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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庆株（1942～），生于天津静海县，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著作
有：《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等。本书收有：“词组的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分期
问题”、“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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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庆株，汉族，1942.10.30生于天津市静海县。1981年毕业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曾任南开大学
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1988.3—1998.7）。主讲现代汉语（优秀示范课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校级优秀课程）等十几门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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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结构、语义、表达研究琐议——从相对义、绝对义谈起词组的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分期问
题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顺序义对体词语
法功能的影响吋量宾语和动词的类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能愿动词的连用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类
别和次序拟声词研究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街道名称及其构成方式汉语拼音：与汉字一起走向新世纪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发表40周年作者论著目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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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0年代初期语法研究深入发展，进步很快。朱德熙发表T《说&ldquo;的&rdquo;》，以研究的实例
介绍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曾引起热烈的讨论。范继淹等写了纯形式描写的论文。可惜好景不长，60年
代中期国内研究因为文革开始而被迫中断，一直到1978年才恢复。这段时间国外最重要的语法著作是
赵元任的集大成的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节译本题为《汉语口语语法》）。在研究和教学实
践中人们发现了原中学《汉语》课本语法部分对层次性注意不够的缺点，1981年对中学语法教学系统
作了修订，修订后结构主义色彩更加浓重了。　　这个阶段从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持续了整整半个世
纪，是结构主义由国外传人到在国内语法学术研究中取得支配地位的阶段。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传人之
初只有少数学者接受并应用，由于采用了这种比较精密的分析方法，发现了汉语的一些语法规律和语
法特点，显示了相对于传统方法的优越性，因而描写语法学的理论方法逐渐扩大影响，一步步成为占
据主流地位的理论方法。到80年代中期便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学理论，朱德熙建立了词组本
位的语法体系。　　诸家理论各不相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就各式各样。面对新的分歧，有人说语
法研究遇到了危机，甚至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前入的作法和成绩。在探索新路时有的重在理论方面，力
主改弦更张；有的在作扎实的具体工作时思考理论问题，认为要扩大语法研究的视野，可以从宏观与
微观的结合上、从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中找到出路。　　三 共性与个性并重的阶段　　一一走向成熟的
时期（1985一 ）　　这一时期现代汉语语法学理论建设初具规模；对象明确，方法更新；队伍壮大，
生机勃勃；视野扩大，领域拓宽；精细描写，深入发掘；成果丰硕，形式多样；空前普及；学术会议
经常举行。这说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走向成熟。　　由于寻找出来的汉语语法特点很多，在甄别哪
些真是汉语特点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中提出了特点的相对性问题。这就涉及了语言共
性和语言个性的区分问题。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影响，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发展到最简方案阶段，也
是共性、个性并重的阶段到来的国际背景和重要外因。对外汉语教学和计算机自然语言信息的理解和
处理也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对语言共性和语言个性要给予同样的重视。无论是发
现共性还是发现个性，都是同样有意义的。　　1985年前后即1978&mdash;1992年可以看做由第二时期
向第三时期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结构主义仍在继续发展，除了先此出版的萨丕尔《语言论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房德里耶斯《语言》等结构主义的经典性
理论著作都是在这段时间里相继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这十多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最为迅速的时
期，成果丰硕，超过了以前几十年的总和。例如：吕叔湘出版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出版
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语法答问》、《语法丛稿》，张斌、胡裕树出版了《汉
语语法研究》，陆俭明、马真出版了《现代汉语虚词散论》，邢福义出版了《复句与关系词语》、《
语法问题探讨集》，徐枢出版了《宾语和补语》，李临定出版了《现代汉语句型》，等等。一些学者
还陆续编写出现代汉语语法学史。　　从1985年起或者说1990年前后，语法研究的理论自觉性空前高
涨。朱德熙在1985年出版的《语法答问》中提出了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提出了结构、语义、表达三
个平面；1985．年胡裕树、范晓发表《试论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平面》，从信息论角度提出了在语法研
究中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理论；邢福义则总结出大三角（普通话、方言
、古汉语）和小三角（语表、语里、语值）两个三角的理论。人们已经注意到从汉外对比中、汉藏语
系亲属语言的比较中、汉语方言际语法比较中、汉语现状与历史的比较中（特别是从与近代汉语的比
较中）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的方法和方言类型比较法引入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人们自觉地探索语义语法范畴，在语法研究中把形式与意义更好地结合了起来。1985年举行了第一届
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1989年第一次郑重地对十年语法研究进行了总结，从此开始自觉地总结以往的
研究实践，1992年对《中国语文》创刊以来40年的语法研究做了总结。1993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对中
国十年语法研究进行总结的个人专著《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陆俭明）。　　多元化研究的新时
期开始了，语法研究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个阶段研究方法多元化了，既有传统方法的研究
、结构主义方法的研究、生成语法的研究，又有功能主义的研究。在本体研究中，人们研究视野大大
地拓宽了，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汉语语法，理论意识和创学派意识进一步增强，一些学者提出要拿出
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去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对等交流，要把以往全部有价值的成果接受下来，着眼点从单
纯描写转向描写和解释相结合。新时期是成熟期，提出了多种语法体系，对基本语法单位的不同选择
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既有单本位的语法体系，又有复本位的语法体系。在单本位体系中，除了
马建忠的词本位体系和黎锦熙的句本位体系，徐通锵又提出了语素（或&ldquo;字&rdquo;）本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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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提出了词组本位体系，邢福义提出了小句本位体系（小句中枢说）；在复本位体系中，除了
张志公的词和句复本位体系。笔者又提出了词和词组复本位体系，等等。功能主义正在日益扩大影响
，特别重视类型加参数的分析方法，已有不少论文发表，还出版了多种论文集，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
出这将是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研究外国语的学者、从事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的
学者和汉语学者走到一起来，给汉语语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老一代语法学者出版文集（《王
力文集》、《吕叔湘文集》、《陈望道语文论集》、《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
集》、《朱德熙文集》）。80年代初，中年的成绩卓著的语法学者邢福义、陆俭明、李临定
等1993&mdash;1994年分别出版了自选集，徐枢、吴竞存、龚千炎、徐思益、饶长溶、刘叔新、李晋荃
、于根元等也分别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或论文集。80年代和90年代成长起来的语法学者成为一支新的生
力军，一批人（如沈家煊、邵敬敏、李宇明、萧国政、袁毓林、沈阳、石毓智、陈平、张伯江、方梅
、杨成凯、吕文华、赵金铭、汪国胜、吴振国、陆丙甫、张黎、邢欣、戴耀晶、金昌吉等及笔者）已
经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和／或论文集。　　四 小 结　　总的来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走过了从着重语
言共性到着重汉语个性，又到共性与个性并重的发展历程。着重语言共性的阶段对微观现象比较重视
，着重汉语个性的时期对宏观方面比较重视，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时期把宏观和微观结合了起来。 　　
对语法研究及其分期问题有影响的因素有下面十大关系：　　1．专著和论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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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很难找的，我在很多网站都没找到，最后还是在当当找到了。这本书收录了很多马老师的
文章，很值得一读。
2、马老师写的文章非常好，语法研究的范文！
3、中年语法大家马庆株先生的自选集，篇篇文章堪称经典，语言学专业学生不可不读！
4、马庆株的语法书，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他的那个动词那块，论证方法很严密，思路很清晰，阐
述也很有条理。我觉得真真是不错的
5、靠“自动”“”使动“出名的语法学家，吴继章老师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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