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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讨论了先秦、两汉及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的发展概貌
，并溯其来源，判断其出现的时问，详细地剖析其语法化过程，清晰地展示它们的演变
脉络，尝试着从这种断代的穷尽性研究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在研究中积累实
词虚化的大量实例，以期对语法化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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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概貌
  先秦的语言与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差别很大，两汉又处于过渡时期，如将前后贯穿起来
，足以看出语言变化的痕迹，就方所介词的发展演变而言也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本章将
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进行全面的描写，根据产生时间的不同，大致分为先秦时
期的方所介词和两汉魏晋时期新产生的方所介词两大类。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方所介词
  本节将系统介绍产生于上古时期的方所介词。这一类方所介词在两汉魏晋时期仍然被
普遍使用，有些甚至一直沿用到近代以至现代，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了展示每类语
义下介词的历时演变过程，我们都会涉及它们在两汉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而对于后面
个案分析中没有涉及的介词，我们会尽量溯其来源，判断其出现的时间，梳理其语法化
过程。
  这一时期的方所介词主要有“于”、“自”、“从”、“由”、“在”、“乎”、“
以”、“及”、“至”、“当”、“遵”、“循”、“随”等。根据这些方所介词语法
功能的不同又细分为表示动作行为的所从、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在、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到
、表示方向和表示沿途五类，这样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先秦这一历史时期内方所介词
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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