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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力提甫·托乎提教授继专著《维吾尔语及其他阿尔泰语言的生成句法研究》（2001年）出版之后
，为适应我校教材建设的需要，在此书的基础上又编出供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使用的语言学教材
《从短语结构到最简方案--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
这本教材被推荐为北京市精品教材之一。
在我国的语言研究中，运用转换生成语法(trans for 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简称 TG）理论来研究
汉语的，虽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还只是凤毛麟角。
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在少数民族语言中确有一股清新之感，值得重视。
　　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后，转换生成语法很快就取代了描写语言学，成为美国语言学派的主流，也
成为现代欧美语言学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被誉为语言学的一场革命。
人们认为，它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一起，分别代表了现代语言科学经历的三个主要时
期。
TG语法的研究对象是内在性的语言，即入脑对语法结构的认识，以心理形式体现。
其研究范围限于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的使用。
它以描写和解释语言能力为目标，提出语法假设和理论来揭示其规律，说明其原因。
生成语法学家采用数学模拟的方式进行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大脑的一种独特的认知系统--语法系统
。
连乔姆斯基本人也认为，他所开辟的语言学，属于经验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最终将归入研究
人脑机制的生物学。
TG语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不断修正、改进、分化的过程之中。
其进程按其理论模式，大致可分为“经典理论”、“标准理论”、“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管
辖--约束理论”、“最简方案”等五个阶段。
与“管约论”和“原则--参数”的模式相比，“最简方案”又回到乔姆斯基早先提出的，对“普遍语
法”的研究应是语言学的研究重点这个观点上，即强调了对语言共性的研究。
“最简方案”的基本思想认为，人类语言的规则不应是复杂的，而应是有限的，这是语言的共性。
语言研究应着力于寻找语言的最简方案。
这种语言观有待进一步证实。
但它一旦确立和完善，不仅具有新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语言现代化、语言信息处理以及人工智能等都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前，无论在世界范围还是在美国，乔姆斯基学说仍处于少数地位，但如果问美国和西欧其他派别的
语言学家，当前国际语言学界哪一派影响最大，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是乔姆斯基派，而不是自己的哪
一派。
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茵斯所说：“不论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正确与否，它无疑是当前最有生命
力、最有影响的语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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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是在乔姆斯基的一系列生成句法理论，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
短语结构规则、词汇插入规则等到七十年代的X标杆理论，又到八十年代的管辖与约束理论、转换生
成语法、原则与参数理论，最后到九十年代至今的最简方案等理论框架内描写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
的。
《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特点之一，便是语料扎实可靠。
这是因为作者是维吾尔族，维吾尔语为其母语，阿尔泰系其他语言也是他多年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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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从短语结构到最简方案》是中央民族大学阿尔泰语专家力提甫·托乎
提博士积十年辛勤劳作，精心研究的成果总结，是一部突破传统、具有开拓意义的阿尔泰语言学专著
。
该书采用了以句法为核心，将构形法放在句法框架内加以研究。
作者大胆突传统语法的束缚，努力从一个全新角度重新探索维吾尔语及其亲属语言的语法结构问题，
从而在阿尔泰语言学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使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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