”格式——一种曾经被语法学家怀疑的格式“更”字复句“却”
字和“既然”句关系词“一边”的配对与单用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小句中枢说的方言续证从海南黄
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说“您们”说“兄弟”和“弟兄”否定形式和语境对否定
度量的规约，“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文品问题三关系从吕先生不讲过头话说起面对
更新的未来——新时期语法学者学术讨论会（国际）欢迎词亦师亦友 导字当先汉语语法教学与测试的
若干问题表达正误与三性原则从新世纪的呼唤说到对外汉语教学序言六篇一序《文化语言学》二序《
文化语言学》增订本三序《汉语层次分析录》四序《数里乾坤》五序《（名词及其相关结构研究》六
序《汉语历时共时语法论集》短文四篇一　语言学系建立与发展的三点认识二　让大学生才智闪光三
　说说做学问四　有所不学——再谈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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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文借用了“小句”这个现成的术语，但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跟通常所说的有所不同。
本文的“小句”主要指单句，也包括结构上相当于或人体相当于单句的分句。
本文把充当句子成分的主谓短语排除在小句之外。
理由足：第一，主谓短语既然已经充当句子成分，它就失去了“句”的性质和功能，就不再是“句”
。
第二，能够成句的构件语法单位可以是短语，也可以足词：可以是主谓短语，也可以是其他短语。
因此，不好只把充当成分的主谓短语当成小句，否则，容易导致一个结论：只有主谓短语跟“句”有
联系，其他短语跟“句”没有联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法问题追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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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