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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氏文通研究》是关于研究“马氏文通”的专著，文中以归纳法穷尽性分析《文通》全文并辅
以中、西方传统语言学的素材及相关史料，以系统论的视域和历史还原的客观主义立场，力图再现长
时段的历史语境中《文通》文本的概念框架及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中西方语法学史两个维度上的发
展和演变沿流。
我们不仅关注《文通》对语法事实的描写，更重视对隐匿于其文本背后的语言理论的勾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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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文通》的语法观和语料观　　语法观是作者对语法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作者观察和描
写的基点和支点。
语料是体现语法观和通往语言事实研究的素材。
语法观支配着语法学家对语言事实的观察角度和方法的选择，语料则体现了语法学家的语法观和对语
言事实的处理方式。
作者的生平是知人论世、了解作者语法哲学的重要资源，我们作了一个综述放在附录里。
　　1.1 《文通》的语法观　　学界一般侧重于讨论《文通》的普遍语法观、动词中心观等语法观，而
《文通》的语法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深厚的。
例如，“言者，心之声也。
”表达了语言工具论思想。
“物生而动”、“形者，附事物而生。
”“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
”从哲学角度说明名字、动字、静字、数字由先到后的发生顺序。
“凡兹诸字，皆所以记心中之声，发于口而为言者也；而所以记心中之感，矢诸口而为声者，则惟叹
字。
”则表明了非叹字与叹字的语言发生学问题。
非叹字与叹字分别起源于“感之猛者”和“感之轻者”，表达了感叹说的语言起源论立场。
表示工具的“以”一般位于动词之前，原因是“所赖用而后其行乃发”，表现了以自然事件顺序解释
语序的认知观。
“使”字的施动，如果是人，“使”是动词；如果是“事势”，“使”是连词。
“人”和“事势”的区别是施事性不同。
“夫”为叹词，在句末兼表传疑，体现了感叹和传疑相通。
“反决”这一术语则体现了否定与反问相通。
“心欲其然而恐其不然者，则加弗辞以状之；冀其不然而虞其或然者，则不加弗辞。
”反映了心理动词肯定与否定表达的不对称。
“故句意正者，状字弗之；而句意反者，弗辞反不加焉。
此所谓反比例也。
”反映了反问句肯定与否定表达的不对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氏文通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