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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尚书语法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成果，是我馆古汉语专书研究毓中的一部。本书对今文《尚书》的比
较重要的语法特点和语法规律进行了详尽地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有：今文《尚书》的语法特点；名
词、动词、形容词复音化的主要构词法；对数量词、代词、介词、连词、语助词、叹词的统计和分析
；对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双宾语句的研究等。是一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古汉语专书研究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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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王大年
一　今文《尚书》的语法特点
(一)　语音学方法和句法学方法是复音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主要构词方式
(二)　自称代词单复数不同形，对称代词“尔”代替“汝”同义类化的动因复杂
(三)　非数量词表示数量概念。“三”为定数，“四”表虚数
(四)　没有结构助词“者”和句末语气助词“也”
(五)　句首句中语气助词和叹词丰富；句末疑问语气助词十分贫乏
(六)　宾语前置有一些规则性的特殊句式
(七)　被动句处于语意被动句向形式被动句的发展过渡阶段
(八)　判断句谓语的限定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九)　双宾语句的动宾之间呈现复杂的语序排列，动词皆具施动的迁延性和双向性
(十)　省略句多不常见的省略方式，省略的语法成分比较复杂
(十一)　介词语法功能的兼职化正向专一化转变，所标志的语义关系显示出明晰的层级性
(十二)　连词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已出现相当数量复音连词和同义连词
二　名词、动词、形容词复音化的主要构词法：语音学方法和句法学方法
(一)　名词、动词、形容词复音化的语音构词
1．连音式构词：两个异形音节，单音节表音，复音节表义
2．叠音式构词：两个同形音节，单音节表音，复音节表义
3．附音式构词：两个异形音节，一个是附加音节，一个是表义音节
(二)　名词、动词、形容词复音化的句法构词
1．词素之间的语法关系
2．过渡性特点：词类的多样性和词形的变异性
3．构形的驱动因素
三　数量词和数量表示法
(一)　数词和数词表示法
1．基数及基数的特殊表示法
2．序数及序数的特殊表示法
3．倍数及特殊的倍数表示
4．约数及约数表示法
5．虚数及虚数表示法
6．分数表示法
(二)　量词和量词表示法
1．物量词及物量表示法
2．动量词及动量表示法
四　代词的用法及其特点
(一)　人称代词的用法及其特点
1．自称代词的用法和特点
2．对称代词的用法和特点
3．他称代词的用法和特点
(二)　指示代词的用法及其特点
1．近指代词
2．远指代词
3．虚指代词
4．无指代词
5．指示代词的特点
(三)　疑问代词的用法及其特点
1．单音疑问代词

Page 3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

2．复音疑问代词
3．疑问代词的特点
五　介词的语法功能及其辨析
(一)　介词及介宾短语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类型
(二)　介词的功能、特征及其发展变化
1．今文《尚书》介词总表
2．今文《尚书》介词的特征
3．今文《尚书》介词在历时、共时语言状态中的发展变化
(三)　几组介词语法功能和语义类型的异同分析
1．于、於、以
2．由、以、用
3．从、自、由
4．若、如
(四)　今文《尚书》介词与动词、连词、语助词的辨析
1．介词和动词的辨析
2．介词和动词辨识的语例分析
3．介词和连词的辨析
4．介词和连词辨识的语例分析
5．介词和句中语助词辨识的语例分析
六　连词的类型、特点及其词性界定
(一)　连词的语例统计和功能分类
(二)　连词的功能系统及连词的特点
(三)　连词的来源及其与副词的辨析
七　语助词的类型、语音特征、语用特点及其历时变化
(一)　语助词的类型
1．句首语助词
2．句中语助词
3．句首句中语助词
(二)　共时状态中的语音特征和历时动态中的语用特点及其发展变化
八　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
(一)　语气词的语用范围、篇目频次及其特点
(二)　高频语气词的语用对比及语气词的语用特征
九　叹词的类型特点及语音联系
(一)　叹词及叹词的语用词次分布
(二)　叹词的语用类型、特点及其语音联系
十　判断句的类型及其句法特点
(一)　今文《尚书》判断句的类型
1．肯定判断句
2．否定判断句
3．判断句组成的表示并列关系的复句
(二)　今文《尚书》和《史记》引《书》判断句的比较
(三)　西周金文与今文《尚书》判断句的比较
(四)　结论
十一　被动句的类型及历时比较研究的几点结论
(一)　今文《尚书》被动句的类型
1．形式被动句
2．语意被动句
(二)　被动句的发展过渡
十二　一般省略和特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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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省略的方式和内容
1．一般省略的方式
2．一般省略的内容
(二)　特殊省略的方式和内容
1．省略方式的特殊现象
2．省略内容成分复杂
3．省略内容过多
十三　双宾语句型和双宾语动词的选择
(一)　双宾语基本句型的完全式和省略式
1．双宾语基本句型的完全式
2．双宾语基本句型的省略式
(二)　双宾语基本句型的变化式
1．主语+动词谓语+间接宾语+于+直接宾语
2．主语+以+直接宾语+动词谓语+间接宾语
3．主语+动词谓语+直接宾语+于+间接宾语
4．间接宾语+动词谓语+直接宾语
(三)　双宾语动词及双宾语动词的特性
十四　宾语前置的常见形式和非常见形式
(一)　宾语前置的常见形式
1．疑问句的宾语前置
2．否定句的宾语前置
3．叙述句的宾语前置
4．介宾结构的代词宾语前置
(二)　宾语前置的不常见形式
1．否定句的否定词置于前置宾语之后
2．叙述句的双宾语句，间接宾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直接宾语仍置于动词谓语之后
3．叙述句宾语和动词谓语间不用结构助词的宾语前置
4．介宾结构中非代词宾语的宾语前置
后记
附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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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資料組織得很精妙。
2、    成语与谚语、俗语、格言等熟语在语言形式上很难区别。成语多有来源，而源自典籍的成语最早
可追溯到《尚书》。本项成果统计《汉语成语词典》，发现源自今文《尚书》的成语竟有近百个，可
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型结构”，即原始语言形式没有任何改动；二是“非原型结构”，即主要从
今文《尚书》中摘用相关词语组成或者对原始语言形式增删概括而成。越是古老的文献，成语的“非
原型结构”越多。在今文《尚书》中，“非原型结构”成语的原始形式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呈现出增
加、删减、改换、紧缩、移位、分取、组合、概括引伸等演变特点，最终全部演变为“四字格”。这
是由汉语简洁的特点和成语语用特点双重选择的结果。传统的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总会受到传播方
式、教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使传世典籍出现“讹、脱、阙、衍”等现象，造成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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