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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语法学是当代语言学最前沿的分支学科之一。
它以生成语言的社会程序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非理想化的内省方法，注重对自然语料进行社会化处理
和结构化处理，以程序为本位，以解释为研究取向。
《社会语法学》倡议在中国进行社会语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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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ldquo;程序&rdquo;本位的语法理论　　纵观世界语言学史，无论是在语音方面，还是
在语义方面，都已经把社会因素作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视点。
譬如，在语音方面，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调查研究纽约市某百货公司店员的r发音情况，就是语言学的
一个经典事例。
拉氏询问店员们某种商品的摆放位置，而他实际上已经知道是在四楼。
正如他所设计的，店员们都回答&ldquo;fourth floor&rdquo;或&ldquo;On the fourth floor&rdquo;。
拉波夫发现，社会上层和中层的店员发r音的百分率大大高于下层店员，即r的不同发音实际上反映了
社会阶层的分化。
在语义方面，解正明（2005）通过定量统计得出： &ldquo;心肝宝贝、植物人、笔杆子、变色龙、病包
儿、急性子、可怜虫、势利眼&rdquo;等认知称谓名词是社会隐喻的结果，具有一定的阶层偏向。
诸如此类的社会因素分析，举不胜举。
不过，在语法方面，社会因素的研究甚是稀少零碎。
　　本书在广泛汲取语法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集中研究汉语语法现象中的社会因素，努力提取出隐
含其中的普遍语法，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语法体系：社会语法学（Sociogrammar）。
贯穿全书的学术思想是&ldquo;程序&rdquo;本位，即语法是生成语言的社会程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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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语法学》重点介绍社会语法学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技术，深入探讨汉语有关现象生成的社会
程序，是语言学爱好者和考研者开阔视野、提高研究能力的必备武器。
《社会语法学》的特色是语料丰富，观点新颖，深入浅出，理论具有前沿性。
这是一次语法思想的盛宴。
全书共五章。
第一章介绍语法学的理论框架。
第二章至第五章是主体部分，由词类、短语、句式，再到话语，循序渐进地分析汉语的有关语法现象
。
每章配有高级应用项目，乐趣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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