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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lsquo;八大家&rsquo;选集&rdquo;包括《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
》《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是八位学
者现代汉语语法论著精华之集大成。
　　八位学者系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成果标示着100年里该领域的研究
水平和所达到的高度，正如本丛书主编季羡林先生所言：&ldquo;所选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
结果，对&lsquo;火家&rsquo;之名，均当之无愧。
&rdquo;研习&ldquo;八大家&rdquo;七部选集，可以对上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一个总体的把
握--所谓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编选者不是简单的搜集排列，其编辑过程是对沦著的深刻理解和再创造的过程。
这得益于七位编选者黎泽渝、郭锡良、黄国营、范开泰、袁毓林、萧图政、沈阳也都是此领域著名学
者，他们对&ldquo;八大家&rdquo;论著的体味和把握体现在编选之中。
如《朱德熙选集》中的&ldquo;黏合式和组合式&rdquo;、&ldquo;指称和陈述&rdquo;两文，系编选者把
朱德熙《语法讲义》的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七、八、九节和第七章第四节，第八
章第十、十一节按学术研究的命题分别辑合而成，文章标题也为编选者所加--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
深切地感受到编选者的学术功力、创造性的劳动和付出的心血！
　　作为出版者，我们对&ldquo;八大家&rdquo;为我国语言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七位编选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其中几位年过花甲的编选者（黎泽渝先生已近双门失明），他
们的工作令我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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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朱德熙先生评传1．汉语2．语法单位3．关于语法分析4．中心词分析和层次分析5．汉语语法体系6
．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7．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8．汉语语法的特点9．句法结构10．黏合式和组合式11．指称和陈述12．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13．变
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14．形式和意义15．关于划分词类的根据&mdash;&mdash;在北京大学1959
年&ldquo;五四&rdquo;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16．词类概说17．词类答问18．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关
于动词形容词&ldquo;名物化&rdquo;的问题20．数词和数词结构21．定语和状语的区分与体词和谓词
的对立22．现代书面汉语里的虚化动词和名动词&mdash;&mdash;为第一次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作23．
说&ldquo;的&rdquo;24．关于《说&ldquo;的&rdquo;》25．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
的&ldquo;的&rdquo;字26．&ldquo;的&rdquo;字结构和判断句27．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28．说&ldquo;
差一点29．与动词&ldquo;给&rdquo;相关的句法问题30．包含动词&ldquo;给&rdquo;的复杂句式31
．&ldquo;在黑板上写字&rdquo;及相关句式32．句子和主语&hellip;&hellip;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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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3）。
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 洗 民 失）。
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rarr;马路开+关&rarr;开关）。
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rarr;人
民失&rarr;丧失）。
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
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把汉语跟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特点。
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没有形态变化。
这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印欧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后头可以加上一些只改变词根的语法性质（转化成名词）而不改变其词
汇意义的后缀，例如英语的-ness、-ation、-ment之类。
汉语没有此类后缀。
第二，印欧语的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的区别。
汉语没有这种分别。
这种差异使得汉语语法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跟印欧语语法大异其趣。
　　首先，在印欧语里，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
例如名词只能充任主语和宾语，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表语，定式动词只能充任谓语里的主要动词。
在汉语里，由于动词和形容词不变形，无论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出现，形式都一样。
这就造成了词类多功能的现象。
例如形容词既可以充任谓语（这儿干净）、定语（干净衣服）和补语（洗干净），又可以充任主语（
干净最要紧）和宾语（他不爱干净）。
　　词类多功能的必然的结果是相同的词类序列有时代表不同的句法结构。
例如&ldquo;出租汽车&rdquo;可以理解为一个名词性词组（=出租的汽车），也可以理解为&ldquo;动
词+宾语&rdquo;的结构。
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汉语语法著作比起印欧语语法著作来，更着重句法结构关系的分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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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商品有两种封面，随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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