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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考察时间词语在复句的前后分句中配对共现的使用情况。
所谓“时间词语”，特指经过界定的“年月日类时间词语”；所谓复句，一般指“单重复句”；所谓
“配对共现”，是指在复句的前后分句中各包含了一个时间词语，两个时间词语同时在复句的前后分
句中出现。
    由于“句管控”的作用，前后分句配对共现的两个时间词语不仅一方面在语形、语法和语义等方面
既受到整个复句的影响，它们之间又会互相制约，表现出种种特点和规律；另一方面，它们的同时存
在又会反过来影响整个复句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特点；而且，某些语法现象的产生还有可能
是时间词语和复句之间互相制约的结果。
    全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情况，并对时点时间词语和时段时
间词语的语法功能及其相关的语法意义分别进行了梳理。
    第二章对前后分句配对共现的两个时间词语之间的组合搭配关系进行了考察，分别研究了句子成分
、句法层面和语义层级这三个方面的各种组配方式，必要时还涉及了与之相关的句子语义和语用特点
。
    第三章主要研究前后分句中时间词语的特殊形式，依次讨论了“同一性时间词语”、“时间词语的
连用”和“时间词语的回指”，同时还探讨了某些特殊形式所产生的相应的句子语义和语用特点。
    第四章按照时点和时段的两两搭配可能形成的时点和时点、时段和时段、时点和时段这三种组合方
式，分别考察在这三种情况下前后分句中时间词语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有时也涉及了时间词语与复
句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从主要结论和主要不足两个方面对本书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与本书相关的几个问题
进行了思考。
    本书第二、三章主要讨论形式问题，第四章着重研究意义问题。
通过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和分析，我们不仅得出了一些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结论，而且，还产生了一些具
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观点。
    复句是从小句到篇章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
将时间词语置于复句前后分句共现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跳出仅在单句中观察时间词语
的研究模式，从更广阔的视野全面地了解时间词语的种种语法、语义和语用特点；同时，还可以加深
我们对复句面貌的认识，丰富和拓展“句管控”理论的内涵；而且，这也是把传统的句法研究和新兴
的篇章研究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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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内容提要ABSTRACT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结构安排    一、年月日类时间词语    二
、时间词语在复句前后分句的配对共现    三、前人对本课题的研究情况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二节 
时间词语的语法功能简述    一、时点时间词语    二、时段时间词语    三、入句方式第二章  时间词语前
后分句配对共现的组配方式  第一节  句子成分的组配方式    一、对称式    二、变化式  第二节  句法层面
的组配方式    一、时间词语所处的句法层面    二、句法层面的组配方式  第三节  语义层级的组配方式    
一、对称式    二、变化式第三章  时间词语前后分句配对共现的特殊形式  第一节  同一性时间词语    一
、完全同一和变异同一    二、同一性时间词语句子成分的分布  第二节  时间词语的连用    一、“单用
形式+连用形式”或“连用形式+单用形式”    二、“连用形式+连用形式”  第三节  时间词语的回指    
一、复句中时间词语回指的判定    二、复句中时间词语的回指形式    三、复句中时间词语回指形式的
使用限制第四章  时间词语前后分句配对共现的语义关系  第一节  时点和时点配对共现的语义关系    一
、形式顺序和意义顺序    二、连续性和间隔性    三、时间范围的大小与管界范围的关系  第二节  时段
和时段配对共现的语义关系    一、时量的同和异    二、大小时量在复句中的语序排列  第三节  时点和
时段配对共现的语义关系    一、语义关系    二、复句对时点和时段配对共现的制约第五章  结语  第一
节  研究工作的总结    一、本书的主要结论    二、本书的主要不足  第二节  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
时间词语    二、关于复句    三、关于汉语语法研究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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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35）前后分句的“今晚”和“明天早晨”、例（36）前后分句的“今天或明天”和“上午与
下午”、例（37）前后分句的“今晚上”和“明后天”都是时点连用形式。
　　从两个时点连用形式的语义关系来看，它们可以处于同一时间序列，如“今晚”和“明天早晨”
，也可以处于相邻时间序列，如“今天、明天”和“上午、下午”以及“今晚上”和“明后天”。
两个时点连用形式分处隔得较远的时间序列的情况比较少见。
　　从两个时点连用形式内部结构关系的组合情况来看，可以是“偏正关系十偏正关系”，如例（35
）的“今晚”和“明天早晨”都是偏正关系，可以是“并列关系十并列关系”，如例（36）的“今天
或明天”和“上午与下午”都是并列关系，还可以是“偏正关系十并列关系”，如例（37）“今晚上
”是偏正关系，“明后天”是并列关系。
　　本书在第二章第一节讨论时点时间词语句子成分的对称式组配时，提到了一种“双重对称式组配
”，它们与“时点十时点”类“连用形式十连用形式”在形式上有些相似。
例如：　　（38）白天接着黑夜，黑夜接着白天。
（季羡林《年》）　　（39）昨天星期一，今天星期二。
　　这两种复句都在前后分句中出现了两个时点时间词语，它们的区别是“双重对称式组配“每个分
句的两个时点时间词语分别充当分句的不同成分，如例（38）“白天”和“黑夜”分别充当前后分句
的主语、“黑夜”和“白天”分别充当前后分句的宾语，例（39）“昨天”和“今天”分别充当前后
分句的主语、“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充当前后分句的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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