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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研究，有两种境界。
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在于“学问乃为己之学”，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
又王阳明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
道固自在，学亦自在。
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
”此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境界，在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欲至两种境界之一，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以免荀子所谓“为学大病在好名”之病。
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秀美的喻家山阳，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圣殿的学术中人，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俊，
教书之余，或以研促教，培英育才，或以研自娱，陶情冶性。
不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幸未染追名逐利之流风，宁静邀游，沉潜于思，自有心得，行诸文字，
“成一家之言”。
此“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也。
本丛书，或论文结集，或学术专著，大体论析深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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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文章22篇，12篇讨论历史语法，5篇讨论方言语法，其余5篇是作者的读书笔记。
讨论语法的文章，有的是就某一语法范畴发言，有的是就某一个或某一类语法成分发言。
前者涉及的问题有：处所词及处所表达，元代汉语的比拟式，元代含“得”和“不”的述补结构，宜
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都话重叠法构成名词，武汉话由“V他”形成的祈使句，等；后者涉及的
问题有：事态助词“去”，选择问记号“还是”，助词“底”，元代北方汉语中的语气词，《元曲选
》宾白中的介词“和”、“与”、“替”，宜都话的疑问代词，宜都话的助词“在”，等。
作者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做了把历史事实同方言事实打通的努力，以方言证历史，以历史证方言
，以增加文章的论证性。
本书收的文章可以为治历史语法和方言语法的同志、为从事古汉语教学的同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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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祖堂集》中的助词“去”选择问记号“还是”的来历助词“底”来源之
我见元代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元代汉语的比拟式元代北方汉语中的
语气词元代含“得”和“不”的述补结构《元曲选》宾白中的介词“和”“与”“替”从反复问句的
使用情况看《元曲选》宾白的明代语言成分方言中“把”的给予义的来源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
都话的疑问代词湖北宜都方言助词“在”的用法和来源宜都话重叠法构成名词武汉方言中由“V+他”
形成的祈使句词义札记元杂剧用成句《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商榷说“同形字”武汉人怎样识别入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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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用意，就是用成句的意义，曲文所用的意义跟它们在原作中的一致或者基本一致。
《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碧”、“黄”二句出范仲淹《苏幕遮》，原作“碧云天，黄叶地”，写秋景；曲文借入，也是写
秋景。
写景的句子容易用得自然，读者可以仅凭字面求得通解，一般不会构成阅读上的障碍。
另一些句子是叙况、述怀、言情或者说理的，用在曲文里面相当一个典故，这就需要先查明出典，联
系原作弄清含义，而不能单凭字面来对付了。
元刊本《贬夜郎》第二折［醉太平］：“他子大（只待）一鞭行色催人去，我怎肯满身花影倩人扶。
”“满身花影倩人扶”是个成旬，出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
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联系原作，我们知道这一句是写醉后步履蹒跚，要让人扶着回去。
曲文所用，基本上可按原意理解，但要稍作变通。
上句说高力士奉旨召李白进宫，催促得紧；下旬说李白虽已酩酊大醉，仍然依恋酒肆，不情愿随行。
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曲家安排剧情的时候，显然是参考了这首杜诗的。
元刊本《陈抟高卧》第二折［梁州第七］：“一身驾云，四溟八表神游尽，觑浮世暗中哂。
坐看蟠桃几度春，抵多少华屋生存。
”这几句曲文大意可晓，无非是说仙家生活快活逍遥，非尘世可比。
但“华屋生存”不知所云。
原来这句话有‘出典。
曹植《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意谓富贵无常，生年有限，终不免一把骨头埋进丘山。
曲家只引了上旬，但上下两句意思是连贯的，看了上旬，必然要带出下旬。
曲家正是要用这两句现成的诗来概括人世的忧愁烦恼，同仙家的快活长生构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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