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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范畴角度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代汉语"语用数"范畴初探》
的主要内容就是提出一个新的范畴：“语用数”，并在专题研究中运用“语用数”这一概念，对以往
没有触及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行考察，以求做出新的解释，并作为对“语用数”理论解释力的
一种反证。
　　第一章，绪论。
主要论述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以及语料来源等问题。
　　第二章，“数”研究综述。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介绍已有“数”研究的成果，包括“数词”的类别归属、“数词”用法的归纳和“数”系统的构建、
“数”范畴的类型学对比研究、“数”的文化意义探讨等。
此外，鉴于“数”、“量”两个范畴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往对于两者的研究内容互相交叉，我们也梳
理了和“数”研究密切相关的“量”范畴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包括了“量”研究中包括“数”研究的
内容。
　　在综合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和“量
”没有明确区分，造成研究内容多有交叉，影响了对各自问题的研究；二是现有的“数”系统不能很
好地解释相关语言现象。
　　第三章，“事件”及单一事件的语言学解读。
“事件”(event)这一概念和“语用数”具有密切关系，是判断句中名词性成分语用数值的基础，对于
其内涵，不同的学者理解各异，研究中的所指也很不相同。
　　本章从四个方面梳理了“事件”研究的已有成果：Davidson(1967)的“戴维森主义”Hecto-Neri
Castaneds(1967)的“新戴维森主义”和现代题元理论；Jackencloff(1972、1983、1987、1990、1992)提出
、发展的“概念语义学”(conceptual semantics)中的“事件”理论；Vendler(1967)、Verkuyl(1972、1993)
、Dowty(1979、1982)、Smith(1977、1991)及戴耀晶(1997)等情状类型研究中的“事件”研究；史有
为(1997、2001、2006)等的“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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