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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汉语口语成分的话语分析》主要以电视剧台词为口语语料样本，以话语功能探索为主
旨，重点就与汉语人称代词相关的典型口语成分等进行话语分析。《汉语口语成分的话
语分析》着重探讨的汉语口语成分有：（1）副词“可”，（2）人称代词类话语标记，
（3）“人称代词+NP” 复指结构，（4）人称代词“人家”，（5）人称代词复用结构
。在对这五种成分的词汇、语法特征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和描写的基础上，本书着力揭
示这些成分在话语场景中所体现出来的话语特征与话语功能，并就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
初步的探讨。

作者简介

     张旺熹，男，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87年至今，一直在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200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研究员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曾长期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副主编。主
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学、词汇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出版有专著《汉语特殊句法的
语义研究》、《对外汉语研究与评论》、《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研究》、《对外汉语教
学概论》(合作)。曾获得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学校
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汉语口语功能（话语）研究概说
第二章 对话语境与副词“可”的交互主观性——基于王朔和刘心武作品的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可”的语义基础及其语法化轨迹
  第三节 副词“可”的对话语境



  第四节 副词“可”对[+预期]的突显
  第五节 副词“可”的交互主观性
  第六节 本章结语
第三章 汉语人称代词类话语标记系统的主观性差异——基于两部电视剧台词的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话语标记的判定标准及其功能分类
  第三节 “我”类标记的话语功能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