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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学良一生提倡“为人在实，为学在思”。
在精神道德上，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宁静治学，教书育人；在待人接物上，尊师重道，金针度人，
敬上礼下，团结师友，其道德风范充分体现了诚实和真实的高尚情操；在学术上，一生追求实践性、
创造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结合，以身体力行和深入调查为基础，以先进和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新思想
、新观念和新创造为目标，其学术成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前导性的科学精神。
　　他为新中国创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经籍整理研究、民间文学、双语教学等多个学科，在创立机构
、建设队伍、培养人才、组织科研、出版成果等方面都事必躬亲，苦心经营，呕心沥血，为民族文化
、科研和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止、教学不辍，直到生命终结。
他学识广博、著作等身，学术上的成就，名闻遐迩、中外称道。
值此中华盛世，作者以马先生学子的身份收集先生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集成三册，一则以汇集学界
巨匠和一代宗师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以繁荣学术、发展文化，并传诸后世；一则也是尽学子之
谊，纪念马先生。
　　本书所收文章发表时间历六十余年，跨度很大，为避免内容重复，收入时个别地方稍有删节或改
动，但文中使用的族称，如“倮”等虽早已明令废用，考虑为早期发表的文章，未予改动。
文中注释体例也依从原文，未强加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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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我国民族语文研究四十年边疆语文研究概况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民族语文教学的情况和经验近年
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发展的概况开创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贵州省少数民族概况和创制文字
问题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对创立、改革苗文的意见设计汉语拼音方案应当考虑少数民族的语音情况少数
民族文字中借词的语音标准和标调问题少数民族文字推行前的编译工作文字推行前教材要领先湘黔夷
语掇拾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满语支语言中的送气清擦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
论“语言民族学”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基本训练开拓汉语史研究的新途径语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探讨语
音学是调查研究语言的一门领先的科学——从一部语言学新著想到的汉藏语系语言对于加深汉语研究
的作用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语言学的思考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贡献我
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方言》考原《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应该重
视“双语”问题的研究双语研究与推广普通话推广双语教学提高民族文化关于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学
改革的问题关于少数民族学汉语和汉族学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谈谈现代汉语的语音教学维护母语发展
历史文化谈谈民族文字与双语教学论双语与双语教学论双语现象和双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双语研究中
的“双言”问题中卷彝文和彝文经书彝族文字古籍的翻译问题试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再论彝文《
书同文》的问题——兼论彝文的性质五十余年一辞书——序《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倮族的巫师《呗耄
》和《天书》《增订爨文丛刻》序言彝文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彝文《劝善经》译注序倮文《作斋经
》译注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贵州彝族文物考彝族姓名考源笃慕吾与仲牟由——关于彝族祖名
考源民的祭礼研究婚姻和婚歌倮族的招魂和放蛊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灵竹和图腾宣威河东营调查
记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青年男女的夜会云南土民的神话彝族洪水故事长篇语料释例彝语“二十、
七十”的音变试析彝语语法中的几个问题从语言论证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彝语研究展望下卷四十年民
族民间文艺采风录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纵横关系论略论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
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关于忠实记录的问题谈少数民
族民间文学的翻译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问题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学科性
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再论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从
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简史》想到的中国民间故事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开创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课
题——试论少数民族的诗歌格律满族文学宝库的一颗明珠——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满族古神话
》关于苗族古歌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白狼歌》中的《偻让》考《楚辞》研究小议建立有中
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关于民俗问题的反思
对民族风俗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古礼新证民俗学与语言学论民俗语言民俗学、民间文学和语言学记闻一
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历史的足音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痛失益友——悼念傅懋劫同志追念万斯
年先生彝区访书遗事我的一生年表著述目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学良文集（上中下）>>

章节摘录

插图：二、建立新的语法体系同样，对一个语言的语法也要按具体语言的结构作具体分析。
印欧语语法的建立，对我国汉语语法的研究有重要的突破，自20世纪初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后
，汉语法冲破以往无系统的对个别词句用法的考证樊篱，建立了系统化的汉语语法。
我们知道印欧语和汉语是不同语系不同结构的语言，我们可以引进他们分析语言的科学方法而不能搬
套。
然而多少年来，在语法研究中，汉语法搬套印欧语法，少数民族语法搬套汉语语法。
如划分词类，不顾各语言的实际情况，照搬印欧语词类的分类标准、分类方法，因而难免削足适履。
李方桂先生在那次讲演中也曾涉及这个问题，他说：“一向研究别种语言的人都喜欢把拉丁词类加到
别的语言身上，并没想到不同的语言的词类可以很不一样，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分类的方法也不一样
。
甚至于有把印欧语的分词类的标准也加到别的语言身上。
”他对汉语词类的分法，曾以实例作了有启发性的示范，他从最简单最初步的基础作起。
如汉语究竟有没有词类这个问题，他摆脱了印欧语系语言传统的分析方法，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以两
个字作一个单位，用颠倒次序，看看发生什么结果，然后再用替换方式去看是否有分类的可能。
例如：好人：人好，以头代人即为好头：头好；以头代好，即为头人：人头，以飞代好，即为飞人：
人飞（飞人：参看飞机、飞船、飞鸟），由以上的结果看来；可以分别出两类字来，A人头，B好飞，
并可得下列定律，A+B可成一个句子；B+A可成一复合词；A+A可成一复合词。
我们管A叫名词，B叫谓词。
又以虚字“不”为例。
“不人”、“不头”、“不鸟”都不成句子，也不成词，但是加在谓词的前面，“不好”、“不飞”
、“不怕”，就成原来谓词的反面了。
从这方面看起来，“不”不能用在名词的前面，只能用在谓词的前面。
换言之，只有谓词可以有否定虚字，名词不能有否定虚字。
因此，把汉语词类分成名词、谓词和虚词三大类，再从三大类中分出多少小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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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学良文集(套装上中下卷)》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学良文集（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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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