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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普”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一书，用工笔画的手法，从不同侧面描摹刻绘了语言
现象，反映了作者问题探究的努力轨辙。
翻阅了这部书，我想说说以下三点突出感觉。
　　第一，在发掘语言事实上狠下功夫。
　　作者讲求务实，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可以“透视”二字来形容。
比如，第七章关于动词“以为”的讨论，很能说明这一点。
该章第一节，从语义上辨析“以为1”和“以为2”，指出：“以为1”语义关系很单纯，直接陈述说话
的意思，表示确定的判断。
“以为2”语义关系多样：有时表示判断P，预设的判断是“事实上非P”；有时表示彼时的判断P，预
设的判断是“此时非P”；有时表示他人的判断P，预设“说话人的判断非P”。
第二节，从形式差异考察“以为”与人称、“以为”与谦辞、“以为”与主语、“以为”与宾语、“
以为”与修饰语、“以为”与感叹格式等问题。
第三节，研究“以为”的语用价值，指出：　“以为1”可以突出郑重、严谨的口气；　“以为1”还
可以表达委婉、谦和的语气；“以为2”则适应中性语体和书面语体的需要。
第四节，讨论“以为”的方言表现，涉及了河南陕县方言、河南南阳方言和湖北武汉方言。
作者对“以为”的分析，给予“细致入微”的评语，绝不过分。
对于语法研究的深化来说，双脚牢牢地站在事实上面，讲实据，求实证，至关重要。
任何人，自己个人脑海中存放的语言信息总是有局限的，讨论某一问题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能想到
，林林总总全能顾及，因此，尽可能穷尽地勘查客观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以便准确地揭示规律，这
是需要特别突出地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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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普”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从句法机制管控的视角，对现代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中不
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十二个方面的语法现象进行专题考察、分析和讨论，其中的方言语法现象主要是作
者的母方言河南陕县方言中的特色语法现象。
《“方-普”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具有透视的深度，细致入微，重视方法论
和研究心得的理论总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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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邱林，1964年6月4日生，河南陕县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984年6月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84年6月至1986年9月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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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方-普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关于“方－普”语法现象第二节 “方－普”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一 句法
机制的管控与汉语语法研究二 本书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三 本书的结构系统和内容组织第二章 陕县
方言面指背指语法现象与旬法机制的管控第一节 面指背指的指代词使用一 面背指与远近指二 面背指
的使用选择与代词形式的配置三 由面指背指代词构成的句法格式四 陕县方言面指背指的来源以及阿
尔泰语、藏缅语里的相关现象第二节 背指程度副词“统”的使用一 “统”的语义涵盖二 “统”的组
合能力三 “统”的句法功能本章小结第三章 陕县方言形容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一节 儿化
形容词现象一 儿化形容词的范围和形式二 儿化形容词的语义三 儿化形容词的入句功能和入句条件四 
儿化形容词在特定句法框架中的适应能力五 儿化形容词的语用价值六 儿化形容词与度量形容词七 儿
化形容词与儿化第二节 单音形容词重叠式一 单音形容词的四种重叠格式二 单音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
意义和句法功能三 关于Aa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四 关于Aa重叠式的句法功能五 其他方言里单音形容词重
叠构成名词的现象六 格式对语义的反规约七 语义角色与句法配置的制约机制八 常用单音节形容词重
叠能力、可重叠类型考察表本章小结第四章 陕县方言语气助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一节 语
气助词“囔”“哩”的使用一 “囔”的使用二 “哩”的使用三 连用形式四 汉语史的情况第二节 语气
助词“呀”的使用一“呀”的语法意义二“呀”的句法配置三 由“呀”构成的祈使句四 方普比较五 
关于西北方言里的“呀”第三节 语气助词“丐”的使用一 “丐”的语法意义二 “丐”的句法配置三 
“丐”与“曼”四 方言比较本章小结第五章 陕县方言选择问旬语法现象与旬法机制的管控第一节 选
择问句式系统一 基础句式二 “哩”“呀”“啦”的配置机制三 “曼”的配置机制第二节 选择问句里
语气助词“哩”的性质和作用一 两个“哩”二 语气助词“哩”的作用三 关于西北方言选择问句里的
“哩”第三节 选择问句里语气助词“曼”的意义和作用一 “曼”的语法意义二 “曼”的语法作用三 
关于西北方言选择问句里的“曼”本章小结第六章 汉语方言副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一节 
陕县方言副词“坷”和“再”的使用一 “坷”和“再”的语法意义二 “坷”和“再z”的形式差异三 
回到普通话的“再”四 追加与增量··吖第二节 澳门中文副词“更”的使用一 语法意义和形式特点
二 从现代汉语方言看澳门中文的副词“更”三 从汉语史看澳门中文的副词“更”本章小结第七章 普
通话动词“以为”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一节 “以为1”和“以为2一 “以为1”的语义二 “以为2”的
语义第二节 形式差异一 “以为”与人称二 “以为”与谦辞三 “以为”与主语四 “以为”与宾语五 “
以为”与修饰语六 “以为”与感叹格式第三节 语用价值一 “以为1”可以突出郑重、严谨的口气二 “
以为1”可以表达委婉、谦和的语气三 “以为2”可以适应中性语体和书面语体的需要第四节 方言表现
一 陕县方言二 南阳方言三 武汉方言本章小结第八章 普通话形容词“重”“沉”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
一节 “重”和“沉”的语义差异一 主观感觉与客观说明二 事实证据三 关于词典的释义第二节 “重”
和“沉”的形式差异一 与数量短语搭配的差异二 句法功能的差异三 反义对举的差异第三节 现代汉语
方言里的“重”和“沉”一 方言表现二 考察结论本章小结第九章 普通话名词“说法”与句法机制的
管控第一节 新的语义功能⋯⋯第十章 普通话时间词“刚刚”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十一章 普通话状
位NA主谓短语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十二章 普通话“尚且”句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十三章 汉语教学语
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第十四章 理论思考附录一 陕县（原店镇）方言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的读音
附录二 陕县方言语法例句附录一 陕县方言动词“体”的专项调查表附录一 从入句规约看“有点儿A”
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方-普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关于“方-普”语法现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现
象，也包括现代汉语普通话语法现象，合在一起统称“方一普”语法现象。
其中方言语法现象主要是指本书作者的母方言河南陕县方言，也涉及其他方言。
普通话与方言相对。
方言语法现象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说法，普通话语法现象是全民族乃至全国东西南北中都接受的说法。
“方一普”语法现象既可以相对分开研究，可以立足于方言语法现象，也可以立足于普通话语法现象
；也可以合起来研究，就是把方言和普通话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
　　方言和普通话一样，具有完整的语法系统。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因而各种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就既有共同的部分，也有各自的特色
。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话语法研究的重要补充。
作为汉语语法共时的本体研究，方言语法研究重在反映方言特色，揭示特色现象的语言规律。
所谓的方言特色是同普通话相比而言的，是不同于普通话的语言特色。
因此，方言语法研究的现象要以普通话为参照点通过比较来选择。
本书研究的方言语法现象主要是河南陕县方言里的语法现象，是陕县方言相对于普通话的特色语法现
象。
　　陕县位于河南省西部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地带，隶属于三门峡市。
西边与灵宝市为邻，过了灵宝就到了陕西省，西北隔黄河与山西平陆相望。
河南西部的灵宝、陕县和三门峡方言，按照198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
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属于中原官话汾河片解州小片。
本书作者的家乡在陕县县西的原店镇，本文研究的陕县方言语料取自原店镇话。
下面简要介绍陕县（原店镇）方言的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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