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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具有资料和理论双重价值，适合所有对汉语感兴趣的朋友。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就是把汉语的研究放在人类语言这个大背景下进行。
由此出发可以让传统研究课题重具活力，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洞悉一种语言的设计原理，使我们
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的内容涵盖面很广，包括汉语句子的基本语序对其整体语法特点的影响，
上古汉语代词的语序问题，汉语方言中反映出的类型学问题，词汇向语法标记演化的认知基础，现代
汉语疑问手段的特性，汉语概念化的特点对其语法的影响，汉语的大音节构造，语法的历史层次，语
法的规律与例外之关系，等等。
它们大都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交叉问题，资料的来源除了古代、现代和方言外，还征引了大量的其
他语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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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精神跟中国长期的学术传统具有很大亲和性。
语言类型学主张的是向语言学习语言学的研究精神，特别重视对语言事实的调查，从材料中总结规律
。
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到近当代的语法学的研究，都非常重视对语言事实的调查。
所以我们中国学者都非常容易接受这种重视语言事实的理论。
因为人类语言存在着很多共性，根据其他语言的大量事实总结出来的规律，很容易推广到汉语中来，
可以启发我们揭示汉语的规律。
　　其次，类型学的研究视野是汉语语言学内部发展的逻辑要求。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言学是最近一百年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
现代汉语领域，特别是语法学科，最为活跃，几乎没有例外，每一种新的理论首先在这里试验，然后
推广到其他领域。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知道其中有什么样的
范畴、什么样的结构。
其研究成果对汉语语法史、汉语方言语法乃至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学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现代汉语系统为参照点，比较古今、地域之间的异同。
但是这种研究显然是有局限的。
首先，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没有发现的语言规律，其他领域工作的人也很难想到。
其次，古代、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特有的现象，常常会被忽略。
结果造成了汉语史、方言等领域的研究处于现代汉语学科的“附属”地位，其独立的学术价值没有得
到充分的认识。
类型学的视野正可以克服这一局限，它可以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现代汉语的
新现象，而且也可以揭示其他领域特有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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