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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讲语法和修辞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把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讲，另一种是把语法和修辞作
为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进行讲解，本书是采用后一种讲法。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专讲语法，下编专讲修辞。
　　讲语法和修辞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着眼：一种是从运用的角度讲解，帮助读者正确掌握语法和
修辞规律，指导语言实践，例如在中学针对中学生、对外语教学中针对外国学生讲解语法和修辞规律
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说话和读写，正确运用汉语。
另一种是从分析的角度讲解，帮助读者正确分析语法和修辞现象。
本书主要是从分析的角度进行讲解，但也适当注意到语言运用的问题。
语法学和修辞学是汉语语言教学中都深有体会，如果不知道一个字的读音和一个词的意义。
可以查字典和词典，而不知道一个语法或修辞的问题，却往往无书可查。
这是因为语法和修辞都是带规律性的门类，其用例是无限的，语法学家和修辞学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
疑难问题，从方法论入手，力图让读者在掌握了一定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能自己解决有关问题。
除了有专章讲解句法分析的方法外，基本上语法和修辞的每一章都各针对具体的问题明确说明所应采
用的分析方法。
　　本书不是语法和修辞的普及教程，但为了适应不同水平的读者，讲解时尽量深入浅出，在一定程
度上照顾到语法和修辞的系统性。
本书以1988年公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和当代通行的修辞学系统为基础，但又有所
扩充，适当吸收了语法学界和修辞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汉语语法和修辞的研究历史，对一些
疑难问题力图使读者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并在每章末提供参考书目，便于读者进一步学习和
研究有关问题。
本书对于了解语法和修辞研究动态，学会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有关问题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本书可以作为大学的&ldquo;语法和修辞&rdquo;主修课教材或选修课教材，可供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参
考，还可供语言研究生及其他语法修辞研究者参考。
　　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参考了前人和时贤的一些论著，得到了西南师大翟时雨教授和重庆师
院黎新第教授的鼓励和指教，得到西南师大出版社宋乃庆、胡国强、李远毅、康莉蓉同志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月蓉　　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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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对现代汉语语法和修辞学
中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分析讲解。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专讲语法，下编专修辞。
针对语法和修辞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从方法论入手，力图让读者在掌握一定的分析方法的
基础上能自己解决有关问题。
本书为了适应不同水平的读者，讲解时尽量深入浅出，以1988年公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
用）》和当代通行的修辞学和语法学为基础，又有新扩充，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因而本书可作为大
学的语法和修辞主修课、选修课教材，可供中学师生学习参考，还可供语言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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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法概说　　第一节  语法和语法系统　　凡是大脑和发音器官发育正常的人都能学会说
话。
一个人一生中说出的不同句子数不胜数，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要人教，只要学会了一些句子，掌握了
一定数量的词汇，我们就能理解过去从未听到过的句子的意思，也可以说出自己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句
子。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句子的构造有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有限的，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则，人们就可以理解和
生成无限多的句子。
我们可以用小孩儿学说话的例子来说明句子的结构规则。
一个小孩儿学会了&ldquo;我要糖。
&rdquo;这个简单的句子，以后又学会了其他一些词，他就可能自己换词造句，类推出很多同类型的句
子：　　我要糖。
我要苹果。
我要洋娃娃。
&hellip;&hellip;　　我要糖。
妈妈要糖。
爸爸要糖。
&hellip;&hellip;　　我要糖。
我吃糖。
我买糖。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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