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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汉语史纲要》由史存直先生生前出版的三部著作——《汉语语音史纲要》、《汉语语
法史纲要》、《汉语词汇史纲要》组成，以商周以来主要是周秦以来的所谓“通语”的
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考察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探询现
代汉语语音体系、语法体系和词汇体系的历史来源。不主张汉语史分期，全书以语音、
语法、词汇为序，语音史部分采用调、韵、声顺序，将构词法置于词汇史部分。立论精
到，论述深入浅出，适合汉语史入门者学习使用，及汉语史研究者参考。

作者简介

史存直（1904-1994），安徽合肥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早年在
北京、宣城上中学。十七岁东渡日本，曾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十八岁回
国，弃工从文，致力于文字改革运动，并立志终身从事语言学研究。在音韵学、语法学
、汉语史及检字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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