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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贵州师范大学张先坦博士数月前就将其新作《（读书杂志）句法观念研究》的书稿寄来我处，随
后，其师白兆麟教授又从美国打来越洋电话，命我为先坦的新著写一小序。
先坦乃白兆麟教授之高足，白教授不仅精于训诂，而且深谙文法，近年来，先后有大著《〈盐铁论〉
句法研究》、《文法训诂论集》、《文法学及其散论》等见赠，拜读之后，获益匪浅。
先坦继承其师衣钵，得其真传，博士论文即为《（读书杂志）语法观念研究》，本人曾为论文的评阅
人之一。
现在先坦取博士论文中的部分内容，经反复修改润饰，写成此书，并即将付梓，命我写序，似不可推
诿。
于是在认真拜读先书稿后，写下几点读后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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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师范大学张先坦博士数月前就将其新作《（读书杂志）句法观念研究》的书稿寄来我处，随后，
其师白兆麟教授又从美国打来越洋电话，命我为先坦的新著写一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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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先坦，汉族，男，1959年生，江西古安人，先后就读（或进修）于南昌大学、贵州大学、安徽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文学博士。
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贵州省语言学会理事，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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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严重缺陷：“零散分析，不成体系。
”①这实际上与前面几位学者的观点是无区别的。
这些论述所涉的“语法学”的含义显然不等同于胡适、王力等人所谓语法学的含义，指的是实用目的
上的语法分析事实，而不是语法学体系。
　　由此看来，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他们对“语法学”这一概念内涵的界定不同。
难怪有人调和说：“有人说中国语法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这话又对又不对。
如果只从工898年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算起，那当然是够年轻的；但是我国早在战国时期的《春秋
》注释中就有类似语法的分析，此后又经过长期的孕育酝酿，有自身的传统，这样看来，中国语法学
又可说是一门不年轻的科学了。
”②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明确，即现代的“语法学”（《文通》以后）与古代的所谓“
语法学”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其区别是更重要的，我们绝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为了避免这种混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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