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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来，本人一直在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学》选修课，目的是让同学们在
学习现代汉语语法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提高对汉语语法结构规律和语法特点的认识，
多了解一些研究汉语语法的方法，并引导他们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去观察、探讨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问
题，以便逐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初步学会写作语法学论文的一些基本技能
。
拙著就是在原讲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吸收近几年来我国新的科研成果补充修改而成的。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再版时增写了“关于歧义句问题”一章。
本书在编写时曾参考过时贤的有关论著，并借用了一些现成例句，没有一一注明。
在写作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周小兵、李炜两同志的许多帮助。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很大努力。
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目前语法学资料匮乏，许多人反映借书难。
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本书所阐述的内容，扩大知识面，我们只好从时贤的论著中选出若干篇重要
文献附于书后，供大家学习时参考。
　　由于水平所限，时问匆促，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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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来，本人一直在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学》选修课，目的是让同学们在
学习现代汉语语法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提高对汉语语法结构规律和语法特点的认识，
多了解一些研究汉语语法的方法，并引导他们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观察、探讨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问题
，以便逐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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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出版的语法著作，除了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和胡裕树主编的
高校教材《现代汉语》外，还有胡附、文炼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陆志韦等先生的《汉语的
构词法》，陆宗达、俞敏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这是三本颇具特色、很有见地的语法著作，影响
较大。
另外，还有王了一的《虚词的用法》、张汝舟的《简明语法》、郎峻章的《汉语语法》、洪心衡的《
汉语语法问题研究》、杨欣安的《现代汉语》语法篇、刘世儒的《现代汉语语法讲义》、张静的《语
法比较》等几十部。
　　1966年开始的十年内乱，语法学也被破坏殆尽，停止了研究。
　　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语言学又开始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中国语文》、《语文学习》先后复刊了。
为了解决高校现代汉语教材问题，语法界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研讨会，1981年7月还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等
单位发起在哈尔滨召开了一次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盛况空前，对教学语法体系问题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并对50年代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进行了修订。
几年间分别出版了3本高校通用教材：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
语》（修订本）、张静主编的《现代汉语》。
全国各地还先后出版了好些语法著作，其中影响大的有吕叔湘先生著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由他
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语法答问》。
现简述如下：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年）是对几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总结。
全书分引言、单位、分类、结构四个部分。
篇幅虽不大，但从词法到句法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摆出了大量比较复杂、难于分析的
语法现象，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分清了内部的高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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