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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义功能语法思想可扩展到语音、语用、语体、语篇等多个研究领域，从而构建并发展语义功能
语言学。
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思索，研究涉及词汇、语法、语用、对外汉
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验证、丰富和发展语义功能语言学。
本书可供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语言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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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显军，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硕士生导
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
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语法、词汇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
曾为意大利锡耶纳外国人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天津市语言学会理事、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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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第三节 本章小结第八章 汉意对比研究第一节 “喜欢”与“PIACERE”第二节 以动物为喻体的
两类隐喻的汉意对比第三节 本章小结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义功能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研究>>

章节摘录

　　语法研究应该有本位，有本位并不一定要排斥对非基本单位的研究，也不一定有了本位就非得割
裂与非基本单位的联系。
　　第一，建立“本位”符合“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世界充满了矛盾，在众多的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同一个矛盾有矛盾的要方面和次
要方面之分。
实践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解决
。
因此，在语法研究中确立本位符合唯物辩证法。
具体地说，确立本位就是抓语法单位中的主要矛盾，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来全面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
而取消本位就等于不分主次、平均用力，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研究效果。
　　第二，建立“本位”符合“联系”“系统”的辩证法。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察、分析并解决问题都要用联系的观点去做，
不能孤立地去做。
同样，各种语言单位之间和语言的各个层面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以不同本位建立的
语法体系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不可能相互割裂、相互分离。
取消本位并不就意味着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反而会使人无所适从。
比如，以词组为基点的词组本位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汉语词类系统，同时在词组的基础上通过对成
句成分的研究也可以建立很好的句法系统；以小句为基点的小句中枢理论建立了较好的超句系统，同
时它也需要以词组为基点的句法结构系统；不管词组本位语法体系还是小句中枢理论都离不开最为基
础的词类系统和词法分析，尤其是以语义语法范畴为中心、以分类为重点的词类及其小类的研究。
　　第三，建立“本位”符合心理学的“动机--需要观”。
　　动机必须有目标，目标引导个体行为的方向，并且提供原动力。
个体对目标的认识，由外部的诱因变成内部的需要，成为行为的动力，进而推动行为。
需要是由个体对某种客观事物的要求引起的，它是个体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个体行为动力的重要源泉
。
同样，各种本位理论的提出都是有目标的，即都是要力求揭示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这一目标是语
法学者建立各种本位理论的动力，这一动力也是探求汉语语法规律和特点的需要，因此建立本位从而
以此为基点建立不同的语法体系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内在需要，不是无中生有、可有可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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