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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法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祖堂集》与《祖堂集》的语言，《祖堂集》的成书与流传，《祖
堂集》的语言，人称代词，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反身代词，集体代词，指
示代词，近指代词，远指代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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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广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毕、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获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爵占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史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语言接触研究。
著有《近代汉语助词》（沿文出版社，1995）、《唐五代语言词典》（与江蓝生合著，上海教育出版
社，1997）、《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与遇笑容台著，巴蜀书社2006）等。
在《中国语文》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卜篇，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北京大学王
力语言学奖等。
　　梁银峰，男，1972年8月生，河南濮阳人。
2001年在中山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2003年至今在复旦大学任教。
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汉语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等专著，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
　　龙国富，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曾在《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0余篇，有专著《姚秦详经助词研究》，
获优秀专著二等奖。
主持国家和省级课题各一项，参与国家和教育部课题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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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序导言《祖堂集》与《祖堂集》的语言1 《祖堂集》的成书
与流传2 《祖堂集》的语言3 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写作体例第一章 代词1.1 人称代词1.1.1 第一
人称代词1.1.2 第二人称代词1.1.3 第三人称代词1.1.4 反身代词1.1.5 集体代词1.2 指示代词1.2.1 近指代
词1.2.2 远指代词1.2.3 不定代词1.2.4 特指代词和旁指代词1.3 疑问代词第二章 数词和量词2.1 数词2.1.1 数
词的范围2.1.2 数词的组合规则2.1.3 数词的功能2.1.4 序数的表示法2.1.5 询问数量2.1.6 约数的表示法2.1.7
个别数词的用法2.2 量词2.2.1 名量词2.2.2 动量词2.2.3 量词“个”前数词“一”的脱落第三章 副词3.1 时
间副词3.1.1 时体副词3.1.2 时长副词3.1.3 承接副词3.1.4 频率副词3.1.5 重复副词3.2 范围副词3.2.1 表限
定3.2.2 表总括3.2.3 表类同3.3 关联副词⋯⋯第四章 连词第五章 介词第六章 助动词第七章 助词第八章 
判断句第九章 被动式第十章 述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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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人们对“语法化”以及种种语法演变的规律，对语言接触以及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等等谈
得很多。
这对汉语的研究（包括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加强理论思考，把正确的理论、观点、方法用于汉语研究，这会大大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
但是，理论思考必须以语言事实为基础。
如果对汉语的语言事实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而空谈理论，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强使汉语的
语言事实来迁就某种理论框架，那就更不值得效法。
而且，进一步说，任何正确的语言理论都是从语言事实中概括出来的。
现在的一些语言学理论，主要是西方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印欧语和其他语言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摆在我们中国语言学家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要运用这些理论，更重要的是还要发展这些理论，这就
更需要我们加强对汉语的研究。
我们的汉语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丰富的变化，在历史上又有多次民族语言的接触和交融，为什
么我们就不能从自己的汉语发展史的研究中总结出一些理论，为人类的语言理论宝库做出自己的贡献
呢？
汉语是世界上一种很有特色的、使用人口十分众多的语言，为什么我们汉语的研究者不能对语言类型
学的研究发表自己的意见呢？
这是我们汉语研究者在21世纪应该完成的任务。
要宪成这个任务，还必须从基础做起。
就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来说，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深入进行汉语语法史
的研究，然后从汉语发展的历史中总结出相关的规律，并上升为理论。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应该感谢近代汉语专书研究的作者，感谢他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
　　汉语语法研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21世纪应该有较大的发展。
怎样才能使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在新世纪中有更健康、更迅速的发展？
这是每一个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这一套“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丛书出版之际，几位编者要我写几句话，我借此机会谈了一点关
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意见，和大家一起商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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