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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伯江和方梅同志多年来从事汉语语法研究，我对他们的研究比较熟悉，我自己近些年的研究跟
他们的研究范围和路数也比较接近。
因此作为“知情人”和“同道人”借此机会对他们工作的出发点或追求的目标作一点介绍。
　　如今有个时髦提法叫做“跟国际接轨”，好像没有遭到多大的非议，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对汉语语
法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跟国际接接轨，一定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甚至反对。
即使不说“我们汉语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语言”，也会强调汉语有汉语自己的特点，应当创立我们自己
的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遵循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只会使我们的研究误入歧途。
应该承认，不顾汉语的实际，盲目地搬用国外的东西，这样的“接轨”必然是要翻车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紧密结合汉语的实际，又能适当借鉴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改变一下我们原来走惯
了的老路子，这样的“接轨”就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很有点这种接轨的味道。
书名“功能语法”就译自Functional Grammar，内容上的“主位”和“述位”，“焦点结构”，“语法
化”，“语法等级”，“典型理论”等等，几乎都是当今国外语言学常用的术语和理论。
然而这些术语和理论在本书中又是跟汉语的实际相结合的，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在努力实现这种结合。
　　对待国外语言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跟我们怎样看待一种语言的特点或个性和语言的普遍现
象或共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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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借鉴现代语言学的话语分析和功能句法学方法，对现代汉语语法中的若干
重要问题进行功能分析。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涉及的研究方面有：主位结构研究。
从宏观上观察口语句子可以看出，不管是对话还是独白，汉语都有一些明显的强化主要信息、弱化次
要信息的手段，这种着眼于信息传递策略的结构分析就是主位结构的研究。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详细研究了主位结构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价值，重点分析了汉语口语里主位结构
的两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焦点结构研究。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首先从系统的角度区分出了汉语里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焦点：常规焦点和对比焦
点。
指出，对比焦点得以突出，有赖于调动特有的形式标记手段；常规焦点得以突出，则导致了一些语序
的变化。
书中着重分析了动词宾语和动量成分、趋向成分的语序问题，从中可以看到语序变化中的焦点表现。
通过焦点结构的分析，使过去研究中的一些孤立的句法一语义规律获得统一的解释。
　　语法化研究。
功能视点把语言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着眼于语法规律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有利于了解其功能实
质。
每个语法范畴背后都有一部功能调整的历史。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着重分析了指代范畴、尝试范畴等的语法化历程，得出了范畴虚化的若干规律
，从系统内功能分配和方言对比中探求形式演变和兴替的动因。
　　词类功能与句法功能的研究。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专门对汉语主要词类的认知基础进行了探讨，从名词的空间性和动词的时间性
出发，解释了词类活用现象和领属结构的语义构成，并以性质形容词的界定问题为例，说明词类与句
法成分之间的关系。
作者的一篇译文也是这个问题中一项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论.文，作为附录收在书后。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的用例大多取自北京口语。
材料来源既有书面材料，也有录音材料，都是典型地反映北京口语特点的例子，这种取材方式不仅提
高了语料的纯度，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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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目前研究兴趣集中于功能和认知角度的汉语语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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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语文》副主编，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目前研究兴趣集中于汉语功能语法和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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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五年来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集中在句法结构的形式分析上面。
自80年代后期起，汉语语法研究开始引入功能主义的语法分析，功能主义的语法分析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质对汉语语法结构的决定作用研究，篇章中的回指现象及省
略现象的追踪研究，与预设有关的句法语义现象研究等。
这些研究显示了如下特点：1.突破了形式研究中只以内省的句式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更多地注意了各
种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因素对话语组织的影响；2.突破了形式研究中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型的异同的做
法，而较多地注意实例的多寡所反映出的倾向性的规律；3.突破了形式研究中把对象看成一个静态的
成品的做法，而较多地当做一个动态过程看待，研究听说双方的语言认知策略；4.突破了形式语法孤
立的看待句子（甚至只是一个结构）的做法，而十分重视联系语境进行分析。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还只是初步的，因此其主旨和操作方法上与传统的结构形式分析之间的重大
分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国外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即极端形式主义者所强调的句法结构的自主性
、独立性和极端功能主义者所强调的语言结构对功能因素的绝对依赖性）之间的争论迟早会在汉语语
法学者中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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