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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明清山东方言特殊语法词研究》是对明清山东方言里的特
殊语法词进行断代研究，属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范畴。
基于这个出发点，本书首先对《金》、《醒》、《聊》中的特殊语法词进行共时平面的静态描写，查
找所研究的特殊语法词的全部用例，对其作定量考察和定性分析。
因为只有在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所作的穷尽性描写，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金》、《醒》、《聊》
所代表的明清时期山东方言中的特殊语法词的面貌。
同时，本书还对同时期带有北方或南方方言背景的文献《红楼梦》、《歧路灯》、《镜花缘》、《儿
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相关
语法词的用法进行列举性描写分析，更全面展现所研究对象的面貌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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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研究对象二、语料依据三、研究意义和价值（一）有助于系统完整的汉语语法史的形
成（二）有助于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的来源和演变的研究（三）对依据汉语语言事实总结或探索语言理
论有重要价值四、研究现状五、研究方法及分析角度（一）共时描写的方法（二）比较的方法（三）
解释的方法六、研究成果（一）对明清山东方言特殊语法词按类作全面深入的描写和分析（二）对明
清山东方言特殊语法词的来源进行探源解释（三）对明清山东方言某些特殊语法词形成的因素进行总
结探讨七、其他问题的说明（一）引书体例（二）文中所使用符号说明第二章 明清山东方言特殊代词
一、指示代词“乜”的用法及其形成（一）指示代词“乜”的用法（二）指示代词“乜”的形成二、
指示代词“真么”的用法及其形成（一）指示代词“真么”的用法（二）指示代词“真么”的形成三
、《金》、《醒》、《聊》特殊代词小结第三章 明清山东方言特殊副词一、范围副词（一）副词“通
身”的用法及其形成（二）副词“通常”的用法及其形成（三）副词“济数”的用法及其形成（四）
副词“多”的用法及其形成（五）副词“总里”的用法及其形成（六）副词“只个”的用法及其形成
（七）副词“仔”的用法及其形成（八）《金》、《醒》、《聊》特殊范围副词小结二、时间副词（
一）副词“刚只”的用法及其形成（二）副词“待中”的用法及其形成（三）《金》、《醒》、《聊
》特殊时间副词小结三、程度副词（一）副词“精”的用法及其形成（二）副词“挺”的用法及其形
成（三）副词“响”的用法及其形成（四）副词“焦”的用法及其形成（五）副词“稀”的用法及其
形成（六）《金》、《醒》、《聊》特殊程度副词小结四、语气副词（一）副词“翻调”、“翻转”
的用法及其形成（二）副词“浑深”、“会胜”的用法及其形成（三）副词“干净”的用法及其形成
（四）副词“只当”、“白当”的用法及其形成（五）副词“紧”、“紧着”的用法及其形成（六）
副词“吃紧”、“着紧”的用法及其形成（七）副词“又咱”的用法及其形成（八）副词“投性”的
用法及其形成（九）副词“爽利”的用法及其形成（十）《金》、《醒》、《聊》特殊语气副词小结
五、情状副词（一）副词“流水”的用法（二）副词“流水”的形成第四章 明清山东方言特殊介词一
、介词“赶”的用法及其形成（一）介词“赶”的用法（二）从分布运用情况看介词“赶”的发展（
三）介词“赶”的形成二、介词“拿”的用法及其形成（一）介词“拿”的用法（二）介词“拿”的
形成三、介词“着（著）”的用法及其形成（一）“着”介引处所的用法及其形成（二）“着”介引
工具的用法及其形成（三）“着”介引施事对象的用法及其形成（四）“着”介引受事对象的用法及
其形成（五）“着”的其他用法及其形成四、介词“给”的用法及其形成（一）《金》中“给”的用
法（二）《醒》中“给”的用法（三）《聊》中“给”的用法（四）介词“给”的形成五、介词“齐
”的用法及其形成（一）介词“齐”的用法（二）介词“齐”的形成六、类介词“了”的用法及其形
成（一）类介词“了”的用法（二）类介词“了”的形成七、《金》、《醒》、《聊》特殊介词小结
第五章 明清山东方言特殊连词一、并列连词“一行”的用法及其形成（一）并列连词“一行”的用法
（二）并列连词“一行”的形成及语义发展二、假设连词“打哩”的用法及其形成（一）假设连词“
打哩”的用法（二）假设连词“打哩”的形成三、条件连词“任拘”、“不拘”的用法及其形成（一
）条件连词“不拘”、“任拘”的用法（二）条件连词“不拘”、“任拘”的形成四、假设连词“不
着”及相关连词的用法及其形成（一）相当于“要不是”的“不着”（二）相当于“要不”的“不着
”五、《金》、《醒》、《聊》特殊连词小结第六章 明清山东方言特殊语法标记一、被动标记“吃（
乞）”（一）《金》“吃（乞）”的动词用法（二）《金》被动标记“吃（乞）”（三）被动标记“
吃（乞）”的分布和消亡二、明清山东方言里表差比的比较标记（一）差比标记“似”、“如”（二
）差比标记“得（的）”、“过”、“及”、“起（其）”（三）明清山东方言差比标记的一些概括
性分析第七章 结语一、明清山东方言特殊语法词的形成或类型（一）古代汉语的遗留（二）汉语语法
词的发展或变异（三）独自发展构成的特殊语法词二、从特殊语法词看明清山东方言语法词的特点（
一）明清山东方言与共同语发展演变的不同步性（二）明清山东方言语法词的方言特殊性三、从特殊
语法词看现代山东方言语法词的来源和演变四、从特殊语法词看《金》、《醒》、《聊》的方言属性
五、从明清山东方言语法词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理论或方法上的启示（一）在描写和比较研究中挖掘共
时层面方言系统的特点（二）对古今方言作历时比较研究的方法（三）语法化是研究语法词发展演变
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四）主观性和主观化在语法词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引用文献参考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清山东方言特殊语法词研究>>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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