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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虎踞龙盘之地，自公元3世纪以来，文化日益发展，学术日臻发达。
即以近代而论，明代的南京太学，是当时最早创建的最高学府。
《洪武正韵》的主编宋濂曾任南京太学的司业，光照汗青的郑成功是南京太学第280年入学的学生。
及至清代，著名学者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延至民国时的中央大学，杰出的语
言学家黄侃、方光焘、吕叔湘等先后执教于此。
近五十多年来，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
点学科。
南京大学语言学科诸同志如今躬逢明时，奋发图强，出版这套丛书，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贡
献绵薄之力。
　　古语云：“人山唯恐不深，人林唯恐不密。
”一本著作，一套丛书，如果是学术性的，学界同仁会提出要求：　　第一，坚实。
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过：“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
”时下甚嚣尘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言欺人、浮辞充斥、硬伤时见，等等，如此岂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
林？
　　第二，会通。
学人凡有志者必有追求。
追求什么？
追求的是超胜。
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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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汉语历史语法散论》选编了大大小小二十四篇文章，是笔者从事语言学研究的部分心得体
会。
从内容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六组。
第一组收录四篇文章，主要是对中古汉语整体或某些重要语法词汇现象的研究。
第二组有五篇文章，是对专书专文中语法词汇问题的探讨，对象也主要是中古汉语。
第三组选收的三篇文章，是对上古汉语中几种语法现象的历时或共时的阐释。
第四组中六篇文章是笔者读书后的体会：一篇是奉读先师洪诚先生历史语法研究论著的心得，另五篇
则是为几位学弟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专著赘述的序言。
第五组只选了两篇文章，对《世说新语》一书的文化价值作了考察。
第六组的四篇文章较杂，第一篇是对“浅易文言文，”的界说，后三篇则是对某些词语的形成、应用
以及对古代汉语教学与教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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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讨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　　汉语史的分期确是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因为划定了分期，历史发
展的线索会更加分明，时代的特征会更加突出，也更有助于汉语史的系统研究，这就是断代语言研究
总须先划出分期的主要原因。
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科学准确的历史分期又必须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必须以语言发展的
内部规律为准绳；而我们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很难提供足以确立分期的客观依据。
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断代语言研究必须有分期，科学的分期又依赖于充分的研究。
如今之计当可考虑，先根据我们现阶段对于中古汉语的认识，大致划出它的上下限，然后再在深入研
究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其分期，以更符合中古汉语的实际。
其实在近代汉语的研究过程中也正有这样一个过程。
当年前两届近代汉语研讨会之后，分期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而且至今仍在继续讨论中，但近代汉语
的研究却开展得十分热烈，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这又将有助于近代汉语科学分期的确立。
看来，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仍将在一个时期内继续下去。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纷乱的时代，汉族往边远地带转移，外族向中原地区推进，加强
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无论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较之前代都有较为显著的变化，因而这个时期应当作为中
古汉语的主体阶段。
此外，又由于自东汉始汉语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地反映口语的语料，如汉乐府等民间诗歌以及
部分文人著作中的零星语料；再加上东汉初年佛教传人中国，为了便于向受众说法，汉译佛经往往也
采用接近口语的形式。
中土文献中的口语化语料与汉译佛经中的浅易形式均对当时及后世的语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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