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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十多年来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语法研究的文章基础上写成的。
中国古代语法学在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中还是一个薄弱的部门。
本书所述古代的语法分析，大致可以说皆为作者所读到的古籍，包括汉文佛典中，发现、挖掘、事理
而成的。
本书重在列举古人语法分析的事实，也就是摆“散钱”；至于几个分期以及论述的某些观点，不过是
“钱串子”。
笔者不考虑“钱串子”是否有价值，只是想将这些“散钱”送给语言学界以及广大读者。
探索问题、立论遵守“例不十，不立法”原则，行文考虑到篇幅，又据“法必成序而例不求多”的做
法。

本书是一部以我国古代语法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专著，全书分为中国古代语法学的萌芽、中国古代语
法学的产生、中国古代语法学的发展、中国古代语法学的大成几个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语法学
的发展历程，适合语言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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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分析词序与句读
　　2.4 分析句法结构
　　2.5 分析语义关系
　　2.6 分析句式句型
　　2.7 分析章节、全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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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分析语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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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Z解释虚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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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卢以纬的《助语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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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依据词义特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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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分析语词组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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