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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南北朝文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近300年的帝王诏令、奏章、表疏、书信、各类文人著述，其语言多
带有事务性风格；佛典是口语性较强的宗教文献，是一种文白混杂、汉外混杂的早期白话文献。
二者在语法系统、词汇系统方面各具特色，为了探讨它们在语法、词汇方面的差异，本课题对它们进
行比较研究。
本书选题有新意，突破了以往单一体裁的研究模式，富有开创意义。
作者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值得提倡。
本书作者选择了独特的角度，，作扎实的描写研究。
在一定范围内作穷尽性调查，勾勒概貌，统计分析。
　　 本书共计5章20万字，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数理统计、描写等研究方法，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文与
汉文佛典在总括副词、常用词、新词新义3个方面的差异，揭示了形成差异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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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两种文献在总括副词方面的特点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中的单音节、双音节、
三音节总括副词的使用频次及变化趋势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在使用
总括副词方面的以下特点。
　　1.两种文献在使用总括副词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　　（1）从词的用法来看，总括副词在魏晋南北
朝文与汉文佛典中的用法基本相同。
　　（2）从总括副词的数目来看，两种文献具有相同的数目。
两种文献的单音节总括副词都有24个成员。
　　（3）从总括副词的成员来看，两种文献具有相同的成员。
单音节有23个相同的词，双音节有30个相同的词，三音节有1个相同的词。
　　（4）从词的频次来看，两种文献具有相同的高频词。
如：皆、俱、共、悉、并皆，既是魏晋南北朝文中的高频词，也是汉文佛典中的高频词。
尤其是“皆”，极为活跃，不仅单用例多，由它作为构词语素组成的双音节、三音节总括副词的个数
也多，用例也多。
　　（5）从词的变化趋势来看，部分总括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变化趋势一致。
如：　“毕、遍、并（並）、共、兼、具、俱、率、齐、全、通、同、悉、总、并皆”等词，在魏晋
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中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咸皆”在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中均呈现出有升（魏
晋时期）有降（南北朝时期）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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