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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建设主编的《语言学习——发现与提升》由周建设教授提出总体构架，语言学科全体教师参与研究
撰写课程指导文章和教学研究论文，指导学生撰写读书报告。
学习语言学科课程的学生均参与研究和写作，部分学生担任读书报告撰写组长，组织小组研讨以及其
他一些联络工作，统编文字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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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个角度，在初次接触这句话时，我个人认为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表述是现在进行时
态的，而后者则既可以是进行时态，同时也可以是过去时或将来时，就是说没有具体的时间指向限制
，只表示一种描述性事实。
　　而张老师在课堂上讲述了她的个人理解，她认为，这两句话不符合“同一性原则”，即变换分析
前后同现成分在语义上没有保持一致。
前者的表述中没有涉及水的来源及终点问题，而后者则指出了水流的终点而并没有指出来源。
这与陆先生在书中的解释是相类似的，陆先生同样认为这两句话没有遵守平行性原则，按朱德熙先生
的观点“每一横行作为原句式的实例和作为变换句的实例，其共现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也称为‘
低层次语义关系’）必须保持一致”①，这样的变换才是有效的，这两句话中前者的“河里”是水流
动的场所，而后者的“河里”则是水位移的终点。
它们的语义结构关系是不同的。
　　第二个角度，我们还可以对这两句话中的“在”字进行分析。
根据我在这学期语义课上的知识，我认为前者的“在”可以是一种表示时间的“在”，也可以是一种
表示对象之间存在关系的“在”。
当“在”表示时间，它是传统意义上的虚词，做句子的状语，它的句子结构可以这样表示：主语十状
语十谓语十补语；而当“在”表示一种存在关系时，句子的结构又可以这样表示：主语十存在关系十
宾语十动态关系十补语。
而后者的“在”可以是表示方位的“在”，句子结构是：主语十谓语十补语。
由此，我认为这两句话的语义是不同的。
在这里，张老师的讲义中也提到“在”字问题，对于前句中的“在”老师分析它为表动作发生的处所
，而后者的“流在”就是一个动介结合体。
这样对比，我和老师的分析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自己分析得是否合理，还请老师多多指正。
但是总之，我们的确可以从“在”字的性质变化来考察这两句话的语义异同问题，以及变换分析法的
原则问题。
　　第三个角度，我认为我们通过对比这两句话，发现除最明显的元素排列（句序）不同之外，还有
一个基本的区别，那就是这两句话的字数不同而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个“着”字。
“着”在前者中是作助词用，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状态的持续，这对于表达它的现在进行时态起主要
作用。
我们的语义学课程讲过句子构式的基本因素问题。
如果按照严格的规则，去掉“着”这个字，使箭头两方的句子构造元素完全一致，让对比变成：水在
河里流一一水流在河里，我们的讨论可能又会随之有新的变化。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学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