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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语序研究》是江南大学青年学者周丽颖最新语言学研究成果。
围绕语序问题展开，运用生成语法学、认知语言学等经典语言学理论，在对大量语料进行科学的描写
归纳、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句法成分序变换问题、句法成分排列次序问题、虚词语序问题等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语序作为汉语语法中最重要的语法手段之一，一直以来为语言学家所重视，从索绪尔到马建中，再到
吕叔湘、朱景松，对语序的研究不断深入、周全。
周氏此部著作是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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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丽颖，山东济宁人，200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江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现
代汉语语法学、社会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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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汉语主语、动词、宾语的语序而言，主语一般在动词之前，宾语在动词之后。
由于受到逻辑事理和语言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汉语的语序有其相对固定性，主语和宾语一般不可
以直接易位。
如，“妈妈想女儿”如果主宾易位为“女儿想妈妈”意思完全发生了变化；“我吃饭”变换为“饭吃
我”则是不合法的句子。
但汉语中确实又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句法现象，主语和宾语位置可以互换而不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这
是汉语语序灵活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称之为“主宾可互易句”。
所谓“主宾可互易句”，指的是在不更换或增减任何词语的情况下，主语和宾语可以直接易位的一种
句式，互易后两句所陈述客观事实相同。
如：一张沙发坐三个人——三个人坐一张沙发。
　　在讨论主宾语的问题时，语法学家们就注意到这种现象。
如，吕叔湘（1990）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宾语和主语可以相互转化。
并举了下面的例子：“西昌通铁路了——铁路通西昌了；这个人没骑过马——这匹马没骑过人；窗户
已经糊了纸——纸已经糊了窗户”。
针对这种现象，吕先生指出：“似乎不妨说，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之中提出来放在主语位置上的
一个。
好比一个委员会里几个委员各有职务，开会的时候可以轮流当主席，不过当主席的次数有人多有人少
，有人老轮不上罢了。
可以说，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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