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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具有特点重要的地位。
只有找到了汉语语未能的特点，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系统，否则，就只能跟在别人
后面，模仿国外某种语言的语法，削汉语语言事实之足，适国外某种语法之履。
因此，建国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都和汉语语法特点这一问题相联系；每一次有关汉语语法问题的大
讨论（如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主宾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和人们对汉语语法特点的不同认识相关；
每一种有关汉语语法的新观点、新理论，也都是为了解决与汉语语法特点相关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每
一位语法家的成就，每一部语法论著的价值，也都和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认识和探索相联系。
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并且深入下去，就必须探讨汉语语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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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主语一般在谓语之前，谓语动词一般在宾语之前等。
如果改变这种词序。
那么，或是组合不被接受，或是改变了结构关系，或是改变了意思。
汉语与俄语相比较时得出的个性特征，则成了汉语与英语在语法上的共性。
　　如果我们不设立一个参照系，个性的东西就显现不出来，很有可能将共性的因素，误认为是个性
特征。
汉语语法学界以前在谈及汉语语法特点时，认为虚词重要是汉语语法的特点。
朱德熙先生认为，这样的表述可能会造成错觉，以为虚词在其他语言或在印欧语中不那么重要。
其实，虚词几乎在所有各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中都有，与其他各种语法手段相比，虚词在表示语法意义
方面的作用都十分明显。
当然，在词形变化不发达的语言中，虚词使用得更为广泛。
在全世界有代表性的语言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哪种语言没有虚词，或者虽然有虚词，但在表达语法意
义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我们目前还找不出这种语言，那么，认为汉语的虚词重要是汉语语法的特点这样的表述，就是把
共性的东西，当作了个性特征。
　　运用比较方法来探求汉语语法的特点，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在语言类型学的背景下，把汉语同世
界各大语系有代表性的语言相比较，确定汉语在世界语言类型中的地位，然后进一步确定汉语语法的
特点。
限于目前语言学研究的现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困难，一时还不容易做到。
我们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同时兼顾科学性，把比较的对象确定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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