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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句法引论》有两个目的：对学习汉语的学生的需要做出回应并满足一些人对汉语语言学的
兴趣。
我们曾把学生们学汉语时最经常提出的问题搜集起来--这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另一方面，笔者一直认为汉语教学应当充分利用汉语语言学最新的研究成果。
这是本书的第二个动机。
　　这本小书共分七章。
每章各个小节均以一个问题作为标题，也就是该小节所讨论的内容。
《汉语句法引论》所讨论的问题在80个左右，每一个问题都有解答。
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每个小节所讨论的内容，我们在每个小节的结尾用几句话对内容做出概括。
本书所处理的问题都具有典型意义，全都跟学汉语过程中最常见的偏误有关。
本书这些问题的处理是按照先易后难的渐进方式展开的，希望这样做有助于引发读者的研究兴趣。
　　笔者在书内适当的地方引入了一些历史回顾，并且谈到了方言。
这一作法的目的在于给现代句法问题勾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景。
如果对汉语方言有所了解，并对汉语句法的演变过程也有一些概念，那么不光对理解汉语将大有裨益
，而且有助于分析问题，甚至有所发现。
《汉语句法引论》还介绍了中、法、美、日等国家的汉语语言学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取得的一些成果
。
通过这些角度不同但互有补充的分析，读者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同时也对汉语语言学
界的主要流派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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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汉语句法的演变及其后果1.0 概说1.1 历时演变与现代方言1.2 汉语的词序是什么？
1.3 汉语哪些句法变化最显著？
1.4 为什么“吃”既可以表示施事，也可以表示受事？
1.5 汉语的句法变化带来哪些后果？
第二章 论体态2.0 引言2.1 说“了”2.1.1 什么是“了”的体态职能？
2.1.2 “了”在哪些情形下非用不可？
2.1.3 “了”在哪些情形下不合语法？
2.1.4 当句子有不止一个动词的时候，如何用“了”？
2.1.5 “了2”居于什么地位？
2.1.6 “了1，”跟“了2”有何不同？
2.1.7 如何使用“了，”跟“了2”同现的句式？
2.1.8 “了”的来源是什么？
2.2 说“着”2.2.1 哪些动词用“着”？
2.2.2 “着”有哪些固定用法？
2.2.3 如何使用“V1+着+O+V2”句型？
2.2.4 “着”的两个最基本的语法功能是什么？
2.2.5 北方话里的“着”跟“了”有哪些区别？
2.2.6 “着”是如何演变的？
2.3 说“过”2.3.1 “过”有哪些特殊之处？
2.3.2 体态助词“过”与补语动词“过”有何不同？
2.3.3 怎么用“V+“过了”语式？
2.3.4 “过”是如何演变的？
2.4 体态在方言里的表达方式2.4.1 南方和北方有哪些不同之处？
2.4.2 其他方言里也有“了，”跟“了：”的分别吗？
2.4.3 为什么许多方言“了”“着”不分？
2.4.4 其他方言里也有“过”吗？
第三章 论时态3.0 引言3.1 汉语如何表达时态？
3.2 哪些是跟时态有关的近义结构？
3.2.1 “才／刚”与“刚才”3.2.2 “常常”与“往往”3.2.3 “到底”与“终于”3.2.4 “后来”与“以后
”3.2.5 “尽管”与“即使”3.2.6 “为了”与“以便”3.2.7 “一直”与“始终”3.2.8 “又”与“再3.3 
为什么“前”既能表示过去，也能表示将来？
3.3.1 “前／后”有哪些句法表现？
3.3.2 为什么“前”跟“后”并非总是对称的？
第四章 “得”字结构第五章 论“把”字句第六章 论被动式第七章 助动词参考文献附录：汉法英术语
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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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代汉语里，“把”字句不再接受句尾的单音节动词了①，除非是在戏词里。
钱学烈（1992）通过研究《全唐诗》中的“把”字句，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统计数字。
《全唐诗》里的诗句的写作年代始于8世纪之初，止于10世纪之末。
钱文认为，以“把”字句形式出现的双宾语结构约占三分之一，带句尾单音节动词的“把”字句也占
三分之一。
这说明，后者虽曾得到广泛的使用，在经历了一段高峰期以后便走了下坡路。
可是，带单音节动词的“把”字句归于消亡并不影响它确实曾经为动词“把”的语法化过程出过力。
而且，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现代汉语“把”字的功能之一是将宾语提前。
　　以动词带体态助词或结果补语为句法特点的“把”字句出现得比较晚。
钱学烈（1992）仅发现了九个例子。
这证明，这种在现代汉语里十分活跃的“把”字结构迟至唐代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理由相当简单：体态助词和结果补语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的（参阅太田辰夫，1987以及本书第
二章）。
以下是两个例子：　　（11）师把西堂鼻孔拽着（祖堂集，10世纪）　　（12）师便把火筋放下（同
上）至此，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把”字句的三个来源。
头一个是带“以／将”的宽泛意义上的双宾语句。
与之结构特点相同的“把”字句从中得到发展，而且至今仍然十分活跃。
这也说明为什么现代汉语里的许多双宾句可以轻而易举地转换成“把”字句。
第二个是其中动词为单音节的“把”字句。
这种结构今天已经消失了。
第三个来源是其中动词为复杂形式的“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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