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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韩句法结构对比研究》以汉语主谓谓语句和韩国语双重主语句共同的性质作为对比的基础，
以三维语法理论为指导，吸收了汉语学界和韩国语学界先进的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角度
地考察了汉韩“S1+S2+P”结构的句法、语义、语用特点及对应形式。
本书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合了作者本人独特且新颖的研究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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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莉娜，延边大学亚非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韩（朝）汉语言文学对比。
 现为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主要研究课题为汉语、韩国语（朝鲜语）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兼及语法和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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