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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小学向来只有文字、音韵、训诂三类，到了1898年马建忠写的《马氏文通》出，始有第一部
讲语法的书。
文字、音韵、训诂、语法齐备，我国也就有了完整的汉语语言文字学。
《马氏文通》搜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甸。
据张万起《用例小计》统计，《马氏文通》共用例句七千三百二十六例，实为其兄马相伯硎去了三分
之二的余数。
马建忠为什么要用如此之多的例旬呢？
他在（《马氏文通·例言》中说：“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
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
”　　马建忠仔细地观察、品评、比较、分析这七千多例句，探索出前人未能认识到的古汉语遣词造
句的许许多多规律来。
他在《例言》中说：“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其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
通儒亦有所不知。
”他随即提出了三个问题：　　1.《孟子》“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也。
”两句中“之、其”两字皆指象（人名）言，何以不能相易？
　　2.《论语》“爱之能勿劳乎？
忠焉能勿悔乎？
”两句之法相似。
何为“之、焉”二字变易而不得相通？
　　3.“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两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
　　马氏解答第一例云：“句中‘之’、‘其’两字，同指一人，而两字卒不可互易者，则‘之’必
宾次，而‘其’必主次之故也。
”（《文通》50页）　　而解答第二例云：“忠焉’者忠於君也。
‘忠’为内动字，不若‘爱’为外动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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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论》大体依《文通》卷次分为十章：一、导论；二、文通语法体系概论，分字类概说和句子
概说、句读概说，位次概说；三、名字和代字；四、动字；五、坐动和散动；六、静字和状字；七、
介字；八、连字；九、助字；十、句读。
十章中，依《文通》原有之语法体系及篇章安排，剖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句，或分析失误的例句。
每章必要时作一小结，或加以概括，或予以申说，或突出其价值，或纠正其失误。
是则是之，非则非之。
有发现处，则赞许、弘扬之；有缺失处，则指出、弥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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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兆麟，1937年2月生，安徽安庆人。
安徽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帖
。
从事高校教学与科研四十年，共发表论文近七十篇.主要收集在《文法训诂论集》中。
出版著作十余种，主要有《简明文言语法》、《简明训诂学》、《左传微点注》、《盐铁论注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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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的思维具有共同的规律，这就决定了与思维密切相关的各种语言的语法有其相通性，这是语
法体系之共性的一面，即所谓普世语法的存在。
　　但是，语言毕竟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而不是思维本身。
各种类型的语言又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因而各种语言的语法体系又必然含有其个性的一面，即所谓
民族语法的存在。
这就是说，各种语言都有自身的一套语法手段，各民族语言所采取的表达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
很多地方不同。
史存直先生在其《汉语语法史纲要》里曾经明确指出：就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在语法方面至少有三
项差异：　　一是分析与综合的差异。
西方语言的实词，如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除本身概念之外，还附带表示一些附随概念，即
所谓“附加意义”。
如名词、代词有“性、数、格”等，动词有“人称、数、时制、体、态”等，形容词有“性、数、格
、比较”等。
这些附随概念通常都是用所谓“屈折”或“词形变化”来表示的，所以就和词的本身概念纠缠在一起
，不可分析。
这样的语言被称为综合型语言；而汉语不存在这些情况，故被称为分析型语言。
　　二是词语结合上的差异。
词与词在句中的结合，总起来说有三种办法：用词形变化来表示“支配”和“照应一致”；按词序排
列表示关系；借助虚词表示语法意义。
在印欧语中，“词形变化”不仅是表示附随概念的语法手段，同时也是表示词与词结合关系的语法手
段。
譬如：名词、代词的“格”表示名、代在句中所处的地位；动词有“人称、数”等的变形，是为了表
示它和某一名词或代词之间有主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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