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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文《尚书》主於记言，也有叙述、描写，比较系统地多侧面地反映了商周语言风貌。
因为今文《尚书》以记言为主，虽然是书面语却是口语化的书面语，所以既具有书面语的特点，又具
有口头语的特点。
今文《尚书》是汉语语法史研究弥足珍贵的语料。
 这本由钱宗武所著的《今文尚书句法研究》主要详细讨论今文《尚书》的特殊句、复杂谓语句和复句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今文《尚书》句法研究>>

作者简介

　　钱宗武，教授，扬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人。
国际《尚书》学会会长，《古汉语研究》、《语文科学》等学术期刊编委、特约审稿。
曾先后赴欧美、日韩、港澳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多次主持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和学术讨论。
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最早见于九十年代初原国家教委社科司主编的《中国100所高等院校青年教授概览
》，后陆续见载于《世界名人录》等著述。
出版著作16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0项，参与或主持的研究成果曾获“中国国家图书
奖”、“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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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古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序论《尚书》特殊句、复杂谓语句和复句研究的语法价值（
代序）一、判断句的类型及其句法特点（一）今文《尚书》判断句的类型1. 肯定判断句2. 否定判断
句3. 判断句组成的表示并列关係的复句（二）西周金文与今文《尚书》判断句的比较1. 主语+名词性
谓语2. 主语+隹+名词性谓语3. 否定判断（三）今文《尚书》和《史记》引《书》判断句的比较1. 保
留2. 删除3. 增加4. 改换（四）今文《尚书》和《孔传》判断句的比较1. 以“是”易“惟”2. 传文增加
“是”3. 以“为”易“惟”4. “即”字判断句5. “乃”字判断句6. “则”字判断句（五）结论1. 上古
汉语判断句的基本形式是“主语+名词性谓语”2. 今文《尚书》和西周金文判断句的类型基本相同，
证明二者是同时代的语言材料3. 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判断词不是单一的4. 《孔传》以判断系词“是”作
为语法标记的判断句已成为主要判断句式5. 今文《尚书》的否定判断句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形式6. 上
古汉语判断句的谓语具有限定性，仅限于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二、被动句的类型标準及被动标记
的生成演变（一）有标记的被动句和无标记的被动句1. 有被动标记的被动句2. 无被动标记的被动句（
二）被动标记的生成演变1. 今文《尚书》与甲骨文被动句的比较2. 今文《尚书》与西周全文被动句的
比较3. 今文《尚书》与先秦两漠被动句的比较4. 今文《尚书》经文与《孔传》释文被动句的比较（三
）被动标记演变发展的几点小结三、宾语前置的常见形式和非常见形式（一）宾语前置的常见形式1. 
疑问句的宾语前置2. 否定句的宾语前置3. 叙述句的宾语前置4. 介宾结构的代词宾语前置（二）宾语前
置的不常见形式1. 否定句的否定词置于前置宾语之后2. 叙述句宾语和动词谓语间不用结构助词的宾语
前置3. 介宾结构中非代词宾语的宾语前置（三）宾语前置的特殊形式四、定中短语句的定语构成类型
及其羡余析论（一）定语的构成类型1. 有语法标记的定中短语2. 无语法标记的定中短语（二）定中短
语羡余析论1. 定中短语羡余的类型2. 羡余与赘余的区隔原则3. 羡余的形成机制五、并列句的语法形式
及其特点（一）并列句的结构形式1. 形容词并列短语的结构形式2. 主谓词组并列短语的结构形式3. 数
量结构并列短语的结构形式4. 动词并列短语的结构形式（二）并列句的句型特点1. 并列句谓语或无名
词并列短语，但语法形式比甲文和西周金文丰富2. 并列句谓语主要是动词（动词词组）并列短语3. 及
物动词并列短语的宾语多为同宾语4. 并列句与别的复杂谓语句在语义表达上有互补性，动词并列结构
谓语内部主要表示类同类似的语义联繫5. 并列短语是促成汉语复音化的重要结构形式六、连动句的结
构形式及其内部的语义联繫（一）连动句的结构形式分析1. 基本式2. 省略式3. 补充式4. 连词连接式（
二）动词间的语义联繫及连动句的划界1. 双连动词的分布统计和词频统计2. 双连结构内部联繫的语义
类型3. “有”字连动句与“有”字兼语句4. 显性连动结构与隐性紧缩形式5. 连动结构谓语和连动结构
宾语七、兼语句的句型及语义类型的发展序列（一）兼语句四类结构形式1. 完全式2. 省略式3. 补充
式4. 特殊式（二）主动词的语义限定及兼语句的语义类型1. 使令义兼语句2. 助引义兼语句3. 任命义兼
语句4. 命名义兼语句5. 有无义兼语句6. 使动义兼语句（三）兼语句语义类型的发展序列八、复句的形
态分类和语法语义范畴（一）意合复句1. 联合义意合复句2. 偏正义意合复句（二）形式复句1. 联合义
形式复句2. 偏正义形式复句3. 形式复句关联词频次表4. 今文《尚书》时期是意合复句向形式复句演变
的过渡时期（三）多重复句1. 二重复句2. 二重以上的多重复句3. 多重复句的结构形式特点（四）紧缩
复句1. 联合义紧缩复句2. 偏正义紧缩复句3. 紧缩复句產生的内外因素4. 紧缩复句的界定原则主要参考
文献后记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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