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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般认为，现代汉语的起点是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么，从那时到现在，现代汉语已经有80多
年的历史了。
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现代汉语本身，也发生了巨大、深刻和多
方面的变化。

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各阶段都有其特点，而相互又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概括起来，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五四”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二、1949年到1966年，这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三、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此期语言变化也很大，且很有特点，对此进行研究，可以提供
一个社会生活对语言、发展变化影响的最典型的例子；
四、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这是汉语又一次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和冲击，并向传统回归的时期
。

本书中的“初期现代汉语”，指的?现代汉语形成的初期，它包含在上述四阶段的第一阶段中，准确点
说，就是第一阶段的前半段，即“五四”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某些语言现象和材料偶尔也
涉及到，但是极少极少。

 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大致就是上述时间范围内的各种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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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词类　　在开始本章的研究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这就是观察和表述的角度。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有以下两个选择，一个是当时的角度，一个是后时的角度。
　　所谓当时的角度，即假设当时还没有一套完备的语法规则系统以及语法规则的表述系统，那么在
这样的情况和条件下，只能从所见的语法事实中归纳和建立一个规则系统，然后再按照实际的情况加
以表述。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能会少受或不受后来的语法规则及表述系统的干扰、影响和制约，从而更加真实
、准确和自然地描写各种语法现象，并对其中的规律加以总结，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ldquo;客
观&rdquo;的基础上。
而这样做的困难之处在于：第一，作为&ldquo;后来人&rdquo;，我们在观察和表述的过程中，很难做
到不受我们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语法知识系统的影响，这样有时就难免会犯类似&ldquo;以今度
古&rdquo;的错误，从而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二，即使能够排除第一点，这样做仍然
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几乎等于抛开已有的基础而另起炉灶，自然要花费更大的气力和更多的时间；
第三，以一己之力，选取、考察语料的范围和数量终究有限，这样，即使勉强归纳出一个语法规则系
统来，恐怕也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甚至残缺不全的系统，这样，它的意义和价值未免就要大大缩水。
　　第二种选择，即后时的角度，就是立足于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规则表述系统，以此为出发点和工具
，来观察、描写和表述当时的语法诸现象。
我们做出的正是这一选择，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研究性质看。
我们把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纳入整个现代汉语史的研究中，把它作为&ldquo;现代汉语语法
史&rdquo;下的一个&ldquo;断代&rdquo;研究，而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是立足于今天的，所以我们只能选
择今天的角度。
　　第二，由研究目的看。
我们研究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目的有三：一是了解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过程，二是更好地认识当
今汉语的各种语法现象，三是总结规律、预测将来的发展。
从以上三点中的任何一点来看，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参照点，从而可以进行不同阶段之间的对比，而这
个参照点应该是后于&ldquo;初期&rdquo;的语法知识系统。
　　第三，由研究习惯看。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类汉语史论著，无论是单篇的论文，还是大部头的著作，在讨论某一
历史阶段或时期的语法现象时，无一例外地也都是以后来的知识体系为参照，换一句话说，即都是立
足于作者的时代，来进行考察、分析和表述的。
　　确定了观察问题的角度，接下来就可以作以下的说明：如本章中，我们讨论词类问题，实际上也
就是讨论初期现代汉语语法在词类方面与后来不同的一些表现。
比如，我们讨论名词用为动词，或者名词作状语，这里的&ldquo;名词&rdquo;都是以现在的词义和定
性为准（一个直接的证据是在各类标注词性的词典中标注为名词），而不是&ldquo;初期&rdquo;的词
义和词性。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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