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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语法》由王力所著，本书共六章，通过摘引归纳《红楼梦》及《儿女英雄传》书中的语句
，分别探讨了分造句法、语法成分、替代法和称数法、特殊形式、欧化的语法等重要理论问题，深刻
揭示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是我国现代语法学研究的一部名著。
本书由商务印书馆2011年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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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汉语史学科的创立者。
他具有深厚的国学研究根基，又经历了系统的西方普通语言学训练。
立足汉语，融会古今中外是王力学术研究的一贯风格，为学界树立了一种典范。
他的《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古代汉语》、
《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同源字典》等大量学术著作和教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极大
地丰富了中国语言学的宝库。

本书第一部分，选入了《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表达了作者对中
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第二部分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论文，显示了作者立足于汉语的语言事实，从汉语语法研究的实际问
题出发，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特色。
第三部分是汉语音韵研究，特别是汉语上古音研究的学术论文。
第四部分是关于汉语词汇语义学的学术论文，表达了作者既充分尊重传统训诂学，又主张把训诂学发
展为汉语词汇语义学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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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咱们若要辨别双音词，最好的办法就是试把一个字插进那原来的两个字的中间。
假使可以插进一个字，仍旧有可解说，就不能认为双音词。
例如“说话”不是双音词，因为咱们可以插进一个字，如“说大话”，“说好话”，等等。
假使插进一个字就说不通，那么决不能不认为双音词。
例如“故意”，“故”和“意”的中间是不能插进任何一个字的。
　　说到这里，大家总可以明白什么是双音词了。
无论单音或复音（双音、三音等），如果它只有一个意义，我们就叫它做一个单词。
不过，诸位也许会发生一个疑问：“火车”“轮船力”“银行”“图书馆”之类，是不是可认为单词
呢？
若说是单词，它们却能包含两个意义，例如用“火”的“车”，有“轮”的“船”，存“银”的“行
”，藏“图书”的“馆”，等等；若说不是单词，它们却常常联结在一起，专指一种事物而言。
究竟该怎样辨别呢？
这一个疑问，问得很好。
但是，咱们须知，“火车”并不仅仅是用火的车，而是用汽力推进的一种陆路交通工具；“轮船”并
不仅仅是有轮的船，而是用汽力推进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银行力并不仅是存银的行，而是一种金
融机关；”图书馆“不仅是藏图书的馆，而是一种学术机关。
由此看来，咱们如果把它们拆开，当做两个意义去解释，倒反得不着它们的完整意义；所以咱们该把
它们认为只有一个意义，也就是把它们认为一个单词。
不过，这种单词究竟和普通的复音词不甚相同：它们显然是由两个词复合而成的，所以我们把它们叫
做复合词。
　　“呢”“吗力”“之”“于”一类的字也可认为单词。
它们是语言结构的工具。
它们虽对于实物无所指，然而它们自有语法上的意义，例如“呢”“吗”能表示疑问，“之”“于”
能联结某词于另一个词，等等。
它们既是有一个意义的，所以也得称为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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