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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曹小云教授将书稿《中古近代汉语语法词汇丛稿》寄给我。
希望我能为这本即将付梓的论文集写上一序。
这无疑给我出了个难题：以学养和资历论，我显然还不具备为人作序的资格；但就我和小云兄的情谊
而言，我实在又没有拒绝的理由。
思之再三，最后只得“从命”。
 我第一次知道“曹小云”这个名字是1993年，在这一年的《中国语文》(第5期)上刊有小云兄的大作
《(《祖堂集》“被”字句研究)商补》。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文字洗练，剖析缜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猜想，这位文笔细腻、老道的“曹小云”一定是位年长的女性。
事实上，当时关注“曹小云”其人其文的并不只我一个：记得先师刘坚先生曾不止一次跟曹广顺先生
和我提起小云兄这篇文章，并嘱咐曹先生和我设法了解小云兄的背景。
 1994年在湖北大学举行的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上我终于见到了小云兄。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位“曹小云”原来是位清秀俊朗、风神飘逸的青年须眉。
我们一见如故，彻夜长谈。
 此后的十余年，我们一直保持频繁的接触。
小云兄不断将其发表的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的研究文章示我，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就是其中的一部
分。
这些文章大都角度新颖、分析细密，胜义纷纶。
而且我逐渐了解到，小云兄不仅从事近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并且在《诗经》和唐五代词的研究方面
也有许多成果。
我们知道，在近代汉语学界，兼治语法、词汇而卓有建树的学者不乏其人：比如老一代的蒋绍愚教授
、江蓝生教授，中生代的董志翘教授、李宗江教授。
但兼治近代汉语(语法词汇)和古代文学而均有建树的学者，据我所知，似乎只有山东大学的冯春田教
授和小云兄：冯先生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名家，但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也成果丰硕；小云兄擅长
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研究，但在《诗经》考辨方面也颇有心得。
更重要的是，小云兄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之余，取得如此突出的研究成果实属难能可贵。
 小云兄敏而好学，又值盛年，如今在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积累和成就，相信他今
后会有更多、更好的论著问世。
是为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古近代汉语语法词汇丛稿>>

内容概要

　　本集子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古近代汉语语法词汇方面的部分文章。
角度新颖、分析细密，胜义纷纶。
分为四组： 第一组是有关中古近代汉语语法方面的，收录了长长短短18篇文章。
第二组除一篇探讨中古汉语词语外，其余7篇都是探讨明清白话小说词语的。
第三组是两篇讨论近代汉语文献点校方面问题的文章。
第四组是学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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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小云，男，1964年生。
安徽天长人。
1986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十五”拔尖人才。
主要从事中古、近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研究。
主持省级项目多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出版《（跻春台）词语研究》，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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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衡》被动句式研究《朝野佥载》“被”字句研究《(祖堂集)“被”字句研究》商补《董西厢》
中被动式初探论《清平山堂话本》的被动式《论衡》疑问句式研究连词“何况”早期使用情况考察《
王梵志诗》词法特点初探略论中古前期的几个介词《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概数词“来《西游记》
中的人称代词前缀“是敦煌变文疑问代词共时描写《五代史平话》中已有肯定式“好不”用例出现“
因为VP1，所以VP2”的出现时代及早期使用情况《四元玉鉴》中的授予动词“给近代汉语中的“VO
过”式《型世言》中的“VO过”式明清时期的“连”字结构《六度集经》语词札记《型世言》语词
札记(一)《型世言》语词札记(二)明清白话小说词语札记《跻春台》词语札记《荔镜记》中所见明代
闽南方言词例释《清风闸》中扬州方言词例释《扬州风月记》词语札记《朝野佥载》、《临济语录》
标点辨正《型世言》标点商议语法化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1995～2001年古代汉语研究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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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灭度后，能窃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则如来使，如来所遣，行如来事，何
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
（《妙法莲华经·法师品》）　　以上我们以两汉时期为重点，对两汉魏晋时期连词“何况”的出现
情况及用例作了大致的考察。
由此，我们初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1．连词“何况”至迟在西汉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西
汉时期用例极少，当属连词“何况”的萌芽阶段。
降及东汉魏晋，用例激增，结构形式日渐多样，功能也日益完备，此时的连词“何况”，已相当成熟
了。
　　2．从先秦时期用“况”、“而况”、“又况”，到西汉出现新的形式“何况”，再到白话文中
“何况”最终取代“况”、“而况”、“又况”，定于一尊，可能和语用表达效果的需要有关。
传统的表达形式“况”、“而况”、“又况”等，固然在表进层上十分有力，但在表反诘时，其效果
却逊于“何况”。
在这种背景之下，随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进程，当需要在一个句子中既表进层，又表反诘，而且还
是以反诘为主时，自然而然地“何况”就出现并逐渐作为最佳的选择对象了。
　　3．古今连词“何况”在功能上差异不大。
《现代汉语八百词》总结现代汉语中连词“何况”有两项功能，其第一种，汉代已常见，而第二种至
迟在魏晋时期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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