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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我在1940年写成第一篇语言研究的论文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也已经年届耄耋，很难
再有多少作为。
因此当商务印书馆建议给我出文集的时候，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回顾我从事语言研究的过程，五十年来颇多曲折。
四十年代我主要是研究近代汉语，计划要写一本近代汉语语法史。
由于当时的生活环境，未能全力从事，分出不少时间写了些‘为稻粱谋’的文章。
　　1949年以后，又应当时的需要，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提高文字水平，跟朱德熙先生合写了一本（语
法修辞讲话）。
这是一本颇有影响，同时也引起不少议论的书，是非功过只好留待后人评说。
这本书的出现引起讨论语法问题的高潮，也引出了中学里教语法的问题，我也不由自主的牵连进去，
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
在这个期间，由于职务上的原因，我又参加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
从1951年到1965年这十五年里，我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忙，可是在传统意义的学术研究上做的工作真是
少而又少。
　　十年动乱期间，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只能无所作为。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现在的十多年，一半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一半出于‘收之桑榆’的愿望，又写下
了不少东西。
这一时期所写可以称之为论文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主要是写了些札记性质的短篇。
读书看报，乃至枕上随想，偶有所得，就欣然命笔，应时发表。
后来印成（语文杂记），得到一部分读者谬许。
八十老翁所能做的恐怕也就只有这类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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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次编文集，并没有把所有写过的文字一概收入。
有些散篇，有些单刊，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没有收进去。
文集共有六卷。
第一卷是《中国文法要略》，第二卷是《汉语语法论文集》，这两卷都是已经出过单行本的。
第三卷是《汉语语法论文续集》，收进去的是原来已经作为单行本刊行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和１９
８０年以后写的语法论文。
第四卷是《语文散论》，以１９８３年印的《吕叔湘语文论集》为基础，又加进去１９８３年以后的
非专门性质的文章，同时也做了些增删分合的变动。
第五卷包含四种语文单刊，就是《语文常谈》、《语文杂记》、《古书标点评议》、《中国人学英语
》。
第六卷是《译文集》，就是１９８３年出版的《吕叔湘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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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35以上所举各项例句，足够表示动作和状态的相关。
这些例句的谓语都可以说是兼有叙事和表态的两种作用。
然则这些句子算叙事句呢，表态句呢？
似乎算是表态句好些，但要说是叙事句也未尝不可。
古人诗文里常常把各类谓语错杂起来用，我们虽然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们没有分别，却也可见在我们的
语言心理中这种种谓语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
略举数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家齐而
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诚、正、齐、平四字，本义是形容词，但前三字在原文的上句已用做动词（诚其意⋯⋯），
所以此处这几个字不是表示固有状态（如居心不正，天下太平），而是表示完成的状态。
物格、身修、国治]的谓语都是被动性的外动词。
知至的至却是内动字，原文上句的致知]的致字是致动类的外动词（见7.42）。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吕叔湘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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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