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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法的认识语义基础》研究的理论纲领是基于对认知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借鉴、先贤成果的吸收
、特别是作者自己过去研究经验的总结之上的，目的是探讨各种语法现象背后所存在的理据。
语法系统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具有开放性，它的形成、发展和使用受语义和人们认知的影响。
语义有各种类别，它们之间是有层次之分的，其中对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影响最深刻的是数量语义特
征，主要包括数目多少、时间长短、程度高低、离散&mdash;连续、定量&mdash;变量等。
《语法的认识语义基础》系统探讨了这些语义特征对汉语体标记、助词&ldquo;的&rdquo;、量词系统
、名词化、重叠等一系列最核心的语法现象的影响。
数量语义特征对语法系统的影响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共性，从汉语总结出的有关规律具有普遍性，并尝
试把这种规律应用到英语名词化问题的分析上。
此外，语义对句法的影响还表现在语义角色与句法结构的严格对应上。
汉语的语法结构可分为有标记和无标记两大类，无标记格式的语序完全取决于词语的语义角色。
　　语法与认知密切相关。
语法规则是现实规则通过认知在语言中的投影，可是一个语法系统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
够反过来左右人们的认知。
《语法的认识语义基础》探讨了各种各样的语法临摹现象，包括大音节的语法意义、社会平均值的语
法表现以及语法系统内部的各结构之间的相互临摹等。
认知也常常为语言发展的契机，本书以领有动词为例说明，词语的认知背景如何诱发新的语法现象的
产生。
同时，语法系统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本书以谓语结构在近代汉语的有界化说明，一些语法现象的出
现是语法系统内部调整的结果。
　　《语法的认识语义基础》是把新的理论思想应用于扎实、系统的现象分析之中，不仅对汉语语法
的许多核心问题作出了重新解释，而且还挖掘、讨论了许多新的现象。
本书对于大学有关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汉语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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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谓语位置上的形容词有如下几种对比用法。
（a）一般程度词诸如&ldquo;有点儿、很、太、非常、最&rdquo;等与形容词组成的短语，可直接作谓
语，一般不加&ldquo;的&rdquo;，比如&ldquo;那本书很好&rdquo;。
　　（b）有特殊感情色彩的程度词，诸如&ldquo;怪、挺、够&rdquo;等，不常与形容词搭配，它们构
成的短语一般要有&ldquo;的&rdquo;，比如&ldquo;这件事够麻烦的&rdquo;。
　　形成以上对比的原因是，作谓语的形容词所代表的已不是一种抽象的性质，它是属于主语所指的
事物的一种具体性质，其具体性质主要表现在，赋予一个性质范畴一个量级，通常是用程度词确立性
质认知域的一个成员。
在语言中就表现为，形容词作谓语多与程度词搭配。
正如数量词与名词的关系，程度词是确立性质认知域的成员，因此无需再用&ldquo;的&rdquo;来确立
。
相对地，&ldquo;够&rdquo;等非典型程度词，不是常用的确定性质认知域的手段，因此要借助
于&ldquo;的&rdquo;。
　　注意，前文提到的&ldquo;程度词+A&rdquo;做动词或者名词的修饰语时，要加&ldquo;的&rdquo;
。
这与该短语单独作谓语的情况不同。
前者指的是事物或者行为认知域的成员，后者指的是性质认知域自身的成员。
因为程度词可自动地划分性质认知域的成员，所以不需要&ldquo;的&rdquo;，但是对事物或者行为认
知域则不行，所以要用&ldquo;的&rdquo;来确立。
　　谓语位置上的形容词的另外一个对比为：　　（a）形容词单独作谓语含有比较或对照的意思，
只有在语言环境显示出比较或者对照的意思时，才可以只出现比较的一方。
比如，北方干燥还是南方干燥？
北方干燥。
　　（b）没有比较时，要加&ldquo;的&rdquo;。
例如，这苹果（是）酸的，水缸（是）满的，绳子（是）松的。
&ldquo;比较&rdquo;也是一种量的表达。
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所比较的性质程度很明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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