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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2年，陈前瑞考入华中师大，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使我“正式”成为硕士生导师。
此前，我曾协助闭克朝先生指导硕士生郑厚尧，闭先生过世，导师任务全落我肩，但硕导名分必然还
未“正式”。
1998年，我与前瑞合著的《语言理解与发生——汉族儿童问句系统理解与发生的比较研究》（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基础是他的硕士论文。
1999年，陈前瑞、何婷婷、刘云攻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使我又“晋升”博导。
这不也是一种“教学相长”吗？
为人作序是缘，我与前瑞之缘首先就是这教学相长。
　　近闻前瑞的博士论文《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人选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很是高
兴。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立，“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是她的广告词。
商务印书馆设立语言学出版基金，据我所知，入选程序颇具学术信誉。
能人选这一基金项目，便可说在相关领域有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
前瑞能获得这种话语权，关键有二：1.类型学的研究视野；2.对汉语事实的细腻观察。
　　时间范畴包括时和体（也称“体貌”）两个语义范畴，是时间投射到语言上产生的结果。
不同语言，投射方式和投射结果定有差异，但也必有类型学之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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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汉语的体貌系统，重点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北京话中的体貌问题。
主要是共时的研究，也部分涉及历时的研究。
    一说起“体貌”，很容易想到英语时态中的现在进行时与现在完成时。
其中的“现在”与“将来、过去”相对，这属于“时”或“时制”研究的范围；“进行”与“完成”
的对立则属于“体”或“体貌”研究的范围。
把“进行”与“完成”从传统教学语法的时态分离出来，体现了语言学范畴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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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汉语短时体研究。
　　2.1 引言　　动词重叠既可以从动量的角度研究，也可以从体貌的角度进行研究。
本章从体貌的角度研究动词重叠，把动词重叠这种形式所表达的时间意义看作汉语的短时体。
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本章重点探讨汉语动词重叠在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方面的语义特征即情状
特征，尝试在汉语体貌系统中给汉语动词重叠一个合适的定位，把短时体与起始体、延续体归为阶段
体，从而与“了、着、过”所表示的视点体区分为不同的层级。
本章有关情状的理论框架是Smith（1991.）和Olsen（1997）。
　　2.2 汉语动词重叠的情状特征　　2.2.1　动词重叠表示一种封闭的情状　　Smith（1991）根据情状
有无终止点（final point）而把情状分为封闭情状（closed situation）和开放情状（open situation）。
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之一就是“量短次少”或减弱动量，使动作不能无限延长或重复。
例如：　　（1）你去睡吧。
　　（2）你去睡一睡吧，到时候我叫你。
　　（3）他看了看这份报告，就签字同意了。
　　（4）他要看看这份报告，才决定是否同意。
　　例（1）的“睡”是一种开放情状，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认知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终止点。
例（2）“睡一睡”是一种封闭情状，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认知中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和终止点，不能
无限延续。
例（3）（4）说明无论有没有“了”，“看看”都包含了一个终止点，只有“看看”结束之后才能进
行下一事件。
所以，Smith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封闭情状是符合汉族人语感的。
动词重叠的这种终止点可称为“限定终止点”。
（详见本章的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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