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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语法学的框架内，结合句法学、语用学等语言学知识重点研究日语的词类，以及与词类
有关的诸多问题，全书共16章。
首先，在前言中概括地阐述了目语语法的特点，指出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其次，通过前4章介绍了日本语法学的发展史和研究现状。

　　第1章详细介绍了明治时期的语法学研究的特点，以大概文彦、山田孝雄、松下大三郎为代表的
先哲们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的同时，结合日语的具体情况分别创建了各自的语法学说，使日语语法学有
了雏形，成为一个系统的学说。
明治时期日语语法学研究的最大特征就是模仿，效仿西方语言学，按照西方语法的框架，将日语对号
入座，按照西方的模式研究现代日语语法。

　　第2章详细介绍了俗称日本传统三大语法的山田语法、桥本语法和时枝语法。
一方面使读者了解三大语法体系的梗概，另一方面也通过三大语法之间的比较，使读者知晓日语语法
学形成的过程和各家语法学说的主要观点和主张。

　　第3章“现代语法学研究”和第4章“关于学校语法”主要阐述现代日语语言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
题，特别是围绕“学校语法批判”进行讨论，揭示语法学方面的诸多问题。
通过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学校语法以及语法解释的确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合
理的地方，切实感受到改革已迫在眉睫。

　　从第5章开始进入本书的核心问题——词类研究。
第5章所讨论的是名词。
首先，明确普通名词与特殊名词，数量词、形式名词的基本概念和意义。
其次，介绍了什么是“名词格”以及“名词格”这个语法概念的意义。
最后，通过名词“八夕力格”现象的讨论，了解日语黏着语的基本特征——名词只有和格助词结合才
能在旬中体现自身的概念意义和激活语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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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2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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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兼任教育部全国大学外语擂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大学外语数学研究会副会长、日语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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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枝的研究方法是“假说演绎法”。
时枝在《日本文法·口语篇》中讲道：“尽管语言对我们来说是极其亲近的，但它和我们周围的可以
用手摸、可以用眼睛看得到的动植物不同，要想捕捉它的本质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有必要从语言现象的事实出发，对语言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推测，设立一种假说，再形成理论。
如果这种假说能够说明语言的所有现象，那么，这个假说可以作为一种语言理论确定下来，而且可以
成为说明各种语言现象的根本理论。
”这就是时枝的“假说演绎法”。
当然，山田语法的合理主义、桥本语法的形式主义、松下语法的逻辑构成主义等，各家语法都有着自
己的方法。
时枝设立一个“假说”，企图从假说开始展开独特的国语学和语法学。
过去还没有这种通过设定假说来解释语言现象的做法，时枝是首创。
时枝在解释“言语过程说”时曾指出：言语过程说是语言观的问题，是日本国语研究史中固有的语言
观；语言是“主体的活动”，即由符号唤起意义的继起过程。
这就是日本国语学史上出现的“具有独到之处的语言观”。
所谓“言语过程说”，是把语言的本质看成心理过程的语言观，它和结构主义语言观不同。
“语言是语言主体将心理的内容向外部表达的过程。
”（时枝裁记1955）他还说：“把语言看成主体的表达过程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言语过程说的语言观
。
那么，言语过程说则是与把语言看成声音与意义的结合的结构主义语言观或者认为语言脱离主体而客
观存在的言语实体观相对立的学说，语言是以声音或者文字为媒介表达思想内容的主体活动本身。
”（时枝裁记1955）时枝一方面，否定了索绪尔的结构、实体说。
另一方面，强调“言语过程说是我国旧国语研究史中隐藏着的语言观，根据我的实证研究进行语言理
论反省后确立的语言观。
作为国语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而提出的假说”。
时枝研究语言所用的方法——假说演绎法与自然科学的、从外部来观察事物的方法不同，是主张再体
验、亲身领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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