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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法分析悶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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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法的研究，從1898年馬建忠著的《馬氏文通》問世以來的八十多年， 由於

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精心探討，特別是三十多年來國內專家學者和語文教育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初步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比較切

合漢語實際的漢語語法體系，為漢語語法的教學提怯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這並不等於

說漢語語法的研究已經完美無缺，達到了登臺造極的地步了。不是的，由於漢語本身的

特點缺乏發達的形態，許多語法現象主要不是通過形態來表現，而是通過詞序或語序的

關係來表現，這就造成了分析的困難，所以至今問題不少，不僅方法、理論還得不到統

一，甚至連有些術語、定義、現貝.u及體系也還沒有完全取得一致的意見。

呂叔湘先生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可以說是近年來漢語語法研究中一部十分重要

的著作。從表面土看，這部書“似乎"只不過是一本“小冊子弋但實質內容卸是一部高度

“濃縮"了的專門研究漢語語法的巨著。

呂先生這部著作有如下幾個優點:

一、總結了近幾十年來漢語語法研究取得的光輝成果，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孤立地指

出了漢語語法基本單位一一詞、語素、短語及其分類、句子成分和結構層次、句子格式

及其變化等方面在研究中昕存在的各種問題，並嚴密地、科學地論證了問題的癥結昕在。

二、提出了許多自巴多年來經過精心研究後昕得的結論及建設性的意見。例如，關

於漢語語法範疇“主要依靠大小語言單位立相結合的次序和層次來表達"的結論;關於漢

語的結構層次，“任何一個語言片段都是由若干個語素組成的，但不是一次組成，而是

......先有兩個語素的結合，然後眼第三個語素組合，或者跟別的語素組合相結合，這樣一

層一層組搬起來"的結論;以及關於研究漢語語法不能“根攘單一標準，而是常常要綜合

黨方面的標準"的結論，等等。

三、批判地介紹了當前世界上在語法研究中幾個不同學派一一傳統語法學誠、結構

主義學派和轉接生成語法學派的優缺點，明確地指出了今後漢語語法研究的方向。

作者寫這本書，正如他在“序"言襄說的，“目的在於促使讀者進行觀察和思考。所

希望得到的反應，不是簡單的‘這個我贊成'，‘那個我不同意'，而是‘原來這襄邊還大

有講究:因而引起研究的興趣"。“如果通過對問題的分析和說明，能夠把研究工作向前

推進一步，那也是‘固所願也'。"因此，這本書對於從事漢語語法研究的專門家、漢語

文教育工作者，及對漢語有興趣的人都是很值得一讀的一本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