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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语法专题述要》主要针对现代汉语语法专题进行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述要》共
分为十一个专题，对每一个专题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概述，主要介绍了每一专题语法研究的理
论和方法，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全书材料丰富，脉络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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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秀，汉族，1962年出生，呼和浩特市人。
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系。
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0年9月-1991年7月在北京大学进修汉语硕士课程，成绩优秀。
1999年3月-2000年12月，赴韩国青云大学任汉语教师两年，2009年9月-2010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汉
语文化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现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任文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语言学会会员，内蒙古语言学会副秘书长。
曾出版《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一书，主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语言论》、《新时期内蒙古汉语言
文字规范研究》等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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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汉语语法学导论
　一 汉语语法学简论
　二 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评述
第二章 语素
　一 “语素”的概念
　二 语素名称的演变
　三 语素的分类
　四 确定语素的方法和原则
　五汉语词缀化倾向
第三章 构词法研究
　一 汉语构词法研究述评
　二 构词类型
　三 词的确定
第四章 词类研究
　一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二 汉语划分词类的依据
　三 对各种分类标准的评论
　四 关于词类区分问题
　五 关于词的兼类问题
第五章 句法结构及层次分析
　一 替换和扩展
　二 层次分析
　三 层次分析的作用与局限
第六章 变换理论与句式的变换分析
　一 变换分析的由来、发展和基础
　二 变换分析的客观依据
　三 变换分析所要遵循的原则
　四 变换分析的类型
　五 句式变换分析的作用和局限
第七章 特征理论与语义的特征分析
　一 语义特征分析法的产生和发展
　二 语义特征分析的界定
　三 语义特征的提取范围
　四 语义特征的理据
　五 语义特征的分析与提取
　六 语义特征分析法的作用
　七 语义特征分析法的局限性
第八章 配价理论与配价结构分析
　一 配价理论的产生
　二 汉语配价语法对国外配价理论的借鉴
　三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的发展阶段
　四 汉语配价语法理论研究概述
　五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
　六 汉语形容词的配价研究
　七 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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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配价语法取得的成绩及努力方向
第九章 语义角色研究
　一 汉语语义角色的研究轨迹
　二 汉语语义角色研究难点
　三 语义角色研究的意义
第十章 语义指向研究
　一 什么是语义指向
　二 语义指向研究的发展
　三 语义指向研究概述
　⋯⋯
第十一章 认知理论与语言认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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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著国语文法》创建了汉语句本位语法体系，黎锦熙借鉴英语的《纳氏文法Nes/eildGrammar》
和里德的英语图解法，但是又根据汉语特点进行了修正，并有所发挥，并非单纯模仿。
西方传统语法一直以词法控制句法，词法详细而句法简单。
19世纪，英语语法著作就把重点转向句法，以句法控制词法。
英语语法的转变是因为现代英语早已丧失了大部分形态变化，不适宜再把重点放在讲解各种形态变化
的词法上。
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的汉语而言，那就更加如此，词法可以简单，句法却应该详细。
“句本位”这种提法也是新的，后期英语传统语法实质上是“句本位”语法，只是不这样说。
西方传统语法都暗含基本句式和变式，黎锦熙先生创造了“词本位、句本位、常式、变式”这样一些
术语，应该说是一种创新。
黎锦熙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实用，所以“句本位”不限于句子，而扩大到篇章。
当然，《新著国语文法》在个别地方也确有削足适履的毛病，但是瑕不掩瑜。
汉语语法研究在不同时期借鉴不同的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即使在今天削足适履
的现象也还没有完全避免，更何况在开创阶段。
把《新著国语文法》贬为模仿之作是极不公正的。
借鉴和模仿应该是有一个清晰的界限的，只要不是完全照抄照搬，而有所修正和改进，同时也结合了
汉语的语言实际，就不应该轻率地贬之为“模仿”。
　　当代无论是形式学派的生成语法，还是功能学派的功能语法都是在传统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也广泛地运用了这两大派的理论和方法。
1990年电子工业部高级工程师吴蔚天在黎锦熙先生语法体系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人句辨品”和“完
全语法树”的汉一英机译系统，取得了初步成功，这就使不少人产生了对汉语传统语法的反思，觉得
传统语法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不少结论和方法还是可取的，而且比其他语法体系更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应该重新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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