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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专书语言研究是语学本体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汉语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尤其是近代汉语的研究日益引起重视，专书语言研
究的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术规划中占有比较大的分量，较之60年代曾经筹划论证、
后来由于客观条件而实际中轰的计划，这次的专书研究工作规模更大，包括古代和近代，参与的人员
更多，包括所内和所外。
　　朱熹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一生从事教书和着述。
《朱子语类辑略》是朱熹讲课的实录，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方方面面。
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语言实际。
《汉语史专书语法研究丛书：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以丛书集成本《朱子语类辑略》（以下简称
“《辑略》”）为考察对象，讨论朱子语类的语法现象。
全书分为十一章，对《辑略》的语法事实作了比较全面、详尽的描写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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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福祥：男，安徽怀宁人。
198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语言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兴趣是历史语言学、语法化理论、语言类型学，目前的研究领域为语法化、汉语历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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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6．2．6因果连词　　因果连词是表示分句或句子之间因果关系的连词。
《辑略》中因果连词有“因”、“所以”等十个。
其中“因”等是表示原因的连词，只能用在原因分句里，通常前置；“所以”是表示结果的连词，只
能用在结果分句里，通常后置。
　　因（12）惟其（7）由于（1）　　“因”一般位于主语之前（如例1），有时也可以在主语之后出
现（如例2）：　　1．因敌人攻犯淮甸，不得已为牵制之师。
（141页）　　2．论鬼神之事，谓蜀中灌口二郎庙，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
（第19页）　　“惟其”引导的原因分句总是前置，如果原因分句的主语出现，“惟其”只出现在该
主语之前。
例如：　　3，惟其理有许多，故物亦有许多。
（93页）　　4．惟其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不得⋯⋯（232页）　　“由于”
用在后置的原因分句里表示原因：　　5．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
（147页）所以（112）　　“所以”用来引导表示结果的分句或句子，可以用在主语之前（如例6、
例7），也可以用在主语之后（如例8、例9）：　　6．觉得年来朋友于讲学上却说较多，于德性上说
较少，所以讲学处不甚明了。
（92页）　　7．他都是有个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之说。
（121页）　　8．看他只是以术去处得这事恰好无过，如张子房相似，他所以极口称赞子房也。
（119页）　　9．温公只管念个“中”字，又更生出头绪多，他所以说终夜睡不得。
（107页）　　有时为了强调（突出）某种原因或理由，结果分句也可以前置，这时“所以”属前置连
词。
在前置的结果分句里，“所以”总是用在主语之后。
例如：　　10．而今人所以识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细看。
（273页）　　“所以”连接句子时，所在的表结果的句子一般只能后置，“所以”通常只在主语之前
出现：　　11．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
所以后山文字简洁如此。
（277页）　　12．曰：“若论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贞’，只作两字说。
孔子见这四字好，便挑开说了。
所以某尝说《易》难看，便是如此。
”（2页）　　　　8．3．1．1．2实现式结果补语结构（34）　　实现式结果补语结构中，充当结果
补语的限于单个动词或形容词形式，例如：　　13．如鸡抱卵，看来抱得有甚暖气，只被他常常恁地
抱得成。
（43页）　　14．常底许多道理未能理会得尽，如何便要理会变？
（181页）　　15．但是有圣贤之君在上，气焰大，薰蒸陶冶得别，这个自争八九分。
（146页）　　在语义关系上，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可以是动作的受事（计18例，如例14），也可以是
述语动词本身（计16例，如例13）。
　　实现式结果补语结构也有以下两种格式：　　（A）V得C（25）　　这类结果补语结构在意义上
也相当于粘合式结果补语结构“VC”，试比较：　　16a．他人有说不出处，更须反覆问教说得尽了
，这里方有处置在。
（206页）　　16b．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182页）　　17a．待寻得见了，
好与夺下，却赶将出门去！
（220页）　　17b．不可才看一段，便就这一段上要思量到极，要寻见原头处。
（178页）　　“V得C”中的补语多数由形容词充当（8个），例如：　　18．说得慢了。
（107页）　　19．上蔡而今都说得粗了，合当道⋯⋯（124页）　　20．如今人说康节之数，谓他说
一事一物皆有成败之时，都说得肤浅了。
（29页）　　21．今说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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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页）　　这类“V得C了”演化到现代汉语里变成“VC了”。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这类由形容词充任补语的“V得C了”通常是表达一种偏离预期的结果。
在《辑略》中我们见到的例外，只有下面一例：　　22．盖已能如此做入细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
谨独涵养。
（112页）　　“V得C”的否定形式是“未V得C”：　　23．凡事虽未理会得详密，亦有个大要处⋯
⋯（182页）　　（B）V得OC（9）　　“V得OC”是实现式结果补语结构“V得C”中“V得”带宾
语的格式：　　24．少间看得道理通时，自然晓得。
（17页）　　25．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底事尽。
（43页）　　26．章淳、邢恕当时要学数于康节，康节见得他破，不肯与之。
（121页）这类格式中的宾语O通常是述语动词V的受事，所以在语义关系上，O是跟述语动词V而不是
补语C联系在一起，补语C是说明由V引起的某种结果，跟宾语O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
　　语义上，“V得OC”相当于带宾语的粘合式述补结构“VCO”，试比较：　　27a．殊不知孔子
之时接乎三代⋯⋯取而缵述，方做得这个家具成。
（264页）　　27b．譬如人治生，也须先理会个屋子⋯⋯渐渐须做成家计。
（133页）　　28a．诸公看道理，寻得一线子路脉着了。
（193页）　　28b．此事若不曾寻着本领，只是说得他名义而已⋯⋯（167页）　　“V得OC"格式中
宾语O有单个体词和体词性词组两种形式，前者计4例，限于名词和代词（例如24、例26），后者计5
例，限于偏正词组（如例25、例27a、例28a）。
　　8．3．1．1．3状态补语结构（292）　　跟结果补语结构叙述某种结果的产生或实现不同，状态
补语结构是用来描写由动作造成的某种状态，例如：　　29．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坚强，则坐得
自直，亦不昏困。
（215页）　　30．只是佛氏磨擦得这心极精细⋯⋯（234页）　　31．濂溪看《易》，却须看得活。
（98页）　　状态补语的语义既可以指向当事、受事（如例29、例30），也可以指　　向述语动词（
如例31）。
有些补语的语义指向很大程度上是由补语成　　分的词汇意义所决定的，比如像形容词“透”、“熟
”、“详”、“密”、“精”、　　“分晓”、“分明”、“仔细”、“亲切”、“详密”、“精透
”、“透彻”以及由这些形容词构成的偏正词组，充当补语时其语义指向一般都是述语动词，正因为
如此，《辑略》中有大量状态补语的例子，语义指向是述语动词。
　　《辑略》中状态补语结构有下面两种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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