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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年，有关汉语语法学史的专著出过好几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这部《汉语语法学史稿》却别具一格、颇有特色。
　　首先，它确实是一部“史”，而不仅仅是一些按年代排列的语法著作简介。
纵览全书，可以清晰地看出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历史的轨迹。
作者不仅理顺了通史的脉络，而且处处注意到专史发展的线索，从而使通史与专史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
　　其次，它充分发挥了评述的作用，而不只是“述而不作”。
对各种语法学流派、各类语法学论著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还对一些语法学家的研究给以系统的
总结。
既肯定了历史上的功绩，又从发展角度指出其不足，全书分析较中肯，立论公允。
　　第三，作者的目光还充分注意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各种分支学科。
例如：古今语法比较、汉外语法比较、口语语法、方言语法、汉语语法史等；同时还注意到语法与修
辞、逻辑、计算机科学的结合研究；还注意到汉语语法学的理论研究，包括语法学评论、语法学史和
语法理论的研究。
这些都是别的专著中很少涉及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容量也是同类著作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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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语法学史稿》(修订本)书稿还是敬敏同志在研究生毕业前后写成的，据我所知，几年中又修改
过好几次，经过反复琢磨，渐趋成熟。
我一直认为，敬敏同志来撰写这部"史稿"是比较合适的。
他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受教于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等先生
，1978年又考取杭州大学王维贤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可见，他受过系统的语言学教育，又对北方、南方的情况都比较熟悉。
同时，他一方面参加了中年的语法讨论会，另一方面又参加了青年的语法讨论会，对老、中、青三代
人的沟通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他正处于这样南北、中青的交叉层次上，对语法学界的历史与现状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此外，这些年来，他勤于思索，一直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已发表了上百篇沦文，涉及语法研
究的各个领域，对语法研究中的甘苦、症结都颇有体会，因而评述起来切中要害，而不是一些泛泛之
谈。
　　有幸作为第一个读者，我读完这部"史稿"，感到深受教益。
它不仅对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朋友有用，而且对从事语言学其他学科以及从事语文研究与教学的朋友
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愿借此机会向大家郑重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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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专著 　　一、《汉语语法教材》 　　二、《现代汉语语法》（上） 　　三、《北京话单音词词
汇》 　　四、《汉语构词法》 　　五、《现代汉语语法探索》 　第六节 《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
的产生 第五章 汉语语法学的发展时期（下）（1949年—1978年）。
 　第一节 六十年代三次语法专题讨论 　　一、“语法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的讨论（1959．3—1961） 
　　二、“语法”和“文法”术语使用的讨论（1960．11—1961．12） 　　三、关于《说“的”》及
其方法论的讨论（1961．12—1966．1） 　第二节 汉语描写语法的发展和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第三节 
大学语法教学的三个代表性体系 　　一、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 　　二、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
《现代汉语》 　　三、刘世儒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义》 　第四节 其他现代汉语语法著作 　第五
节 汉语语法各分支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一、汉语语法的理论研究 　　二、汉语语法教学的研究 　
　三、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 　　四、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 　　五、汉语语法史的研究 　　六、汉语
语法学史的研究 　第六节 1966年—1978年的语法研究 　　一、《语法修辞》 　　二、《语法、修辞
、逻辑》（　第一分册语法） 　　三、《现代汉语语法知识》 　　四、《文法简论》 　　五、语法
专题研究 第六章 汉语语法学的创新时期（上）（1978年— ）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当代著名语法学
家研究的特色 　　一、《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吕叔湘的语法研究 　　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和朱德熙的语法研究 　　三、《汉语语法研究》和胡裕树、张斌的语法研究 　第三节 转换生成语法
理论在汉语中的实践与发展 　第四节 新编的大学语法教材 　　一、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 　　
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 　　三、张静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 　　四、张志公主
编的《现代汉语》 　　五、其他《现代汉语》语法教材 　第五节 “析句方法”的讨论和《系统提要
》的产生 　　一、“析句方法”的讨论 　　二、《暂拟系统》的修订和《系统提要》的产生 第七章 
汉语语法学的创新时期（下）（1978年— ） 　第一节 中年学者的崛起 　　一、《现代汉语虚词散论
》和陆俭明的语法研究 　　二、《语法问题探讨集》和邢福义的语法研究 　　三、《现代汉语句型
》和李临定的语法研究 　　四、《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和范继淹的语法研究 　第二节 汉语语法边
缘学科的研究 　　一、语法和修辞的结合研究 　　二、语法和逻辑的结合研究 　　三、语法和计算
机科学的结合研究 　第三节 汉语语法分支学科的研究 　　一、汉语口语语法研究 　　二、汉语方言
语法研究 　　三、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四、汉外语法比较研究 　第四节 汉语语法专题的研究 　　
一、句型系统研究 　　二、歧义结构研究 　　三、语序变化研究 　　四、特殊句式研究 　　五、汉
语虚词研究 　　六、词组（结构）研究 　　七、动词问题研究 　　八、其他语法专著简介 　第五节 
汉语语法学的理论研究 　　一、汉语语法学评论的开展 　　二、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 　　三、汉语
语法理论研究的深入 第八章 港台和国外的汉语语法研究 　第一节 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汉语语法研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语法学史稿>>

　一、概述 　　二、《中国文法讲话》和许世瑛的语法研究 　　三、《中国古代语法》和周法高的
语法研究 　　四、《国语变形语法研究》和汤廷池的语法研究 　　五、《主题在国语中的功能研究
》和曹逢甫的语法研究 　第二节 国外的汉语语法研究 　　一、前苏联的汉语语法研究 　　二、美国
的汉语语法研究 　　三、日本的汉语语法研究 　　四、其他各国的汉语语法研究 第九章 汉语语法学
发展的历史趋势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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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
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之学说也在所不计。
”“从语言事实的具体分析出发才是研究语法的正确的道路⋯⋯假如我这两部书有优点的话，重视汉
语特点就是它们的优点。
”（新版自序）其次反映在它所研究的语言材料为有代表性的现代北京话，作者接受了德·索绪尔关
于“共时语言学”观点，认为；“语法只该就一时一地的语言作个别的观察，一切的对译都是不能帮
助词性或用途的确定的。
”该书以《红楼梦》为主，辅以《儿女英雄传》，语言材料确定的好处在于“第一，时代确定，就没
有种种历史的葛藤”，“第二，地域确定，就不必照顾到方言上的差异”，“第三，材料确定，就不
必照顾到口头上的变化”（朱自清序）。
这一优点比起其他语法著作所引材料古今不分、地域不明来就更显得突出。
再次，作者从根本上舍弃了那种以某种印欧语的语法教科书为蓝本来套汉语语法的做法，而是从方法
论上着手，广泛汲取国外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其中尤以叶斯泊森的“三品说”和布龙菲尔德的“向心
结构”、“背心结构”学说影响最深。
作者在运用这些理论研究汉语时有所取舍有所改造。
该书还摆脱了旧语法体系以“词法”为纲的束缚，另辟新径，以“句法”为纲，但和《新著国语文法
》的“句本位”又不同，而以句式结构分析为主。
作者认为：“这二三十年来，中国语法学家所争论的全是词的分类问题和术语上的问题。
⋯⋯所争论的只是语法的皮毛，不是语法的主要部分⋯⋯须知所谓语法，就是族语的法则，主要部分
乃在于其结构方式，并不在于人们对语言成分的称谓如何。
”（《理论》导言）作者也十分重视语言材料、语法现象的对比工作，在《语法》中主要进行北京话
和方言之间的比较，有时也涉及古今对比；《理论》一书则偏重于中外语言，尤其是汉英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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