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功能句法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功能句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3501255

10位ISBN编号：7513501254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何伟,高生文

页数：3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功能句法研究>>

前言

　　当代语言学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为基本指导的功能语言学，二是以哲
学和心理学为基本指导的形式语言学。
在功能语言学流派内，影响较大的应属Halliday倡导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该学派理论在近50年里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从句法理论，到系统语法，到功能语法，再到系统功
能语言学，最后是社会符号学。
可以肯定地讲，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由“边缘”语言学成长为“主流”语言学，它既是普通语言学，也
是适用语言学。
目前，世界各地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对该理论的研究正如火如荼。
在中国，该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由方立、胡壮麟、徐克容三位学者合作撰文介绍以来，到今天已得
到了迅猛的发展。
现在，许多系统功能学者在致力于研究该理论大框架下的某个领域时，都在考虑该理论今后的发展问
题——各分支理论或框架或模式是独树一帜，还是全面整合一体发展。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很多系统功能学界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30多年的
发展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
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整体框架，根据中国系统功能学者们的研究主题对
其论述进行分门别类和归纳概述，目的是呈现中国系统功能学者对该理论各分支领域的整体研究情况
。
在回顾学者们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必要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当今的发展情况，提出一些比较
有意义的研究话题，供广大研究者参考，以期进一步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为了做好这样一件对学界有意义的事情，《功能语言学丛书》的主编通过与学界其他专家学者沟
通，在多次讨论之后，提出编辑本丛书的整体构想。
全书共包括十册，分别是黄国文、辛志英主编的《功能语言学通论》，常晨光、陈瑜敏主编的（（功
能语境研究》，何伟、高生文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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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能语言学丛书丛书遵循如下编写原则：一、各分册内容均包括数个模块，这些模块都有一个相
对集中的主题，由总括到细述，模块之间的顺序也是按照由总到分，由理论到应用的原则进行编排。
二、各模块下编辑数篇与该模块主题高度相关的优秀科研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已在外语类核心期刊
或专业期刊上发表。
三、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为了体现丛书的一体化，应出版社的要求，书中选用的所有文章的文内和
参考文献格式都作了统一的处理，文内个别标题及文字表述也作了一定的修饰。
　　在上述编写原則的指导下，本丛书很好地实现了结集出版的初衷——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发
展30多年的理论进行综述，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我们相信，读者以此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概貌，包括各分支领域的大体
框架、理论研究前沿状况和应用情况，并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研究兴趣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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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文结合加的夫语法对级阶概念的弱化以及词汇一语法形式多功能性的核心思想，以词组单位为
例，通过比较系统功能语法内部的两种模式——悉尼语法和加的夫语法，阐释了加的夫语法对词组单
位的扩展。
加的夫语法弱化了单位之间的级阶关系，以词组的内部结构和功能语义潜势为标准，描述词组的类别
和内部成分，符合“以语义为中心”的原则。
加的夫语法对词组重新进行了分类，并对每一类词组给予了充分关注，而悉尼语法只重点描述了名词
词组和“动词词组”。
加的夫语法对名词词组进行了扩展和修正，引入了“决定成分”和“选择成分”，对名词词组中的of
进行了充分描述，扩大了名词词组涵盖的范围。
此外，加的夫语法还对悉尼语法中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其他几类词组进行了重新分类和描述，如将悉
尼语法中的“介词短语”看成一类词组，同时避免了介词短语不能扩展为小句的现象；提出“性质词
组”概括副词词组和形容词词组，强调了两者结构和语义的相似性；提出的“数量词组”扩大了数量
表达的语义范围。
总之，加的夫语法对词组的描述，看似引入了新的概念使描述复杂化，实际上简化了分类和描述，扩
大了词组表达的语义范围，统一了各类词组的结构特征，并解决了悉尼语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对
悉尼语法的扩展和补充。
但也存在某些不足，比如将悉尼语法中的连词词组和介词词组归为数量词组，就没有充分考虑其语义
和结构特征。
另外，加的夫语法摈弃了悉尼语法中“动词词组”这一概念，对其内部成分和语义特征采取了不同的
处理方式。
加的夫语法对“动词词组”的处理看起来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实际上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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