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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句式变换指出了这些结构语义上的区别、句法结构上的限制，同时提出：“上/下”、“
来/去”的语义虚化与其主观性和语境有关，说话人从自身的视角，根据所要传递的语言信息的需要，
而确定运动的参照点，选择“上”或“下”、“来”或“去”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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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汉语语法化研究的视角　　第一，从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
语言系统内部的各要素是有组织、有条理的。
语言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语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如果某一词义发生了变化，必然引起与之相关的一类词的连锁反应。
同理，如果某一语法现象发生了变化，也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语法结构的连锁反应。
因此学者们把汉语的语法化纳入到了词汇兴替或者语言结构体系的宏观大背景下来研究。
尤其是汉语某些独有的、能体现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系统更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关注。
　　第二，从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
语言是人类交流与思维的工具。
尤其是在西方的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理论进入中国以后，传统的结构语言学
和形式语言学受到挑战。
某些语言现象单纯从语言系统自身来解释已经难以令人信服，而从语用角度、在话语范围内对语法化
现象做动态的研究，是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
如李晋霞(2002)在讨论“V来V去”格式时，就涉及了其格式的句法功能和篇章功能。
邵敬敏、朱晓亚(2005)则完全从话语功能角度对“好”的语法化进行了分析。
尤其是张谊生(2003)通过对“V个VP”的讨论对“个”从量词到助词的虚化轨迹所作的考察与分析切
实可信，其中语用学理论与汉语语法化研究得到完美的结合，观来耳目一新。
　　Traugott提出的“主观化”理论则从说话人在说话时所要表达的立场、观点、态度的角度出发，提
出语言为了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而选择相应的结构形式，并最终实现语法化的演变历程。
Traugott(1995：45-61)对主观化的定义是“意义变得越来越植根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
”这样一种语义一语用演变过程。
将主观化有关理论引入国内研究领域的是沈家煊。
沈家煊于2001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一文，系统地介绍
了以E．Traugott，R．Langacker为代表的国外研究者对“主观化”这一课题的研究与讨论。
而国内学者真正开始运用主观化理论于汉语语法化研究却是最近几年的事。
　　“主观化”的提出使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结构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所主张的“科学主义”受到
挑战，也为汉语语法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但是目前运用主观化理论进行汉语语法化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研究对象也局限于具有一定篇章功
能的汉语词汇或者句式。
这一方面说明主观化理论在国内对于大部分语言学者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新鲜事物，有待于我们做进
一步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语言的主观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万能，用主观化来解释所有的虚化问题看来
并不完全切实可行。
　　第三，从汉语本体到汉语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与早期的语法化研究相比，近年来的语法化研究提出了大量具有跨语言特征的语法化模式和途径，表
明尽管人类语言的结构类型不完全相同，其语法化的演变途径仍然具有一定的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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