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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洋学者的三百年汉语文法学研究曲折姑且不论，自《马氏文通》
（1898）以来，中国转型语法学已历百年风雨。
对马建忠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如何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中，不同观点相互龃龉并引发论争，
某些方面已溢出学术畛域。
留下的思考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批判性；学术讨论的前提是宽容和共生。
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认识到，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问题并不存在唯一性评判标准或“非真
即伪”，“孰是孰非”的背后可能掩藏着权力干预或利益驱动，而学术争鸣的目的应当在于各抒己见
以推动不断探索。
　　世纪之末，恰逢《马氏文通》出版百年，纪念性研讨频繁举办。
在“纪念《马氏文通》出版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江苏省语言学会，1998年10月，镇江）上，我提出
了《马氏文通》学科建设、文化交流和社会功能的三大价值以及“马建忠传统”。
2000年，在“当代中国语法学理论”的讲授中提出“赵元任传统”，由此形成了“训诂学传统一马建
忠传统一赵元任传统一多元互补现状”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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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转型语法学的源流演变、学术背景、理论基础、具
体方法及其利弊得失逐一剖析，旨在为21世纪的新生代编织摇篮，并非为20世纪的老前辈再垒丰碑。
19世纪以前，西洋学者已经走过基于多明我传统的三百年汉语文法学研究历程。
20世纪以来，中国转型语法学先后形成了基于普遍唯理主义的马建忠传统和基于分布描写主义的赵元
任传统。
如果从40年代始，坚持以意义-功能作为词类划分标准（王力1943），坚持以补词作为句法分析范畴（
吕叔湘1942），坚持以意合作为句法结构机制（王力1943），基于汉语结构类型并具有普遍价值的功
能-结构语法学早就建立，完全有可能在50年代与欧美功能-结构学派平分秋色。
学术史应避免基于单一价值取向或编撰模式的复制，而甄别“一家之言”的途径就是营造多种价值取
向的共存生态，给学人提供自主取舍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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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泰西眼光：多明我传统和西洋汉语文法学的三变　　作为泰西语法学的滥觞，古希腊语法
学是苏美尔—埃及文明和腓尼基字母（西元前1000年左右）传人爱琴海地区，在希腊半岛土壤中孕育
出的一朵奇葩。
理性分析的“逻辑”和日常所说的“语句”源于同一古希腊词Logos，其最初含义是“讲话”（英语
的dialogue与之同源）。
西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25—前547），早年曾游历巴比伦、
埃及等地，由此形成了以自然为对象而探索世界起源和构造的全新思维方式。
在爱奥尼亚学派（Ionian Schoo1）中，Logos是支配宇宙的原则及其来源，或人类关于宇宙的推理原则
。
在智者学派（Sophistes）中，Logos是理性论争的话题或论争本身。
在斯多噶学派（Stoics）中，Logos是活跃的、物质的、理性的宇宙原则，或存在于人类灵魂中的推理
能力。
古希腊语的muthos“神话”一词本来也不与Logos对立，其原义是一种专门性的“叙述”即“传说”。
　　不但古希腊神谱来自苏美尔文明（西元前3000年），古希腊哲人吸收了苏美尔人留下的以自然神
崇拜为主、对创世神质和个人命运的理性思考，而且古希腊的“元素原子论”（从约前625—前547的
泰勒斯到约前460—前370的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也来自腓尼基字母的“音素论”（西元前1500年）
的催生。
Logos突然脱离了神话，出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希腊奇迹”。
这些最初状态的自然哲学尚未完全蜕尽神话结构的胎记，不仅宇宙演化论重复并延伸着神话中的宇宙
起源母题，而且各种自然“元素”在失去人格化的神祇特征的同时，在运作中仍然充满了那种曾为宙
斯所特有的智慧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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