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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问句系统研究》是朱熹语录的汇集，是研究南宋时期汉语
语法乃至近代汉语语法的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问句系统研究》作者通过对《朱子语类》的详尽剖析，对汉语
中的疑问句（特指问、选择问、反复问、是非问等）作了几近“穷尽式”的追根溯源的研究，颇多创
见。
该书对于汉语研究者、汉语教学者和汉语学习者都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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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瑛，湖北省恩施市人。
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
2007年9月～2008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
近年来，主持福建省社科项目1项，福建省教育厅项目1项，出版论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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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问？
7.3 《朱子》中附加问的句法形式7.4 附加问句的语义、语用分析7.5 本章小结第8章 《朱子语类》问句
系统的语用、语篇分析8.1 说明8.2 疑问句的语用因素分析8.3 问句系统的语篇分析8.4 本章小结结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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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气词则重点讨论近代汉语中“吗（么、无）”、“呢（那、哩）”的来源，如江蓝生（1986）
、曹广顺（1986）、吴福祥（1997）、钟兆华（1997）等，各家都根据不同的材料从不同角度得出不
同的观点。
　　句式方面：由于对是非问句和特指问句着重在相关虚词（语气词和疑问代词）方面，所以对疑问
句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选择问句上，其中讨论得较多的是“是（还是）”字句和“可”字句两种句式
。
　　梅祖麟（1978）在《现代汉语选择句法的来源》一文中讨论了汉语选择问句法从5世纪到12世纪的
历史，认为现代选择问的句法在5世纪已经成型，以后发生若干词汇的变化，在12世纪产生“是⋯⋯，
还是⋯⋯”这类现代选择问的句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的末尾梅祖麟还对语法史的研究方法问题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从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起，以虚词作研究重点是汉语语法史的基本
传统，一般的体例是先列举虚字，然后在每个虚字下排列例句。
这个工作虽然是建立汉语语法史过程中不可少的基本步骤，但其本身有两个盲点：　　第一，为什么
某个虚词会有不同的用法？
为什么某几个虚词会有相同或类似的用法？
以前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仔细考察，往往能发现某个虚词有几个用法并不只是偶合，其中自有线索可寻。
⋯⋯虚词语意的引申、用法的转变以及几个义近的虚词之间的兴衰替代，这些都是语言史的一部分，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以虚词作研究重点的语法史只注意某个虚词的出现，而忽略句型的出现。
“现代汉语的选择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以具体的虚词做研究重点就会去找用“是”及“还是”的例句，结果答案是
在宋代，或许可以推到唐末；如果把现代选择问的特征定为以系词作记号，每句选择问可单用或双用
这记号，两个小句句尾可以不用疑问语气词，结果答案是5世纪。
这两种答案的差别是后者把语法分析为两个部分，句型是个框子，个别虚词是填框子的实体。
5世纪产生了新句型，此后句型不变，只是填框子的词汇经过了种种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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