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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领属结构的信息可及性研究》从语用信息视角出发，结合句法结构成分变换分析、语用语
篇功能分析、语言心理认知分析和语言类型比较等方法对汉语领属结构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指出了
名词指称性在汉语领属研究中的局限，以定位性概念来解决汉语领属结构的参照点分析；突破以往研
究中割裂结构助词“的”、动态助词“的”和语气词“的”的做法，以预设特征等语用含义将其统一
起来；《汉语领属结构的信息可及性研究》详尽考察了汉语领属结构中被领者前有定/无定标记主观性
的语法表现，深入分析了处在被领成分位置的指示类词语、数量词语的语义、语用功能；探讨了名词
化领属来源动词跟外部领属谓语动词的语义及物性、作格性，以及说话者主观移情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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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领属关系研究综述第一节 领属的概念与类别一 定语领属的研究二 目前汉语研究中很少涉及的
领属关系第二节 领属研究的方法与视野一 领属的语义控制特性二 领属关系的原型特征研究三 领属关
系的语法化研究四 领属关系研究的语用信息视角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写作思路一 本书的研究视
角二 本书的写作思路第二章 领属关系语义信息的定位性第一节 指称性在汉语研究中的局限一 名词限
定词二 指称的形式与功能三 汉语定语领属结构的句法分布及上述指称分析的局限性第二节 领属结构
语义信息的定位性一 定位性的概念及其与可及性指称的区别二 汉语领属结构是表示定位性的句法格
式第三节 汉语领属结构定位性参照点解释一 什么是参照点二 为什么要选择参照点解释三 领属结构中
的定指性参照点四 领属结构中的其他定位性参照点第四节 本章小结第三章 汉语领属结构领有者的语
义语用信息与话题性第一节 领有者的语义语用信息及其形式表现第二节 汉语话题指示物必要条件的
定位性第三节 领有者的话题性一 句内话题语义信息与篇章话题语用特点二 领有者名词的话题价值三 
领有者名词在篇章话语条件下的话题性四 内在话题性第四章 汉语领属结构中被领者的语用信息第一
节 汉语定语领属结构被领者的指称特点一 汉语领属结构被领者上“一/这/那”的语用属性考察二 汉语
光杆被领者的指称性质三 汉语定语领属结构的领格类型第二节 汉语谓词领属结构的被领者及相关结
构受事的指称属性一 有定标记词表示不确定所指二 类同定指的定义三 类同定指现象的认知语言学解
释第五章 汉语“的”与定语领属标记第一节 汉语中与强调标记“是⋯⋯的”结构相关的一些现象第
二节 预设的概念与表现形式一 预设的概念二 预设的表现形式第三节 “的”的预设特征一 具有预设特
征的话题标记“的”二 领属标记“的”的预设特征第四节 关系句是定语领属和“是⋯⋯的”独立句
的中间形式一 关系小句与领属结构一样，也具有预设特征二 从领属成分与关系句的兼容性看汉语两
种结构内部的共性三 从“（是）⋯⋯的”独立句与关系句的歧解看它们的共时语法化联系四 从三种
结构间的共现情况看它们的共时语法化联系第六章 汉语名词化（动词）领属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作格
现象一 论元角度的作格动词分析二 及物性角度的作格分析三 小结第二节 名词化领属中领有者的主宾
语理解第三节 有“对”和无“对”名词化领属比较一 “[对领有者]的被领有者”中“对”的辖域测试
二 “对”出现于名词化领属领有者上的规律第四节 名词化领属的控制特性与体验特征一 名词化领属
与引发者及物完整性特征凸显二 被领者的自主特征与“NP1的NY”第五节 名词化领属的信息度解释
第七章 外部领属信息的及物完整性第一节 汉语四种常见的领有者与被领有者分离的领属结构一 
“NP1+V1+NP2”中的“PR+V1+PM”二 被动句中的“PR+[被+A+V2]1+PM”三 双宾句中的
“A+V2+PR+PM”四 把字句中的“A+把+PR+V2+PM”五 三种外部领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二节 外
部领属与其他领属之比较一 论元与配价上的差别二 客观参照与主观移情三 外部领属及物性与领属核
心意义的一致性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领属结构的信息可及性研究>>

编辑推荐

　　《汉语领属结构的信息可及性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领属范畴的分量厚重的
学术专著，作者吴早生勇于冲破语义上“彼此之间一方领有或具有而另一方隶属或从属”和句法形式
上“N1的N2”的传统羁绊，而是关心领属范畴的基本语义及其延伸，关心它的基本格式及其变体，
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国内先哲很少触及的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去发现领属范畴对汉语语法系统的深
刻影响。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本书不仅考察了传统的定语领属结构和谓词领属结构，而且对准定语领属结构
、名词化领属和外部领属甚至领属的语法化等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领属
通性，而正是这些通性将它们与传统的领属结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领属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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