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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唯理语法》

内容概要

《普遍唯理语法》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普遍唯理语法》相得
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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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唯理语法》

书籍目录

前言
普遍唯理语法
第一部分 字母和书写文字
1.论表音的字母，特别是元音
2.论辅音
3.论音节
4.论作为音的词，兼论重音
5.论作为文字的字母
6.论各种语言简便阅读的新方法
第二部分 词意的各种形式及其所依靠的原理和法则
1.为理解语法的基础，必须认识我们的思想过程；而这也是构成话语的词出现多样性所依靠的原理
2.论名词，首论实体名词和形容名词
3.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
4.论单数和复数
5.论语法性
6.论格，以及为理解某些格而必须讨论的介词
主格；呼格；生格；与格；宾格；夺格
7.论冠词
8.论代词
9.论关系代词
10.论关系代词（续）用这条原理可以解释的各种语法难点
11.探讨法语的一条规则，这条规则要求不能把关系代置于不带冠词的名词后面 　　12.论介词
13.论副词
14.论动词和动词的特性
15.论动词的人称和数
16.论动词的各种时态
17.论动词的各种式或语气
18.论不定式
19.论可被称为形容词的动词及其不同种类：主动动词、被动动词、中性动词
20.论无人称动词
21.论分词
22.论副动词和动名词
23.论通俗语言中的助动词
24.论连词和感叹词
25.论句法或词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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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唯理语法》

章节摘录

　　另外，除了断言以外，我们的意愿可以被看作我们的一种思想方式，因为人们在表达思想时，同
样需要表达愿望。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愿望，这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我们
可以期望某些独立于我们的事物，这时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愿望来表达，比如在拉丁语中用小品
词utinam（但愿，要是⋯⋯该多好），在我们的法语里用plut a Dieu（但愿）表示。某些语言，例如希
腊语，为此而创造了一些特别的屈折形式，语法学家称之为祈愿式④。在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中都有与之相关的形式，因为这些语言的时态具有三重形式。但是在拉丁语中，同一些屈折形式既可
用于虚拟式，也可用于祈愿式；于是人们从拉丁语的动词变位中删除了祈愿式，因为不仅表意方式可
以是多样的，而且不同的屈折词尾也应当表示各种语式。　　2.当我们觉得可以让某件事发生，但又
并不愿意让它真的成为事实时，需要使用另外一种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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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唯理语法》

精彩短评

1、读《文通》时应与此书对读
2、三颗星是想说自己看不懂⋯⋯普遍似乎不怎么普遍啊，来去只是拉丁语和法语，德语在后半部分
小小地冒了一下头⋯⋯如果看在其中的逻辑分析份上的话，唯理倒也挺唯理的，但由于个人对语法研
究史方面知识的缺乏了解，所以无法体会这本“巨著”的划时代意义⋯⋯好困⋯⋯
3、经典研究著作，值得认真研读、收藏
4、确实唯理，但不普遍，例子仅用法语和拉丁语。
5、古物。。。
6、其实不是很“普遍”，这种语法套不进中文，那时候西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还是有限。。
7、读的选段。不错
8、将语言哲学的，深入到哲学层次学习语法的好书
9、有意思，值得研究。
10、法语相关，太简单了
11、2016年4月28日。不是说书不好，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读的必要了，可能索绪尔的更为普遍接
受。这个书确实太老了，研究对象也比较局限，方法较为质朴，哪怕对于语言学学生，都不再推荐。
12、高中年少无知买的老古董。。。
13、读的精选片段，不算读过，打记下。

Page 5



《普遍唯理语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