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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语言学问题解答》认为，汉语是用在语句中建构形象的方法来展示世界，而不是用分析的方法
来说明世界，因此，汉语是形象化的语言，于是就可以用形象分析的方法来解释汉语。本书便用这种
方法对汉语的字、词以及各种句式进行了理性的解释，而且对传统语言学的某些描写也从理论上予以
论证。本书以问答作为解释的方式，因而解释的针对性和逻辑性都很强。所解答的问题都取自语言事
实，因此实用性也很强。
本书解答的问题分属于六大类，即：①汉语的一般性问题；②汉字的一般性问题；③实词的一般性问
题；④关于趋向动词的问题；⑤一些常用虚词的问题；⑥关于几个典型句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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