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當代語法理論到中國語法教學，

李告發

一、前言

當代盛行的語法理論是美國航士基數授 (Noam ;Çhomsky) 首創的衍生變形語法理論

(senerative崗位祖sformational. . gnunm前)。這一誠的學說主要的是承襲了傳統的語法理論

如'aditional gramm缸)，部分接受了結構學派(甜uctural訝。的嚴謹方法，再加上許多新

的觀念與方法。二十多年來，這一派新的語法理論，其影響昕及並不限於語言學這一

科，而且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如心理學、 1 社會學、 λ類學專等都深受其影響，改變了許多
傳統的觀念與方法。當然，以語法理論為基礎的語言教學法昕受的影響更大。比起結構

學派盛行的時代，i!年日語言教學在觀念上、方法上、技巧上都不得不做一些位正，以便趕

上時代的新潮流。其實，如何使語言教學更為有效，這才是語言教學者所最為關切的事。

中國語法是指通行於全中國的國語語法。教學的對象有的是以漢語寫母語的中國

人，有的是以非漢語為母語的人(包括中國揖內的少數民族以及大部分的外國人〉。對

於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學生，教材的編寫與教學的方法都應該做適當的調整，不宜完全相

同。以非漢語為母語的人要學習中國國語，必然會碰到一些共同的問題，有共闊的困難

要克服。因母語背景的不間，又有個別的問題要解決。

本文先說語言典語言學習提出當代的一些新觀念，再進一步探討如何教授中國語法

給母語為非漢語的人，特別是日本的學生。本文只作原則性的探討，並舉一些具體的例

證來加以說明。

二、對於語言典語言教學應有的一些新認識

根攝新的語言學理論，我們對於一般語言間及語言學習都要有一些新的認識。間還

些新的理論基體做為引導，從事語雷數學者才知道如何選擇最好的教材‘如何備寫最經

濟有效的教材，如何運用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遂成最佳的教學效果。

我們應具備以下新的智、議: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年八月廳邀在“七十年暑期中日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演講的內容。

承興鹽城先盒提供改道.見，特此聽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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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具有創造性

許多人都知道學習一種語言並不是只學其單字說夠了。如果不懂語法，即使知道所

有的單字，仍然不懂這種語言。要揖正懂持一種語言，說得要能把單字組成片語，把片

語組成句子。凡是精通叫種語言的人，他會說也許多他從來沒有聽過或學遍的新句子，

他也聽得懂別人所說的或寫的新句子。這說是杭士基所說的“語言使用的創造面.. (the 

creativc 阻:pect of 1an仰伊 usc，請參見 Chomsky 1965:6)。

傳統的語言學習方法之一是背誦。但背誦也得有所選擇，不可能整個語言都背誦下

來。因為旬于可以無限多，也可以無限長，所以要把一種語言的所有的句子都背下來是

不可能的事。何況人的腦容量有限，記憶力也有先天的限制，腦子襄如何能儲存無限多

的句子眼及無限長的句子呢?其實，學習語言主要的是學習語法想律。現律一定是有限

的。無限的句子可由有限的現律組成。我們只要學習這些想律，說能造出所有想要造的

句子來。當然，輝律都經由實際的句子衰現出來，在教學上也要以實際的句型去教給學

生。-種語書有那些語法想律，道固然主要靠語雷學家去研究、去發掘，但語雷教學者

也可凶器與這種研究工作，以便利語言教學之進行。

2. 語言的學習就是值遍的創追-一見宜興威人的語言學習

成入學習外語雖然與兒童習得母語 (language acquisition) 有所不間，但基本道理卻

大致一樣:語言的學習說是一種語法創遣 (grammar ∞nstruction) 的過程。 。

觀察兒童的成長、認知能力(∞，gnitive capacity)、語言學習的過程，以及研究人腦

的結構與功能之後，我們說可以做以下的認定:人類與生偎來其腦神經說已具備學習語

言與使用任何自然語言的條件。研究見章習得語言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尋t完成人學習外

語的良好途徑。

見童習得母語有以下的現象: C 一〉兒靈之習得語言並非把昕有的單字眼句子存在

記憶中。雖然單字有限，句子卻無限多，昕臥不能算記偉(參見前文第 1 節) 0 (二)

見車線習創逼他從沒說過的句于，也練習聽別人講他從沒聽過的句子。(三)由於土述

的兩個原因，因此見童必得學習姐律以便有創造性地使用語言。(四)沒人敬他這些輝

律，這些觀律是他根攝他在週團所聽到的初步語言材料 (primary lin郎自由 data) 而歸納

出來的。見畫有先驗的語言理論來創造他研聽到的語言的語怯。 C參見 Fromkin and 

Rodmao. 1978.a4坊。
有關見軍習得語言，有以下各種學說: (-)模的說. (二)斜正錯誤說. C 三)創

追語怯說。當代許多語言學家、發現前兩種學說有不少的福洞，因而傾向於揉用第三種的

說法。誠然，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某種程度的模的是絕對必要的。但仔細觀察兒童的

發音跟他們所造的句型，處處顯示他們學習語言並不是單純的模的，而有不少的創造。

至於糾正錯聽，即使有人都麼傲，其效果也很有限。兒童分幾個階康在創造自己的語法

緝律:在某種階殷只能創造某種程度的想律，不闊的攝律限定了句子的構遍。兒童從最

每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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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規律;還漸進步到最讓雜的想律，這是依序漸蠱的，有蝶理可循的。(事見Fromkin

個.d RodDian 1978:250-254)。兒章制定最簡單‘最廣泛的、最普遍性的攝律。連個現象

很可供語言數學者的書考。教成人外語也應從最基本的、最普遍性的規律開始，而後循

序漸進，最後才敢到較疆維、較校節的語法輝律。最重要的，成人學習外語也是一種語

法的創造過程，不能把他們當做只是機械式的模的而已。尤其成人更注重理性的推理。

成人學習外語與見童習得母語，確實有-些不間~ (一〉語雷學習有年齡的限制，

黃金時代乃在兒童時期，因而成入學習外語的效果較差，因此更需要有耐心、輿般力。

(二)成人學習外語，其母語的現象會造成某些干擾。〈三)成人學習外語較多心理土

的負擔，時間也較受限制。(四)成人需要較多的斜正與教師的輔導。

3. 語法規律的問他

凡是自然語言都有組織、有系統、有結構。也說是說，每一種語言都有一整套的組

律。駕御一種語言的本領(∞mpcten明)乃在於全套蟬律的內化(internalization)0

一般說話的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研以然，雖然已經內化有其母語整套的語法巍

律，但實際土並不知道這些規律的存在‘或超律為何物。語言歡學者說要以明示或暗示的

方法使語言學習者學到這些規律，直到精通消化而成為使用這種語言時的自然氣勢。還

種內化的過程，教師與學生雙方都要賣不少的精神與時間。對於我們已經精通的母語，

我們可且不知道(實際土多數人都不知道〉有那些規律，但學習新語言時，說需要了。

一個人如果能夠正確地判斷那些組合(包括單字、片語、句子〉是屬於這種語言，

那些組合不是，即使那些組合是他從來沒聽過的，他也能判斷，例如，一聽到“我走

先"， “我有吃飯"一類的句子，說知道這些不是圓語的說法，這種人說巴內化7國語

語法想律了。

4. 語言有其道世

自然的語言都有共遍性，也說是有共同的組律知到versal rul個}。因為世界止的語言

都大同小異，因此成人學習外語並不是一切從頭學起。事實上，許多外語的現象在其母

語已具備，故不需每樣都重新學習，所要學習的主要是兩種語言的差異。這一來，語言

數學也就有了重點，知所取搶了。

沒有血雄關係(那netic relatio凶趾妙的語言，表面看起來差別相當大，但本質上卻

大致相同。因為總是人類的語言，有很多道理相遍，跟其他動物的溝通系統說有顯著的

不間，昕臥基本土所有人類的語言都很相似。這一個事實為語言學習與教學雙方都省掉

許多麻煩。

前文提及每一種語言的何于無限多，因此理諭上不可能每個句子都去學、都去記

住。好在組成句子的語法組律是有限的。我們學習語言的重點說是對於這些有限鐵律的

掌置。然而，想律雖然有限，還是相當多的。放眼全世界，至今還沒有→位語言學家能

夠寫出任何一種語言的全部組律來，包括有許多專家學者一直在研究的英語、漢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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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等大家所熱知的語言在內。誰知道中國國語一共有那些現律?如果連一個研究國語語

法的專家學者都不知道國語共有那些蟬律，那座時一個國語教學者如何去歡那些巍律

呢?

幸而語言有共遍性，許多最基本、最重要的親律都不必敬，學生不學說己組知道

了。這些包括各種語蠶的、語句的、構謂的、語音的組律。(參見 Chom.sky 1965:27-30) 
國語教學者昕要敬的主要是國語語法的特敏。這些特徽是其他語言既沒有或很少見

的現象。這說是國語語法的“個別緝律" (lan伊age-sp倒fic ru1臼)。這說已經相當多了。

5. 語言教學者最好具樹兩種語言的語法知儼

一位優良的外語教師必領具備兩種語言一一學生的母語與所學習的外語一一的使用

能力而外，尚須要有這兩種語言的語法知識。如此，他才能比較遺兩種語言的同異，才

能暸解學生的困難何在，再加強這兩種語言差異的訓練。比較兩種語言的異同說是對比

的研究{∞n個.stive study)，在外語教學上有實際的用處。

兩種語言的共同現象，除了上文第 4 節所討論的語言的共遍性而外，可能還有類型

的相似性 (typolog!也.1 similarities)，必及有血韓關係的“親屬律" (genetic rules)。在語

言教學土，凡有以土這些共同現象的都不會造成太大的困難。

H;t日本學生學習中國國語而言，這兩種語言雖有文化移惜的關係，<!l但並沒有血據

闢係，也就沒有親屬律可言。在類型上也不同，例如，漢語的次序是:主語+動詞+賓

語〈簡稱 SVO)，而日語的次序是:主語+賓語+動詞〈簡稱 SOV)。同一類型的語言含

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例如，凡是動詞在句首或句中的如漢語，助動詞在主動詞之前;凡

是動詞在旬尾的如日語，其助動詞在主動詞之後。叉如，漢語為前置詞的(prepositional) 

語言，而日語為後置詞的 (postpositional)語言。以上這些都顯示這兩種語言在語序類型

上的不間。(參見 Greenberg 1966: 73-113)。

從構詞的類型方面來說，屬於漢藏語系的漢語基本土是祖立型. (isøla世ng type) 的語

言，而屬於阿爾泰語系的日語是黏貼型 (agg1utinating type) 的語言。漢語缺少動詞或

時憊的變化，而日語動謂多各種詞尾的變化。因此，日本學生學習中國話，在遣一方面

較容易;反過來，中國學生學習日語面對各種動詞的詞尾變化就難了。

現代學者如高本漢先生 (&mh缸d Karlgren) 認為中國語的三個特質是: (一)孤立

性， (二〉單音節性， (三)有聲調。前二項屬於構詞的形態，從學習者的立場來說，

並沒構成特別的困難，倒是第三項聲誦，是日語所沒有的語音現象日， 學習起來較困難。

比較兩種語言的語法特點，教師就可臥知道要加強訓練那些特點，尤其是學生母語

所沒有的特點。I

6. 還揮部-種擻，法 $ 

語言教學法有很多種，每一種都有人試過，都可間達成某種教學效果。語言教學

@ 日語雖然犬量借用模字與調囊，但其籍法結構並不受影響。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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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細分有十多種。且下數種較為人熟知: (-)翻譯法 (tran也.tion method.) , (二)
直接教學法 (d控制 me'曲“)， C 三〉聽講教學法 (aural-oral 或 audio-1ingual me也ω)，

也吽傲語言學的教學法(linguistic me也od)。眼直接教學法相似或密切相關的有: C 四)

自然法， C 五〉心理法， C 六〉口語法， C 七〉語雷控制法. C 八〉模訪記憶法， (九)

練習一理論法。此外還有側重不同目標的: C 十)閱讀法" (十一)語法法， (十二)

語法一翻譯法， C 十三)活動法. (十四)單元法. (十五〉同諒字法. C 十六〉雙語

法。(參見 Mackey 1965: 151-155) 。

傳統的翻譯法使用起來最容易，教師不需經過特別訓褲，甚至自己不會講的外語也

可以敬，學生也容易聽懂，但最大的缺點是學生沒有練習聽跟講這種語言的機會，只有

培養閱讀眼分析這種語言的能力。如果只是為了閱讀能力，還種方誰還可垃l使用。實際

上，今日仍有不少語言教師在使用還種傳統的老方法。

直接教學法的優點是學生有很多聽輿諧的擁習，何 在聽堂土每個人都積極參與。打好

了聽與講的基磁之後，閱讀輿寫作也說容屬了。這種敢接很徹底，但需要很多觀堂上的

練習時間，而且教師本身的口語能力一定要好才行，準備教材教具也很費時間。巖禁使

用學生的語言，是這種方法的特點，也是其限制。有時會碰到難以溝通的地方。

針對直接教學法的缺點而略加修改的方法有很多種，如前文所列舉。其中一個辦法

是容許使用學生的語言來解釋困難、抽象、語法結構等各芳面的問題，多數的時間仍然

使用所要學習的外語。也是從口語入手，先訓練學生聽輿講得流利了，然後才練習閱讀

與寫作。還種方法就吽做“語言學的教學法"。

較新式的教學法都盡量使用醜聽教材、具體事物、圖片等各種教具來輔助語言教

學。
沒有一種教學法是絕對的好，或是絕對的不好。最重要的是教師要能靈活運用。掌

握教學的目標，維持學生的興趣，要經常變換課堂土的活動，讓每一個學生都有參與感。

不管操用那一種教學法，都要以實際的例句教授語法結構，不宜只談理論。

三、中國語語法特徵

語法的範圍很廣，中國國語語法不是一本書寫得完，更不是一篇文章昕能詳細討論

的問題。本文試舉過點來說明中國語與日語的不悶。當然還有許多不闕，有待大家來共

同研究。

1. 語厚

語序的不同純屬表面結構的現象，顯而易見。如前文第二節第 5小節所提及，中日

語屬於不闊的類型，語序有顯著的不間。日本學生學習漢語，要轍習扭動詞放在賓語之

前(當然，漢語有些句型如“把"字句動詞也在賓語之後)，助動詞要放在主動詞之

前，介繫詞要放名詞之前等等，都得跟一盤句型多作練習，以養成習慣，等到習價底自

然，語序才不會弄錯。否則，日語的習慣會轉移到漢語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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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每組各有兩個例句，第一側句是漢語的正確語序，第二例句是依日語的習價而

可能造成的錯誤語序:

( 1 ) 他打了孩子了。 (SVO)

，他孩子打了。 (SOV)

( 2 ) 小偷向公園逃跑了。(前置詞)

.，1、愉公園向逃跑了。(後置詞〉

( 3 ) 馬比狗大。(連接詞在賓語之前〉

*馬狗比大。(連接詞在實語之後)

( 4 ) 我要買房子。(助動詞在前)

，我房子買耍。(勤勤詞在後)

( s ) 明天下雨，我說丕室。(否定詞在動詞之前〉
﹒明天南下，我說去不。〈否定詞在動詞之後)

類似還種扶序的不間，不勝故舉。當然中、日語也有不少攻序相闊的，例如形容詞

都在名詞之前，說不需特別轍習了。

2. 量調

漢轍語的一個特徵是各種名詞使用不闊的量詞，例如:一本書.一按筆、一匹馬、

一頭牛、一條魚、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據房子、一棵樹、一根草、一朵花、一穗玉
米、-架飛機、-部汽車......。按照日語的習價用法，日本學生可能把“一本書"說成

“一冊的書"或“書一冊"，把“一枝筆"說成“一本的筆"或“筆一本"，把“一悔

魚"說成“-阻的魚"或“魚一匹"等等。有些量調固然可以明白說出道理，有些卻不

容易。學習遺些暈詞的外國學生，要個別學習並記住就感到很難了。好在這些量詞大都

可以“個"來代替，在教學上也可臥先歡會學生使用最適用的“個"字說行了。日本人

因為漢文接觸得多，對於這些漢語的量詞還不感到特別陌生，但歐美人說感到很頭疼

了。

3. .iEJi.間旬

漢藏語的正反問句法是 A-not-A 句型，還是日語研沒有的，例如:

( 1 )你來不來?

( 2 )他敢不敢打賠?

( 3 )你買書不買書?

心( 4 )你買書不買?

( 5 )你買不買書?

還種閱何法的組成成分可能是主動詞，如倒( 1 );也可能是助動詞，如倒( 2 );也
可能是動詞組，如倒( 3 );也可能是部分動詞組，部分動謂如例( 4 )或( S' ) 。還

是有緝律的，並不是胡亂拼淒而成的。還沒學好遁種正民間句法的日本學生，可能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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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一( 3 )的句型分別說成:

( 1 ) .你來嗎不來嗎?

( 2 ) .他打賭敢嗎不敢嗎?
( 3 ) .你書買嗎不買嗎?

四、有關中國國語語法論著

93 

有關中國國語語控的專書典文章相當多，性質也很雄。有的做深入的學衛研究，而

有的卻是為初學所編的入門教科書。說專門寫國語語法專書而言，它們所揉用的語法模 f

式 (modcl)也大不相間。有的是揉用傳統的語詩理論，如黎錦熙的《新著國語語法>> ; 

有的課用葉斯柏森 Jcspersen 的語法架構，如王力的《中國語法理論》與《中國現代語

法>> ;有的採用結構學派的語怯理論，如趙先任的《中國話的文法>> ;有的探用抗士墓

於-九六五年所提出的所謂“標車理論"，如蘭憩Rand 的《國語疑問句法>> (TheSyntax 

of Manda1:in Interrogativ晶);有的課用費爾摩 Fillmore 的“格"語法，如李英哲的《中

國語法格的研究) (An Iñv自tigation of case -ih C恤帥 GraJfim缸)Q!.及海廷他的《國

語格變語法試論) (A Case Grammar of Spokeri C蚯nese); 有的試從語囂的觀點去探討

語法關係，除格語法外，也採用了查夫 Chafe 及哈立得 Hall旭甸的部分理論，如鄧守信

的《漢語主賓位的語意研究>> (A Scmantic Study of Transitivity Relations in Chinese)。
有的介紹當代的各種衍生變形語法理論，同時解釋國語的各種語法想律的，如揚廷池的

《國語變形語法研究》。有的專探討某種語告結構變化的，如巴麗絲 Paris 的《“的"字

和“是......的"結構))(Nominalization 旭 Mandarin Chinese)。以上都是以句子(或小於

句子)為基本單位所寫的專害。但是有些語法現象超越句子的範圈，有時眼整個毆落有

連帶關係。從事這種語法分析的叫做“言談分析" d郎our揖 ana1ys尬。曹逢甫的《主題

在國語中的功能研究一一邁向言談分析的第一步>> (A Functiona1 Study of Topic 扭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Discourse Analysis) 就是嘗試遺種分析的新研究成果。
其他各種語法論著，請詳見文後所附的多致書目。書目中只列舉用中文與英文寫的專

書;因為文章太多，所臥無法詳列。

提供的國語語法現象最多、範團最廣泛、材料最聾富的首推趙元任著、了邦新譯的

《中國話的文法》。以當代最新的各派語法理論介紹中國語法的說是海廷袖的《國語語

法變形研究》。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臥探用最新理論來輛一本較淺顯的國語語法教科書，適合我

國中學生的程度，同時也可提棋外國人學習中國國語的毒攻。

五、結語

當代盛行的衍生變形語法理論認為:昕有語言的使用都具有“創這位"，語言學習

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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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見童習得母語以及成人學習外語)都是語法創造的過程，而不是純機械式的模

仿。要精通一種語言，主要的就是掌握這一語言的整套規律，把這些規律完全消化而成

為使用這種語言的自然氣勢。能達到這個攬界的，使吽做語法想律的“內化"。這是語

言學習的最高目標。

儘管每一種語言的句子無限多，但組成句子的語法規律都是有限的。因此，我們若

要有效的學習語言，說得從語法入手。雖然語接規律相當繁多，但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

有一些共闊的性質，吽做語言的“共通性"。此外，屬於同一類型的語言也會有一些共

同的特徵，阱做“類型的特徵，. (typol，啪值.1 featurω)。有血蜍關係的語言叉有一些共同

的特徵，吽做“血緣的特徵.. (genetic featur臼)。凡有以土這些共同特徵的，都可以免

除語言學習上的困難。在外語的教學方面，只要選擇屬於這種語言的個別特徵試行了。

這一來，語言教師想要知道教學的重點，說得具備兩種語言一一學生的母語以及昕要教

授的外語一一的語法知巔，再接用最適合學生需要的教學法，臥達成最佳的教學效果。

中國國語語法的個別特徵當然不少。本文在第三節懂懂舉出三點來跟自語比較:

( 1 )語序， t2) 量詞， (3) 正反問旬，必顯示這兩種語言在語法結構上的差異。
國語的其他特徵如結果補語、接合詞、動賓結構‘名詞化(nominalization)"主題與評論

等等，若細加研究比較，都可以看出國語語法的特徵來。語法的對比研究工作，方興未

艾，倘有待有志者來共同努力。

中國國語語法參考書目

王力一九三八 中國現代語法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出版。

王力一九四四 中國語法理論台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本。

何容一九四八中國文法論台灣開明書店。

周法高一九五五中國語文研究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周法高一九八O 論中國語雷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昌叔湘一九四二中國文法要略商發印書館。

且根湘一九五五漢語語法論文集。

高明凱一九七O 國語語法。

許世瑛一九五四 中國文法講話 台灣開明書店。

湯廷池一九七七國語變形語法研究第一集移位變形台灣學生書局-J

湯廷池一九七九國語譜法研究論集台灣學生書局。

海廷池一九八一語言學與語文教學台灣學生書屑。

趙元任著 T邦新譚一九八0 中國話的文法 台灣學生喬屑。

黎錦熙一九六六是背著國語文法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語言學論集一九七七幼獅月刊社編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一九七九年亞太地區語言教學研討會諭集海軍池、曹逢甫、李棲合編 台灣學生書局。

中國語言學會議論集-九七七年美國語言學會暑期研討會 湯廷池、李英哲、鄭良傳合編 台灣學

生書局。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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