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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之一。
本丛书于1990年春由游汝杰（复旦大学）、张洪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和唐发铙（本社
）策划，并开始组稿和编辑工作。
当初拟定的丛书编辑宗旨如下：　　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摆脱传统小学的樊篱，进入
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许多领域在海内外
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
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
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
水平。
　　1992年6月组稿者将丛书的编辑宗旨、计划和撰稿人名单告知当时在美国访问的朱德熙先生，请他
为本丛书撰写总序。
朱先生十分赞赏丛书的编辑宗旨，并且认为撰稿者也都是“一时之选”，欣然答允为序。
孰料朱先生病情日益加剧，天不假年，未及提笔就不幸逝世。
丛书的总序也因此暂付阙如。
　　从2000年开始，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荣（本社）也参加了丛书的编辑工作
，编委会工作由游汝杰主持，编辑和出版的方针也有所调整。
本丛书原拟五年内出齐，结果未能如愿，因为有的作者忙于其他工作，未能按计划完成书稿；有的作
者虽然已经完成书稿，但是希望有时间反复修改，使之完善，而不想匆匆交稿。
考虑到学术研究需要艰苦的劳动和大量的时间，限定出版时间，不利保证书稿质量。
又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学无止境、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丛书的出版工作也应该是册数开放、不
设时限、常出常新。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不设本丛书终止出版的时限，即没有出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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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词类的性质、功能和特征作了相当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汉语
词类划分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富有开创性的原则、方式以及统计手段和验证方法。
本书最在的优点是理论性和操作性相结合，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汉语词类问题以及词类划分方面
思辩性、逻辑性最强的一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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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类词的典型成员的语法表现来选定一组分布特征，并给其中的每个特征一个分值，其中有正分
（即加分），也有负分（即扣分）。
然后，计总分，典型成员应该得100分或接近100分，非典型成员则小于100分，但一般大于60分，负分
一律归一化为0分。
最后，折合成介于区间[0，1]中的不同的值来描写词类归属模糊的词对于有关词类的隶属度（degree of
merhbership），从而从量上确定这些词的词类归属。
比如，假如某个词相对于某种词类的隶属度越趋近于1，那么就判定它越趋近于该词类的典型成员。
我们曾经调查和分析了上万个词类归属比较明确的常用词的分布情况，以设定不同词类的有关分布特
征的权值。
接着，调查和分析了上千个词类归属不明的常用词的分布情况，以此作为对先前设定的分布权值的校
验；然后用校验过的权值来计算它们相对于有关词类的得分情况，最终确定这些词对于有关词类的隶
属度。
判定的原则是：如果某词相对于甲种词类的隶属度高于其他词类，那么可以把它归入甲种词类；如果
某词相对于甲乙两种词类的隶属度相同并且高于其他词类，那么可以把它处理为兼属甲乙两种词类。
最终，使这种经过反复校验和调试的分布权值具有普遍适用性，基本上可用以对现代汉语所有的词进
行词类判定。
按照这种操作步骤，基本上可以把词类属性模糊的词分别归入不同的词类，并且给出这些词相对于有
关词类的隶属度，从而精确地表示出这些词属于相关词类的程度到底有多高，跟相关的典型成员的差
别有多大。
袁毓林（2003）根据每类词的典型成员的语法表现来选定一组分布特征，按照这些不同的分布特征对
于该词类的重要性，根据经验给其中的每个特征设定权值；再用每类词的非典型成员的语法表现作校
验，做成一套可用以对汉语词类进行模糊划分和隶属度计算的量表。
希望借此可以使得现代汉语中的每一个词不仅能被划归到某一个或几个词类之中（即词有定类），而
且能显示出它从属于这一个或几个词类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即类中有别）。
详见袁毓林（2005a、b），这两篇文献是袁毓林（2003）的删节本。
最后，我们还以《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为样本（约6万个词条），依据我们的词类量表来
对其中每一个词的每一个义项标注词类，从中寻找和发现问题，回过头来调整量表中的有关分布特征
及其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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