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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汉语的句式分为基本句和介词句两个大类，于是“汉语基本句的研究”也就成为第四个论题了
。
基本句中可以找到一些印欧语所谓的共性，然而介词句却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殊性。
考虑到还是先个性后共性的论述比较好，于是就把基本句的论述放在介词句之后。
四个论题也就成了四章的标题了。
最后一章则是谈谈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本书不是教程，自然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就一些汉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探讨，目的是要揭
示汉语的生成机制及其构造原理。
因此，论述中不仅仅要说明其然，更着重要说明其所以然，尤其需要注重汉语特色的分析与讨论，对
于传统语言学所描述的一些语言现象也给予理性的解释，目的就在于说明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及其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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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有形的手变到无形的力，由手的“把着”变为力的作用，显然是概念的抽象。
这样看来，所谓虚化，其实就是概念的抽象化，对于“把”来说也就是动词的特征化，因为虚化后的
“把”表示载力动作的力作用，体现力的作用便是载力动作的特征。
于是“把”介于主宾语之间就表示主体事物在动作过程中始终用力作用着宾体事物，而主体事物和宾
体事物的关系也就成了作用和被作用的关系。
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作用就是力的传递，主体事物作用宾体事物就是主体事物将力传给宾体
事物，实义动词则表示传递的方式或手段，这样看来，“把”字句就是对事物的动力学描述了，而作
用和被作用的关系也就可以看做是力的关系。
力的关系在结构上的表示就是将“把”置于主语和宾语之间，动词则退居宾语之后，如“主语+把+宾
语+动词”所示。
这种结构的形象意义就是表示未动之前就用“把”将主宾关系定位，表示宾语是主语的作用对象，主
语则代表了作用的主动方。
这种结构能够体现出主语的主观意志，似乎未动之前就向宾语施加作用，或者说用力将其锁定，直到
动作完成。
这样看来，表示主语对宾语的作用是“把”字句的中心意义。
广义的作用除力的直接作用外，还包括事物之间、主客观之间的影响。
如上所述，即使是力，也不限于客观世界的物理力，也包括主观世界的精神力。
事实证明，精神力对事物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其实，也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将“把”理解为表示作用的抽象动词。
之所以说抽象动词是因为“作用”不是一种具体的动作。
既然“把”表示作用，那么“主语+把+宾语+动词”所表示的形象意义就可以理解为主体事物作用于
宾体事物一个动作，或者主体事物用动词所表示的方式或手段作用于宾体事物，或者主体事物对宾体
事物的作用通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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