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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上不同类型的语言之间个性差异远多于共性特征，这构成外语学习和翻译的主要障碍。
喷气式飞机和直升飞机都根据流体力学原理设计而成，但是结构设计却没有多少可比性，国际象棋的
理论和规则也无法用来研究围棋。
世界上不同语言虽然都是基于组合和聚合原理形成的符号系统，都普遍采用隐喻的方式扩展基本范畴
的使用范围，但是不同语言的结构却千差万别，形态迥异。
语言的普遍性原理代替不了不同语言的个性特征。
    汉语研究的理论大都来自屈折语。
对于孤立语而言，理想的借鉴是建立在孤立语个性化特征和系统性特征基础之上的萃取，是一次脱胎
换骨的再创造和新发展，融会贯通的借鉴过程。
如果只关注共性特征，往往将孤立语的系统特征湮没在屈折语的系统特征当中。
    借鉴语言的普遍性理论必须萃取其核心和本质。
制约和支配语言要素的根本动因是图式结构。
某个要素在历时演化中形成的特定基因影响到图式结构的基本特征，并制约着该要素从系统中获得的
价值和在共时系统中的使用条件，式结构特征是语言要素之间保持对立与交叉的根源，也是导致语言
差异的根本动因。
图式结构像基因一样支配着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形式。
这决定了汉语时间结构研究应该立足汉语内部的图式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借鉴外来理论，而不是越过
汉语图式结构直接照搬屈折语的时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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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散点后视”与“了”的隐现条件　　不同词语蕴含的视点具有“界限一延展”的对立。
汉语视点信息分散于时间副词、动态助词、数量成分以及动词当中，在句中彼此协作表现类似“时间
结构”的意义，并制约着“了”的隐现。
　　一、“了”的隐现与“完成”、“完整体”、“实现”的对应情况考察　　学界对于“了”的认
识经历了一个模仿屈折语的过程。
从最初的过去时，发展到“完成”、“实现”、“完整体”。
近年来对汉语“完整体”的认识逐渐向区别于屈折语的个性化使用条件回归。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实践对“了”的分布和隐现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母语为非汉语的学生使用“了”出现大量偏误，与“完成”、“实现”、“完整体”的负面导向有直
接关系。
　　在现代汉语中“了”有两种句法分布位置：动词后和句尾。
有的学者把动词后的“了”看做“词尾”，有的认为是“助词”，把它称为“了1”。
把句尾“了”称为“了2”。
　　“了”是不是词尚有分歧。
一种观点是把它归入助词，如张志公的《现代汉语常识》和《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还有赵元任
（1926）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和（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现代汉语八百词
》也是这样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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