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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汉语语法史上，动词及与之相关的句型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动词研究》对《祖堂集》动词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分析，勾画出《祖堂集》动词的基本面貌及各类
动词的发展趋势，填补了历史语法研究的空白。
　　《动词研究》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祖堂集》中与动词相关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作了比较深入
的分析和研究。
通过共时比较，寻找语言在特定时代的共性；通过历时比较，总结出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
同时关注《祖堂集》作为禅宗文献本身的语言特色，探讨某些语法现象是否源于汉译佛经以及对中土
文献的影响，对《祖堂集》中具有明显禅宗行业色彩的词语和语法作了翔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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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鞠彩萍，女，1968年8月生，江苏省泰兴市人。
2003年6月毕业于贵州大学，获硕士学位。
2006年6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为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主持江苏省教育厅哲社基金项目一项、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二项。
已在《古汉语研究》、《语言科学》、《语文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
参编《禅宗大词典》（副主编)、《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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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祖堂集》版本及研究概况二、《祖堂集》的语言特点及研究价值（一）《祖堂集》
的代词系统（二）《祖堂集》的助词系统（三）《祖堂集》中的特殊语法现象三、动词研究的现状四
、词类划分的原则及动词的界定（一）词类划分的原则（二）动词的定义及鉴定标准五、研究目的及
研究方法_第二章 《祖堂集》动词分类考察第一节 言说动词一、概述（一）言说动词定义（二）《祖
堂集》言说动词概貌（三）《祖堂集》言说动词语义场二、《祖堂集》上位言说动词（一）《祖堂集
》上位言说动词共时描写（二）《祖堂集》上位言说动词历时考察（三）从言说类动词的分布看《祖
堂集》语体色彩（四）《祖堂集》引语标记类型分析三、询问类动词（一）“问”的特殊用法（二）
特殊句式：“⋯⋯则（即）不问，⋯⋯”四、问候道别类动词（一）问讯（二）起居（三）不审（四
）珍重五、《祖堂集》特色言说动词举隅（一）唱、举唱、提唱（二）代、代日、代云、代语（三）
举似、说似、话似（四）勘、勘过、勘破、堪啧（五）肯1（六）魔魅（七）拈（问）（八）拈掇六
、《祖堂集》中的“不作声”，兼论“不吱声”、“不则声”的方言分布第二节 能愿动词一、概述二
、《祖堂集》中的能愿动词（一）可能类能愿动词（二）意愿类能愿动词（三）应当类能愿动词三、
“能”与“可”之比较，兼论可能类能愿动词与其前后成分的语义制约关系四、能愿动词“中2”五
、能愿动词“会”历史渊源考六、《祖堂集》“不得”补语句七、能愿动词的连用八、能愿动词的配
价以及与副词的共现九、小结第三节 使役动词一、概述二、《祖堂集》中的使役动词（一）使令类使
役动词（二）致使类使役动词（三）应允类使役动词三、《祖堂集》中的使役动词“许”及其虚化（
一）使役动词“许”（二）“许”的虚化四、使令结构和致使结构的句法差异五、从《祖堂集》使役
动词的被动用法谈汉语被动介词的界定与优胜劣汰（一）由遭受类动词虚化而来的被动介词（二）由
使役类动词虚化而来的被动介词（三）由授与类动词虚化而来的被动介词六、表被动来源的使役动词
、遭受动词、授与动词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节 心理动词一、概述二、《祖堂集》中的心理动词（一）
情感类心理动词（二）认知类心理动词三、《祖堂集》心理动词句法功能分析（一）情感类心理动词
的配价（二）认知类心理动词的配价（三）心理动词句法特点四、小结第五节 状态动词一、概述二、
《祖堂集》状态动词句法特点（一）状态动词不带宾语（二）状态动词带使动宾语（三）状态动词带
当事宾语（四）状态动词带处所宾语（五）状态动词带时量宾语（六）状态动词带补语三、《祖堂集
》中的“了”字句四、小结第六节 关系动词一、概述二、《祖堂集》中的关系动词（一）判断类动词
（二）比类动词（三）称呼类动词（四）所属类动词第七节 存现动词一、概述二、《祖堂集》中的“
有”字句（一）《祖堂集》存现类“有”字句（二）《祖堂集》特殊“有”字句（三）“有”修饰谓
词的历时考察及成因探讨第八节行 为动词一、概述二、《祖堂集》特殊句式“V1又V2不c”三、《祖
堂集》泛义动词“打”及其句式四、《祖堂集》授与动词“与”及其句式发展，附论“给”的成书年
代（一）“与”的三个强制性语义成分（二）《祖堂集》授与动词“与”句型发展（三）《祖堂集》
授与动词“与”语义成分的省略和隐含（四）关于授与动词“给”的成书年代第九节 趋止动词一、概
述二、《祖堂集》中的“起”、“起来”和“起去”三、《祖堂集》趋止动词“来”句法功能考察（
一）“来”进入单动结构（二）“来”进入连动结构（三）“来”进入动补结构四、《祖堂集》趋止
动词“往”和“去”句法功能考察（一）“往”和“去”进入单动结构（二）“往”和“去”进入连
动结构五、趋止动词“上”和“下”句法功能考察（一）“上”和“下”进入单动结构（二）“上”
和“下”进入连动结构（三）“上”和“下”进入动补结构六、动趋式带宾语时宾语位置的历时考察
第三章 《祖堂集》相关问题探讨一、《祖堂集》中的新词新义二、《祖堂集》中的并列式复合动词三
、《祖堂集》动词对大型语文辞书的补充四、从《祖堂集》看禅宗语录同义成语的多样性五、试析《
祖堂集》中用于主谓之间的“而”六、《祖堂集》虚词“因”的特殊用法（一）“因”在段落或篇章
的位置（二）“因”在单句中的位置（三）“因”作为话题标记在汉语史中的地位参考文献主要引书
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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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词研究》将《祖堂集》的动词分为言说动词、能愿动词、使役动词等九类，详尽分析各类动
词的用法和特点，例证丰富，数据完备，阐释清晰；还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将《祖堂集》的动词与佛
经文献和中土文献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共性或差异，归纳出禅宗语言中动词运用的特异现象及其对中
土文献的影响，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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