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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过本刊转载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读者们一定能窥见近两年汉语研究的态势
，概括地说是主流凸显，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百家争鸣。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
国力的日益提升，国际地位也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
话语权。在此形势下，汉语及其汉文化的国际推广也正在获得广泛而深入的进展。因此
，汉语学者可谓是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富有责任感的中国汉语学者一定会再接再厉，
在国际语言学界开创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内容简介

《汉语言学新视界》（2016年刊）为创刊期，收录、转载了近两年（2014-2015）有关汉
语研究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旨在展示汉语研究的新成果，反映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统
摄下汉语研究的新动向。本集刊遵循学术性、原创性、本土化的基本原则，以全国专业
期刊发表的汉语研究论文为考察范围，经由学界专家的推荐，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论
文加以转载，希冀对当前的汉语研究起到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总体来看，这两年的汉
语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精彩纷呈的态势，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然而“不同”之中有“大同”，那就是汉语研究者都能基于跨语言的视野，立足汉语
事实，探索汉语特点，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也是汉语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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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积极探索并发现汉语自身的“个性”，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研究领域出现的可喜现象
。诚如沈家煊在《人民日报》（2015年8月9日）发表文章“立足语言多样性研究汉语”
所阐述的，100多年来，我们想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寻找汉语
自身组词造句的规律，这种努力一直没有停息。吕叔湘先生晚年曾呼吁，汉语语法研究
要敢于大破大立，不要被“主语”、“谓语”、“名词”、“动词”这些从西方语法引
进的术语牵着鼻子走。近年来，这种努力有了明显进展。从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来看，事
实确实如此，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下面分别加以评述。 积极探索并发现汉语自身的“
个性”，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研究领域出现的可喜现象。诚如沈家煊在《人民日报》
（2015年8月9日）发表文章“立足语言多样性研究汉语”所阐述的，100多年来，我们想
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寻找汉语自身组词造句的规律，这种努
力一直没有停息。吕叔湘先生晚年曾呼吁，汉语语法研究要敢于大破大立，不要被“主
语”、“谓语”、“名词”、“动词”这些从西方语法引进的术语牵着鼻子走。近年来
，这种努力有了明显进展。从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来看，事实确实如此，主要体现在两个
层次，下面分别加以评述。 一个层次涉及语言与语言外因素的关联。事实上，汉语和印
欧语的重大差别跟东西方的范畴观、思维习惯、哲学精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和思
维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命题。思维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必然体现了特定文化的底蕴。因此两者不但是匹配的，而且具有
互动效应。近两年中，汉语学界的一些资深学者尝试用汉民族的逻辑思维方式来揭示和
解释汉语表现出来特点，这是一个显著的亮点，对探索汉语特点具有深远意义。沈家煊
的论文“汉语的逻辑这个样，汉语是这样的”，是为赵元任诞辰120周年而作的论文。赵
元任对汉语逻辑的特点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汉语逻辑的特点是由汉语语法的特点决定的
。作者在研读赵元任论述的基础上，首先“照着说”，对赵元任的论述作了全面的介绍



；然后“接着说”，对赵元任的观点加以综合和阐释，论证了作者提出的“名动包含说
”和“用体包含说”的合理性。朱晓农的论文“语言限制逻辑再限制科学”从李约瑟的
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作为切入点，探索语言和逻辑的内在关联。爱
因斯坦认为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演绎逻辑，并进一步提出主谓结构的语言是产生
演绎逻辑的必要条件，因为逻辑命题也是主谓结构的。作者指出，汉语有不同于印欧语
的语法原理：句子结构以“话题—说明”为主，主谓结构只是其中一个特例；各层语法
单位“词—短语—句子”同构；句子成分的主要功能是起对比作用。这些语法原理规定
了中国式推理方式（秦人逻辑）以同构推演和对比推演为主。作者进一步指出，把自然
语言中非主流的主谓结构提升为推理说理过程中唯一合法的句式，从而促进科学发展，
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这方面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在世界上做得名列前茅，如果有意识地在
教育中加以重视，必将在新世纪取得更辉煌的成就。袁毓林的论文“汉语反事实表达及
其思维特点”针对国外学者关于汉语母语者难以进行反事实表达理解和相应推理的实验
存在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事实上汉语中有大量语法化的反事实条件
句式，只是汉语研究者对这种句式的反事实语义特点不敏感。究其原因在于汉语反事实
条件句一般都有强烈的情感倾向（表示庆幸或遗憾），这强化了反事实思维的结果对比
机制，弱化了其因果推理机制，最终掩盖了反事实思维在因果推理方面的逻辑力量，也
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条件的反事实性。汉语的反事实表达及其背后的思维特点，反映
了语言和思维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塑造和互相推动。 另一个层次是立足语言事实揭示
语言特征。从近两年的汉语研究来看，我们发现从不同的侧面来继续深入讨论、辨析、
发现汉语特点，依旧是汉语研究的主流。陆俭明的论文“汉语词类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针对沈家煊提出的“名动包含说”，提出了自己对汉语词类特点的见解。作者评述了
高名凯、吕叔湘、朱德熙以及沈家煊四位学者关于汉语词类特点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以
汉语事实分析说明了汉语词类的特点。作者指出：汉语动词、形容词能做主宾语，这都
不是汉语词类的特点，而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汉语词类的特点表现在：（一）大量的零
派生；（二）由于可以大量省略，造成动词、形容词可以在主宾语位置上落单。王洪君
、李榕的论文“论汉语语篇的基本单位和流水句的成因”，基于赵元任提出的“零句”
概念，对汉语语篇的基本单位和流水句的成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在梳理各家观点的
基础上，界定了汉语语篇单位的定义，用“逗”和“句断”来命名汉语语篇的两级小单
位，并从汉语韵律特征来论证两者的边界。作者指出，汉语流水句的成因，一是汉语没
有仅由主谓结构占用的小句这一级语法单位，二是对各类短语的直接成分没有语法类的
限制。吴为善的论文“强势层级扩张与词语概念整合的互补效应”从汉语特有的韵律特
征出发，指出汉语有两个强势的层级单位：一个是“有意义的单字”，相当于“语素”
；另一个是由它们构成的“复合字组”，属于“粘合短语”。其中复合字组（粘合短语
）是汉语层级单位的“枢纽”，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复合字组一经“整合”就可能有
词化倾向，扩张并覆盖到“复合词”层面；另一方面粘合短语可以通过“扩展”，形成
各类、各级“组合短语”，成为实现句子的各类、各级句法结构。这两个过程具有双向
互动效应，共同构成了汉语特有的语言单位的层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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