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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综合运用了结构主义语法、生成语法、从属关系语法、配价语法
、认知语法、构式语法、语言类型学等多种理论来研究动结式。
作者没有拘泥于一种理论框架或研究基础，而是根据描写和解释语言事实的需要，采用了多角度多侧
面的研究。
对所运用的理论理解得比较到位，运用得比较合理，使得《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具有较高的
理论含量。
特别是较好地坚持了句法形式和语义关系相互验证、共时分析和历史考察相结合的研究原则，使得所
得出的结论比以前的研究更有解释力。
　　近年来，句式构造和句式意义的关系成为句法理论的热点问题，其中对致使结构句法语义特点的
研究生成、检验和发展了很多新的句法观念和理论。
动结式作为致使结构系统的一种类型，是汉语句法系统中非常重要且颇具特色的句法结构，其句法语
义特点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项研究试图从动结式的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这两个角度来比较系统地考察动结
式在句法和语义这两个方面的特点，从而探讨句法结构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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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动结式的语义关系：　　1.0　引方　　关于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当前有两种基本对
立的观点。
形式主义语言学（尤其是乔姆斯基主义语言学）强调句法的自主性，认为语言能力是天赋的，对最能
反映语言能力的句法结构的分析不必要也不应该借助语义；功能主义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则
强调句法的非自主性，认为交际经验的概念化过程以及基于此的语义结构是句法结构的动因和基础，
因此任何句法结构的分析都离不开对语义结构或概念结构的分析。
我们对此不作评析，只是承认作为理论研究的信仰，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也都能在自己的领域
里比较好地解释某些现象。
本章的分析理念更倾向于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观念，赞同句法结构以语义结构为动因和基础，同时认为
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
我们对句法结构的地位和性质的基本理念是：语义关系对句法结构的形成起着促动作用，但这并不意
味着如果某个表达的语义关系相同，各种语言中相应的句法结构就应该形式相同；任何语言的句法结
构都自成系统，语义结构在向句法结构投射的过程中要受到该系统中相关句法现象的制约；句法形式
和句法意义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非只有单向的制约关系，什么样的意义需要而且可以句法形式化
，什么样的句法形式可以表达某种句法意义，是有一定的选择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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