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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语法研究十讲》包含汉语语法研究的十个专题：一是介绍汉语语法学史不同阶段对语言共
性和汉语特点的认识。
二是对学界所谈到的汉语语法种种“特点”的具体解说，分语法单位的特点、语法单位组合的特点两
大部分。
三是关于形态及某些类形态成分的研究及其启示。
四是汉语词类的层级系统及某些小类的分合问题。
五是汉语黏着短语概况，分析谓词性、体词性、加词性黏着短语的几个基本类型。
六是句子的语义功能类型与词语同现的关系。
七是语义语法范畴的研究，包括词、短语、句子的语义语法范畴研究。
八是结构、语义、语用结合探求形式和意义的关系。
九是对举结构的多角度分类及其在汉语语法分析中的意义。
十是语义功能语法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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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一，男，汉族，1960年5月生。
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人。
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黑龙江语言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与语用。
著作有《汉语语法论稿》、《现代汉语语误》等。
在《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世界汉语教学》、《语文建设》、《汉语学习》等国内外期
刊均有多篇论文发表。
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非自足构式蕴含的句法语用机制》（11BYY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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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研究十讲》代序一 汉语语法学史不同阶段对语言共性和汉语特点的认识（一）偏重语言共
性阶段已认识到汉语语法的一些特点（二）注重汉语个性阶段的探索（三）共性与个性并重阶段的新
认识参考文献二 对汉语语法种种“特点”的具体解说（一）语法单位的特点（二）语法单位组合的特
点参考文献三 关于形态及某些类形态成分的研究（一）关于“形态（二）某些类形态成分的具体研究
及启示参考文献四 汉语词类的层级系统及某些小类的确定（一）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和词类的层级系
统（二）由形动组合的选择性说到动词、形容词的下位分类（三）根据分布及语义特征处理加词小类
的分合参考文献五 汉语的非自足句法组合形式--粘着短语（一）现代汉语粘着短语概说（二）谓词性
粘着短语的重要类型--粘着“不+VP”结构（三）体词性粘着短语N的V（四）一类只作修饰语的粘着
短语参考文献六 句子的语义功能类型与词语同现关系（一）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疑问句中的特
有同现关系（二）现实句和虚拟句（三）同现次序、跨层同现参考文献七 语义语法范畴的研究（一）
由语法范畴、语义范畴到语义语法范畴（二）词的语义语法范畴研究（三）短语的语义语法范畴研究
（四）句子的语义语法范畴研究参考文献八 结构、语义、语用结合探求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一）语义
、语用的作用交汇于结构层面（二）不同层级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三）语法意义的抽象和语义负
载者的确定参考文献九 对举结构与汉语语法分析（一）熟语性对举与非熟语性对举（二）并立性对举
与依存性对举（三）互依性对举与偏依性对举（四）直陈性对举与元语性对举参考文献十 语义功能语
法：理论与方法述要（一）语义语法范畴的核心地位（二）对语义、功能、分布、变换等重要概念的
扩充、整合（三）并行研究中确立的复本位（四）汉、亲、外结合，共性与个性同样重视（五）多维
度沟通，追求系统性、论证性（六）语义功能语法理论的前瞻性参考文献附录一 有关汉语语法特点的
论述摘编附录二　多种论著中的词类层级体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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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
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真正的结合是要使形式和意义互相渗透。
讲形式的时候能够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够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参看朱德熙1985等
）。
　　结构、语义、语用三个层面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多维度地揭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
义关系的复杂性。
然而，三个层面的分析又怎样最终归结到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上呢？
这是在本体论、方法论上都要正视的问题。
语义功能语法的基本做法是：把结构、语义、语用诸因素统一到语义语法范畴研究上，在系统的语义
语法范畴的研究中，通过发掘各级单位（各个词类、各种句法结构）的分布特征和语义特征从而明确
语法形式、语法意义及其对应关系。
　　坚持形式和意义互相验证的原则、方法，在研究实践中，可以从某类范畴意义出发，寻找一系列
的相类、相关表现形式，再研究不同形式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从一定的语法形式人手，在组合、聚合
关系中探寻其语法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从大到小（或自上而下）的范畴研究常常是从意义到形式，从小到大（或
自下而上）的范畴研究常常是从形式到意义。
当然，许多情况下应该是形式和意义反复印证，这一点在马庆株（1998a）的拟声词的研究中体现得非
常突出：首先从内部构造方面讨论单纯拟声词和合成拟声词的差别，进而概括出一次性和连续性、多
次性这种语义上的区别特征，然后回过头来探讨两类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差异，等等。
　　传统语法理论立足于印欧语语法特点曾经只把词的形态变化看成是语法形式，包括词缀、内部屈
折、重音、重叠等，后来注意到虚词、语序、语调也是表达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前者被称为内部
形式、综合形式，后者称为外部形式、分析形式。
随着对更多种语言的考察和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语言学者包括语义功能语法的倡导者，对语法
形式逐渐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没有形态变化或形态变化较少的语言同样具有复杂的语法系统，
系统中复杂多样的语法意义通过丰富多样的语法形式来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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