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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德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朱先生的《语法讲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答问》、《语法丛稿》等论著是科学的汉语
语法理论的经典，是指引编者周国光和张林林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指南和灯塔。
这本《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和方法》是周国光和张林林多年来学习朱德熙先生论著的心得和体会。
书本阐述了现代汉语语法的理论及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特点的理论，现代汉语词
类理论，句法同构理论和句法结构系统，关于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理论，句法结构二重性理论，关
于指称、陈述、修饰的理论，汉语语法本位理论，层次分析，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语义格分析
，语义属性分析，语义指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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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关于词类本位说。
　　马建忠的词类本位说模仿印欧语语言的语法来描述汉语语法，这确实不符合汉语语法的特点。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认词类和词法在语法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
不管是印欧语语言的语法书，还是汉语的语法书，为什么都从词法开始讲语法？
世界上又有哪一种语言的语法不是以词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马氏文通》以后的句本位语法、词组本位语法在建立语法体系时都首先考虑解决汉语的词类
问题？
因此，从强调词类在语法体系中的基础作用来看，词类本位说倒没有什么不对的。
问题是汉语的词法应该讲什么，或者说应该研究什么。
由于汉语的语素构词、词构成词组用的都是同一套规则，所以在组合规则上汉语的词法和句法是一套
，或者说是一致的。
但是汉语词法中的聚合规则则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词类系统以语义为基础而形成的语义·语法范畴
，以及语义·语法范畴的认知基础、语义概括和语义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词类系统中各类词的“价”
，各个价类的认知基础、语义组配和配价结构的状况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方面的内容才是同汉语语义
句法密切相关并且极有价值的词法内容。
此外，汉语的词类虽然具有多功能的特点，但是每类词都有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之分，它们充当句法
成分的状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拿充当主语、宾语来说，体词、谓词和饰词的状况就很不一样。
体词充当主语、宾语的概率要远远大于谓词，谓词充当主语、宾语则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饰词则
不能充当主语、宾语。
其他各类词的句法功能也有相似的情况。
因此，词类句法功能的精密化是汉语词法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而不能简单地用一句“词类多功能”来
概括。
上述这些语义方面、功能方面的内容无疑是汉语语法体系中词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汉语语法体系建立
的基础。
因为没有词法的语法体系是难以想象的。
　　2.关于句本位说。
　　关于句本位说和句本位语法，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中曾经很准确地指出其弊病，此处不再
赘述。
应该指出的是，句本位说和句本位语法也有其合理之处，也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第一，句本位说看到了汉语的词类同印欧语语言的词类的不同，没有形态变化，因此应该根据词
类的功能划分汉语的词类。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指出：“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
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这是国语文法和西文法一个大不相同
之点。
”　　第二，由于汉语的词类没有形态变化，因而汉语的词法比较简单，所以句本位说认为汉语语法
研究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句法上来，以句子的结构为基点来研究汉语语法。
句本位语法以这两点为基本思想，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尽管这种探索存在着种种不足，其结果也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无疑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有价值
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从词组本位语法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句本位语法上述两点基本思想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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