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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6年9月，在武汉，在华中师大的桂子山旁，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青年）。
这一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期年轻一代开始登上中国语法学的历史舞台。
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2005年我们在金华浙江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九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就显得特
别有意义。
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充满了自豪、勇气和信心。
　　目前，国内系列性的有影响的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系列是中国社科院语
言研究所主办的“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这是由当时的中年语法学家倡议，并且得到吕叔湘先生、
朱德熙先生的支持，当时简称‘‘中老年语法讨论会”，以区别于“中青年语法研讨会”，基本上每
两年举办一次（1981年北京密云、1982年北京香山、1984年延边、1986年北京八大处、1988年北京槐树
岭、1990安徽大学、1992年南开大学、1994年苏州大学、1996年黑龙江大学、1998年北京大学、2000年
安徽师大、2002年湖南师大、2004年福建师大、2006年上海财大），一共举办了14次。
第二个系列就是我们这个“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它是在继承并发扬前面那个语法讨论会优良传统
的基础上举办起来的，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这一研讨会由新时期培养的年轻学者为主体，得到了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胡明杨、王维
贤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支持。
特别要指出的是，陆俭明、邢福义等先生对这一研讨会给予了长期的一贯的热情支持。
这被称为“中青年语法研讨会”，1986年在华中师大、1990年在华东师大、1992年在南京师大、1994年
在安徽师大、1996年在华中师大、1998年在北京大学，20世纪一共举办了6届。
后来，为了更好地显示我们研讨会的创新特色，也为了更好地跟国际接轨，吸引更多的境外同行参加
，在徐烈炯先生和香港朋友的大力支持下，进入21世纪后改名为“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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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跟语义范畴有关概念的共识　　西方语法理论的"性、数、格、位、时、体、态"等语法范畴是
根据一定的语法形态概括出来的，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研究汉语语法，已经证明很难走得通；而我们所
说的语义范畴则跟语义特征、语义关系息息相关，并且得到了隐性语法形式验证。
我们坚信，从这样的语义范畴出发，才是适合汉语特点的新的语法研究思路。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分析基本认同，那么我们在给若干跟语法意义有关的概念下定义之前，就可以
达成一些共识：　　（1）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语用意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决定语法形式，并且
受到语法形式的制约，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2）所谓范畴，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对事物的特性及事物间关系的高度概括，包含三个要点
：特征、关系、概括。
　　（3）语法范畴包括形式范畴和语义范畴两个方面。
根据语言的特性，既可以着重于形式范畴的研究，也可以着重于语义范畴的研究。
两者只是出发点和重点不同而已。
　　（4）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语义范畴。
按照语义特征的类别聚合决定了语义的特征范畴；按照语义的选择组合决定了语义关系范畴。
其中，语义特征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
　　（5）语法意义具有某些重要属性：内涵的抽象性、外延的概括性、形式的可证性、存在的客观
性@和本质的决定性。
　　（6）语法意义是一个交叉的网络系统，而且在语法内部关系来说，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具有对
应性、交融性和相对性。
　　（7）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结合为某个句法结构体，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研究对象来
讲，语法意义以及语法形式应该而且必须分开来研究，即它们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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