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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科学”这一术语是“五四”以后才通行的，我们的祖宗称之为“真知灼见”。
　　人们常说“实践出真知”，这是一个简化了的命题，很容易使人误解。
实践是出真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我们只能理解为“实践才能出真知”，不能理解为“实践就能出真知”。
　　怎样的实践才能出真知？
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要善于观察，一种意见认为要善于从实践中提出问题。
善于观察指发现事物间的种种联系，从而归纳出一些见解和规律。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是观察的结果。
可是有些学者不这么看。
有个叫波普的哲学家做了一次实验。
在一次讲演时，突然说：“请大家观察，仔细地观察！
”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于是问他要观察什么。
他于是说，任何人总要带着问题去观察。
没有问题，观察就失去意义。
　　从观察中找寻规律，这是归纳的过程。
提出问题总是在某种前提下产生疑问，希望从已知到未知，未知有了答案才能满足。
这就包含了演绎。
在科学上，归纳与演绎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前人在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出规律，我们在吸收的同时要善于提出问题，例如王力先生曾研究汉语
中的系词，以“是”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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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科学”这一术语是“五四”以后才通行的，我们的祖宗称之为“真知灼见”。
人们常说“实践出真知”，这是一个简化了的命题，很容易使人误解。
实践是出真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我们只能理解为“实践才能出真知”，不能理解为“实践就能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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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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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　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兼论语法分析中的三个平面　关于句子
的意义和内容　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划分与切分　关于分类的依据和标准　词语之间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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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该书分析，例（1）的主语部分是动宾词组，主语是动词“革新”，后边的连带成分“技术”
是宾语。
例（2）的谓语是“起”，它前边的“都”和后边的“早”都是连带成分，修饰“早”的“很”也是
连带成分。
例（3）的“她”和“高贵”都是主语“品质”的定语。
这三个例子代表的三种情况，人们曾经提出过疑问：对于例（1），人们提出怎样讲句子格局的问题
，一般人都认为宾语是属于谓语部分的，如今出现在主语部分，句子的格局岂不乱了？
对于例（2），人们认为概念不明，把宾、补、定、状定为句子的连带成分，是对句子的基本成分主
语、谓语而言的，可是在析句时，却是对中心词而言了。
比如“很”是状语，它并不直接与谓语“起”发生关系，这样不仅手续繁琐，而且概念含糊。
对于例（3），人们指责的是层次不清，因为在句子中，“高贵”修饰“品质”，“她”修饰“高贵
的品质”，如今把“她”和“高贵”看作分别修饰“品质”，这就搞乱了层次。
　　于是，在各种根据《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编写的语法著作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修改。
比如把例（1）的“革新技术”当作主语，这就是说，动宾词组在某些情况下不找中心了。
又如把例（2）的“很早”当作补语，这就是说，偏正词组在某些情况下不找中心了。
再如把例（3）中的“高贵的品质”当作主语，而认为“她”是定语，这就不但认为偏正词组可以充
当连带成分，而且可以充当基本成分了。
这样一来，定语的定义也得修改，因为在这里定语不是对中心词而言了。
诸如此类的修改，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如果在理论上缺乏一贯，在方法上调和折中，那就没有什么
体系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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