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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汉语语法纲要》对汉语的历史、文字、音韵以及古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则作出了简要的说明；
集中讨论了古汉语的主要句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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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a)是(b)此(c)彼(d)斯(e)兹(f)“实”和“窘”(g)时(h)夫(i)尔(j)若3.疑问词4.不定代词第十章　副词1.
名词用作状语2.用如副词的形容词3.用如副词的动词4.用如副词的数词表达形式5.有“然‘如”等小品
词的富有表现力的副词第十一章　否定1.p／f否定词(a)不(b)否(c)弗(d)非(e)叵(f)盍2.m／w否定词(a)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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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十五章。
在对汉语的历史、文字、音韵以及古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则作出简要说明之后，作者从对各种谓语的分
析入手，集中探讨了古汉语的主要句子类型。
然后，就一些颇具特色的语法现象如名词短语和名物化，话题化以及语法成分的突显，否定方式，代
词及相关词语，体、时、语气，表示包含或限定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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