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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我过去十年语法研究大部分成果的一个总结，有不少内容过去陆续用论文发表过，不过
把它们重新整理后纳入一个系统还是花了一番心思。
从1995年起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项资助，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几个专题的研究，于是有
了现在这样的结果。
　　刚开始从事语法研究我做的是英汉语法比较，找出两种语法表面上的一些异同，以找异为主。
这种研究对语言教学当然很有帮助，但是我的兴趣是想透过不同语言表面的差异寻找深层次上语言的
普遍规律。
就描写和解释来说，我对解释工作更感兴趣，也就是想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句子能说，那样的句子不能
说。
要做这样的工作，我发现最好是在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对汉语作深入的考察。
道理很简单，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有一些英语语句到底合不合乎语法、在多大程度上合乎语法，
我拿不大准，例如语言学文献中那些前头打上一个或两个问号的例句，而凭语感作出这样的判断恰恰
是深入研究的前提。
于是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到汉语语法研究上来。
当然研究汉语也要把它放在世界语言的范围内来考察，通过比较才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语法研究的进展，基本上是在不断借鉴国外（主要是西方）语法理论和研
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关注国外语言学的新成果新进展，干一点去粗存精的活儿，把它们介绍到国内来是我一项经常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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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对称和标记论》将“标记理论”运用于语法研究，对汉语语法中各种对称和不对称现象作出
统一的描写和解释。
在传统标记理论的基础上，新的标记理论强调标记模式的“相对性”和“关联性”。
这种标记模式具有普遍意义，并且有语用、认知和生理等方面的基础。
这说明语言的结构跟语言的功能密切相关，对语法现象应从语言结构之外去寻找解释。
　　第一章 说明全书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着重阐述功能主义的语言观。
第二章 “标记论”说明什么是“相对和关联标记模式”，判别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的标准，以及标记
模式形成的原因。
第三章至第七章都跟肯定与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有关。
第三章先阐明否定句相对肯定句的有标记性质，第四章进而论述否定范畴内部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
，并从“合作原则”这样的语用角度来解释这种对立。
第五章运用前两章得出的结论来分析“差不多”和“差点儿”这对词语在语法和用法上的异同，同时
也反过来证明语用原则和标记模式有很强的解释力。
第六章阐述“极性词”（只能用于肯定句或只能用于否定句的词）形成的原因跟语用原则和认知规律
有关。
第七章也从语用和认知两方面来说明肯定否定的对立在一定条件下消失的原因，并用语言交流策略来
解释跟双重否定有关的不对称现象。
第八章描写反义词的标记模式，特别是各种反义词有、无标记项之间的关联，并用倾向常规的心理对
这种关联作出最终的解释。
第九章“主语和宾语的不对称”论证主宾语不对称的实质是“施事”和“受事”的不对称，“话题”
和“焦点”的不对称，并用范畴的“典型理论”来解决汉语的主语问题。
第十章和十一章从标记论出发讨论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对称和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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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 将汉语纳入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　　我们主张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内来考察。
这里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汉语的特点（个性）和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通性）的问题。
世界的语言千变万化，没有两种语言会是一样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语言的变异是有一定范围
、受一定限制的。
从语言类型学上讲，逻辑上可能有的类型不是都有实际的语言存在。
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可能有的人类语言？
”对人类语言变异范围的限制也就是人类语言的通性。
个性是通性的具体反映，通性寓于个性之中，这个道理一般人都明白，但在具体对待语言现象时不同
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强调个性，有的强调通性。
　　从目前汉语研究的状况出发，本书主张在陈述汉语的特点时应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因为当代语言
类型学的研究已在较深的层次上和较广的范围内发现了一些语言通性，如果对这样的通性不了解，就
有可能把通性当作一种语言的个性来对待，或者影响对个别语言认识的深入。
我们不仅需要从汉语出发来观察世界的语言，目前更需要从世界的语言来观察汉语。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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