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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悉杰出语言学家易作霖先生的在语法学史上特别有价值的专著《国语文法四讲》重新出版，非
常高兴。
　　本书的主要优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短语的分类比较科学；注意相关结构的运用，采用科
学的方法进行辨析；包孕句归单句，并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形附、副附内部次序进行了具体的描写；
其它方面还有一些优点。
　　短语的分类　　短语可以从功能和结构关系两个角度进行分类。
本书在这两个方面的分类，都具有独创性。
　　所谓按功能分类，应当是按短语本身的功能来分类。
这是今天大家的共识。
但是在创建时期绝大多数语法书却是按[依句辨品]能来给短语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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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语文法四讲》分四讲，二十一章：第一讲述文法底纲要，第二讲论词性，第三四两讲论语句
底组织；末并述及图解法和标点。
　　《国语文法四讲》的主要优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断语的分类比较科学；注意相关结构的
运用，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辨析；包孕句归单句，并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形附、副附内部次序进行了
具体的描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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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些动作，外面可以表出来。
例如飞，走，我们可以用感官辨认的，是有形的，具体的。
还有些是外面表不出来，例如忧虑，思量，都是凭我们精神底直觉的，是无形的，抽象的。
本可依此标准将动词分成两类。
但就另一点观察，也有不同的地方找出来。
例如：我洗衣，他烧饭。
洗和烧，也是两个动作；不过说到洗便要说所洗的是什么；说到烧，便要说所烧的是什么。
单说洗烧是不行的。
因为没有所洗所烧的事物，洗烧的动作也不会成立。
这样一种动作，必定要有动作所及的事物的，叫做[及物的动作]。
表出这种动作的词，叫[及物动词]。
反之，如：[蝴蝶飞，虾蟆跳。
]飞，跳，也都是动作，但不必说明所飞的所跳的是什么，并且也不能说出什么。
所以这些动作，完全是动作底主体自身上底活动，与别的事物不生关系的，可以叫做[不及物动作]。
表示这种动作的词，叫r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底动作，在主体自身上完成；及物动词底动作，发于主体，成于和主体相对的客体。
表客体的，我们叫做[宾语]。
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底动作，虽是成于客体；但他和客体的关系，也不尽同。
例如：[木工锯树]这是动作，所锯的树是动作底客体；这锯底动作，是将客体底树，分解为二的。
［妇女织布。
]织是动作，布是动作底客体；织布便是将布底材料组合成功布。
这些及物的动作，都影响所及的物；我们给他一个名儿，叫做［处分的动作］。
因此，有所谓［处分的动词]和［处分的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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