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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主从“字本位”立场出发，采用“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相结合的方法，重新构建了现代汉语语法
，全书在“绪论”之外分为三编：“方法论”、“结构论”、“表达论”。
　　绪论部分是全书的立论基础，强调语言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语言的特点。
人类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隐含在语言特点之中，要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可以有两种思路：一
是由个性而共性，立足特点，去探索共性；二是由共性而个性，立足共性，解释个性，来丰富和补正
共性。
由于当前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印欧语的理论、方法看成语言共性的标志，在此基础上采取第二种思路
来研究汉语，就摆脱不了“跟着转”的困境，因而《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主张采取前一种思路，从
研究汉语特点着手。
而寻找特点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矛盾切人，在汉语中就反映为一个“
字”字。
“字”既是口头的，又是书面的，是形、音、义结合的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汉
语。
　　上编从六个方面讨论了研究方法论问题。
第一章指出发现和研究语言特点的有效方法是“对比”，而对比的关键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弄错
了基本结构单位，就会扭曲语言研究的方向。
第二章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理据是语言规则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出发，重新定义了“语
法”：“语法是理据载体组合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规则”，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语言共性”。
第三章区别了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指的是认识现实规律的能力，具有全人类性；而思维方
式是实现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具有民族性。
语言研究必须从考察不同的语言结构与该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关系中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直觉和推理代表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其差异对语言研究方法有重要的影响。
第四章指出印欧语社团的认知途径以听觉为基础，偏重于时间，语言研究偏重于口语和语音；汉语社
团以视觉为基础，偏重于空间，语言研究偏重于文字。
语言与文字是两种独立地、平行地发展起来的编码体系，而书面语是语言、文字两种认知途径的并轨
；文字类型不同，与语言的关系也不同。
第五章从理据载体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出发，提出了重新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分析了
汉语研究史上各个阶段研究重点和方法的改变。
第六章从西学东渐导致汉语研究的转向的背景出发，提出20世纪汉语语法研究重点已由“形”转向“
序”，即字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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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转向　　6.2　时空的交集和字的生成方式的重新分析　　6.3　字组结构的研究和汉语的语汇语
法中编　结构论　第七章　字组的生成和语汇中的语法规则　　7.1　字组和语义特征的提取　　7.2　
核心字和字的句法语义功能的二重性　　7.3　字组的结构模式　　7.4　序位、序素和字组的句法语义
结构　第八章　字的语法化初阶和句法语义的结构　　8.1　字的语法化初阶和字类的划分　　8.2　辞
类和辞品　　8.3　字组的扩展方式和句法语义结　　第九章　标记的连接和并列结构　　9.1　同义和
并列二字组的生成　　9.2　标记的连接与同型并列结构的扩展　　9.3　同型结构的并列和汉语的成语
式“四字格”　第十章　限定结构(上)：生成、扩展和“的”的连接功能　　10.1　限定关系字组的生
成和它的语义基础　　10.2　“的”和限定关系字组的扩展　　10.3　“的”的限定关系标记和汉语的
语法研究　　第十一章　限定结构(下)：数量名结构和状动结构　　11.1　字的语法化次阶和字块的标
记　　11.2　量字的生成和“数&#8226;量&#8226;名”的限定结构　　11.3　状字的生成和“状&#8226;
动”的限定结构　第十二章　述谓结构和汉语的基本句式　　12.1　引导关系和述谓结构　　12.2　基
本句式和语言结构的脉络　　12.3　使动式的历史变异和“动补”结构的发展　　12.4　使动式的历史
变异与“连谓”式的形成、发展　　12.5　介字位置的前置和语序的变化　　12.6　结构单位的复音节
化和句式结构格局的调整下编　表达论　第十三章　结构与表达　　13.1　表述结构和语句的生成　
　13.2　主观性、主观化和表达的句　　13.3　“话题-陈述”和表达的句的结构框架　　第十四章　
语言范畴的性质和表达的研究　　14.1　语法范畴和语义范畴　　14.2　字的语法化末阶和汉语语义范
畴的标记　　14.3　语义范畴和表达的研究途径　第十五章　爱憎与褒贬：变音和语义范畴的标记　
　15.1　“一子、一儿、一头”和褒贬、爱憎的表达　　15.2　本音、变音的相互竞争和音变规律的例
外　　15.3　变音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　第十六章　空间和时间(上)：空间　　16.1　“我”和语言
的时空观　　16.2　前、后、左、右⋯⋯与静态的空间　　16.3　来/去、进/出⋯⋯与动态的空间　第
十七章　空间和时间(下)：时间　　17.1　时和体　　17.2　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和汉语“时”“体”
的研究　　17.3　“了、着、过”与汉语的时态　　17.4　语汇意义的制约和时态的生成　第十八章　
肯定和否定　　18.1　“±肯定”与逻辑的对立概念　　18.2　“±肯定”的语义基础　　18.3　“±
肯定”和句法结构　第十九章　有定和无定　　19.1　定指和有定　　19.2　有定性范畴和语法结构的
枢纽　　19.3　有定性范畴的探索和汉语语法研究　　19.4　“前管后”的意合原则和汉语的语序参考
文献汉英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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