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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有别于其它语言的广泛的结构系统S其中各种形式 和范

畴是按照文化特点组合排列的S它不仅方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T而且能够用来 分析

现实世界T重视或者忽略某些关系和现象T承载理性思辩T并逐步标界人的意 识范

围SU VVWQXQ沃尔夫

任何一幅自然风景都会表现地形和草

木生长的状况T然而吸引人们注意的T却是

整个构图在树木Y丘陵Y河川的有无T土壤颜

色的选择等方面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S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T语法正是一门语言的景观T
而各个语法教材则代表着展现和描写这一

景观的各种不同方式方法T其中有的语法教

材 精 确 得 如 丈 量 数 据Y有 的 如 随 感 杂 写 一

般T还有的如大笔勾画的写生素描S
汉语T特别是汉语语法这幅自然景观有

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呈现给学习者呢Z
这一幅图景乍看上去朦胧不清S汉语里

连R语法U一词都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出现的S
汉语语法教材并不总是把正确与错误之间

的 界 限 划 分 得 很 明 确T对 某 些 用 法 也 不 用

R不合语法U截然判定T而是冠以R别扭UYR不
自然UYR不通顺U等评语S解释语法限制时也

总是离不开R在一般情况下[[U的套话S
然 而T这 幅 图 景 后 来 逐 渐 变 得 清 晰 起

来T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S

传统上缺乏语法专家

汉语语法从印欧语言的语法里取来一

些衣服临时借穿S由于衣服本来不是为她剪

裁 的T自 然 不 免 引 起 一 些R调 整U方 面 的 问

题S仅就术语来看T\,1],译成中文R动词U
尚 取 狭 义T意 思 是R表 示 动 作 的 词UT而 -6:
,̂=/589.->585=-/58则被译成R形容词UT即R起

修饰作用的词US
汉语传统上其实只承认实词和虚词之

分S
VV虚词T即工具词T主要是功能性的S

包括_语气或感叹助词Y动词后缀Y方位词Y
介词Y连词Y量词Y拟声词等‘

VV实词T即意念词T许多中国词 典 对

它下的定义是R意义比较具体的词Ua如!现
代汉语辞典"T商务TbccbdT这个定义是否严

格T颇值得商榷S实词包括名词Y代词Y动词Y
数词Y指示词T副词等S

实词和虚词分布在下列词类当中_
名词_中国Y师生Y电影Y上午Y南边S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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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词!走"吃"写"##$关 系 动 词!是"有"
叫"属于"##$情感动 词!想"希 望"爱"恨"
##$性质动词!好"贵"便宜"##$助动词!
要"应该"能"会"可以"##$使 役 动 词!让"
使"请"要求"##$方向动词!上"出"过"起"
来"##%形容词!火红"胖胖&的’%数词!一"
百"第一"初三%量词!个"本"次%代词!我"
自己"这"那儿"各%副词!很"都"已经"正在"
不"就"也%次 动 词&()*+,-.,’或 介 词!在"
从"用"跟"对"比"把%连词!和"及"而"或%助
词!的"得"地"了"着"吧"吗"啊%拟声词!哗
哗"咚咚%

词 不 论 口 语 笔 语/均 无 时 态"变 位"词

性"数量的变化

举例来说/后缀01们2虽然翻译成法语

可用复数形式/汉语的复数却并非总是用它

来表示/在0同学们都坐着2和0同学都坐着2
这 两句话里/无论带不带0们2/0同学2的意

思都是0一个人以上2%这两句话在法语里只

有一个译法!3,4536+,44)788)94:44;4<
词的属性和功能之间的关系特殊/表现

为重迭和多功能

重迭指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一个词的属

性&名 词"动 词 等 等’和 功 能&主 语"谓 语 等

等’之间盘错仿效/难以区分%词性往往依据

该词在句子当中的位置才能确定%词于是成

了变色龙!占据动词位置时是动词/占据名

词位置时是名词/其他依此类推%多功能的

意思/是说词性跟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

一成不变%单拿名词来说/用不着变化形态

就能充当主语"补语"定语"状语"甚至充当

谓语%下面是几个汉法对照的例子!

麻烦你了=
很麻烦的事情

这可麻烦了=
给你带来了

不少麻烦%
我主张民主%

>?@ABCD5EFGH?=
BG?IJAC??KLMNFGN?
IOFIP?CN?KLMNFGN?

>?@ABCIE5?L?FBIABQ
DP?GKBRC

>?CBRCQABESFD5KAIEFNR?

很民主

民主运动

自然的样子

自然地说道%
很自然

改造自然

IP?CND5KAIEFNRTB?
KAB@?K?GND5KAIEFNRTB?
BGFREGFNBE?S
DRE?GFNBE?SS?K?GN
IP?CNGFNBE?S
NEFGCUAEK?ESFGFNBE?

句子的话题较之句子的主语更重要V

跟中国的循环式纪年法无需起点同一

道理/汉语句子并非一定要有主语不可%话

题是对话当中的句子主语/不跟动作发生直

接关系%例如!他W头疼%他W死了父亲%
汉语的句子因话题的重要性添上了一

抹 无名重彩/加之0动词无主动与被动语态

之分2的妆点/复施以名词无定性"不细究的

墨色%后者很能说明汉语名词的本质特点!
名词在0房子前边有草地2/0这是水2一类句

子里具有无定性%实际上/所有汉语的名词

无一不是如此%在0这是金鱼2这句话里/0金
鱼2是单数还是复数/译成法语必须明确/而
直译 是 IP?CN*DBQARCCAGEABH?$0云 彩 散 开2
译成S?CKFH?CC?DRCQ?EC?GN/而直译却是DB
KFH?*C?DRCQ?EC?%&作者注!这是因为法语名

词除了文体方面的需要以外/一般情况下必

带冠词/而后者又有有定"不定"部分之分%’
词序的重要性

注意以下几点有益于理解日常汉语!
XX名词性词组的核心在后头/即被修

饰成份在后/修饰成份在前/如!经济计划"
计划经济/景中情"情中景%

XX动宾复合词当中动词的通常位置%
如!下乡"乡下%

XX某些词的功能和发音变化的关系%
如!好&YZ)’读书"读好&Y[)’书%

XX句 子 的 重 点 在 句 末/以 表 达 新 信

息%如!来
\
人了"人

\
来了%

XX颠倒复合词中的汉字位置/完成从

本义到转义的变换%如!到达"达到%
那种认为汉语句子的稳定结构是0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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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宾"的说法值得进一步斟酌#其实汉语

在这方面的灵活性比人们常说的要大得多#
下述清朝年间的茶壶上的题铭虽属轶事闲

话$但也颇能说明问题%可以清心也&以清心

也 可&清 心 也 可 以&心 也 可 以 清&也 可 以 清

心#又如有关张三如何喝酒的语序变化’张

三喝五杯酒&张三酒喝五杯&五杯酒张三喝&
酒张三喝五杯#以及%来人了&人来 了&来 了

人#
如果说$汉语句子的语序确有稳定性可

言$那么这种稳定性与其说在于(主!动!
宾"结构$不如说表现在(句子话题!评论"
的 结 构 上$说 是(已 知!未 知"结 构 亦 无 不

可#用电影表现手法来说$就是(片名)句子

话题*!布景)已知信息+背景+场合*!行为

&结局)谓语+补语*#主要信息在句尾交代#
大量的空间参照

跟缺乏时态标记相反$汉语中有丰富的

空间参照#丰富得甚至使法语难以转译’通

过趋向复合动词对动作的表述因而更为充

实+准确)拿下来’钉进去*#此外$时间词也

大量运用空间参照)年底$下个星期*#
汉语是相对性的语言

性质动 词)大+小+贵+便 宜+难*是 汉 语

重要的词类$本身便包含相对的意思%(这个

好"是说()相对于别的*这个好"#加进一个

副词(很"才表示(这个)不用跟别的比*本身

就 好"#这种相对的涵义在表示优劣高下等

差别的比较句里也可以看到#例如%(张三比

李四高#"(张三没有李四高#")作者注%法语

,-./0120-3450-6(这 个 好"没 有 相 对 地(好"
的意思#*

大量的同音异义词

在 计 算 机 键 盘 上 打 下 70这 个 音 节$荧

光 屏上就会出现包括(一+以+已+易+议+意

88"等 上 百 个 同 音 字#打 下 双 音 节 390390
就会带出二十个多个不同的词%师事+失时+
失实+失事+失势+施事+时时+时式+时事+时

势+实 施+实 事+史 实+史 诗+矢 誓+矢 石+事

实+事 事+适 时+逝 世+试 试+世 事+世 世+视

事+誓师+恃势88#更不用说那些词义跟着

声调变化的双音词了$其中第二个字的声调

可以读轻声$也可以读成本来的声调$但意

义不同%东西 :;6<=0+:;6<=>$兄弟 =0;6<:0%
=0;6<:?$地道 :?:@A$:?:BA#

中国文字的非拼音性质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的整幅风景图都程度不同地烙有

汉文字的印记#这一特殊的书写系统跟汉语

中难以确定什么是词不无联系#不难发现人

们 给它下的定义)自足的$可自由运用的最

小的语言单位*的局限性%(民"和(虎"是两

个 不 被 看 成 词 的 汉 字)因 为 得 说(欺 骗 人

民"$不说(欺骗民"’(有老虎"说得通$C(有
虎"说不通*#可是在有些词语里仍可找到某

种 自足性%(军爱民"’(我属虎"#至于在(能
官 能民"里$(民"字不但具备通常少见的词

的地位$而且还能像动词那样充当谓语$这

又当何论呢D
汉语里什么是词难下定论$大半原因在

于不承认汉字是汉语语言风景图里的一块

自治区$对汉字作为一种(书写语言"的特点

视 而 不 见E$并 且 把 口 语 同 书 写 语 相 提 并

论#然而$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书写语言并

不是照着口头语言描摹复制下来的#别的不

说$光从教学角度就可以了解$汉语和中文

的最小语言单位并非一码事%在前者是词$
在后者是字#在汉字的意义方面$多义性是

显 而易见的#例如"品"字$照字典定义便有

十四五种不同的意义$它们实际上可以归入

若干(义束"#不过$一个汉字的意义不宜(一
言 以蔽之"$只有当它跟另一个汉字结合时

才能确定#汉文字正是这种服从组合原则的

书写系统%这包括书写方面各个组成部分之

间的组合和词汇方面意义单位的组合#面对

一篇汉字$学汉语的人头一件须做的事$难

道 不正是从笔画特点入手$识别出(眼熟的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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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然后再找出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吗#例
如$人!$才!$能!三 个 字 便 可 有 三 种 组 合%
$人&才&能’’($人才能思想"动物不能!)*
$人&才能’’!($人才能毕竟有限!)*$人才

&能’’!($那里人才能被重用!)+
组合原则不仅存在于字符内部(笔画的

组合"特别是字符各部分的组合)"而且超出

了字符"靠意义单位或语素的组合构成双音

词+例如下列构词方式%
,-同义字平列%宝贝.修理

/-反义字平列%大小.高低

0-限定%大人.电子表

1-动2宾%注意.掌柜

3-动2补%说明.吃饱

4-前缀或后缀%头儿.椅子.第一

由于汉语所呈现的是上述这样一幅图

景"我们认为最好是尽量设身处地为那些观

赏 并 努 力 弄 懂 她 的 人 们 着 想"引 导 他 们 观

察"并帮助他们有选择地.逐步地理解这幅

风景画+换句话说"我们编写这本5现代汉语

语 法指南6的宗旨"是能够写出
7
一
7
部
7
符
7
合
7
教

7
学
7
规
7
律
7
的.
7
实
7
用
7
的
7
语
7
法
7
书"而不是一部只有

专家才看得懂的描写性的语法+要达到这个

预定目标"我们必须做到%
8从学生的立场和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出 发+我们除了那些一般语法书都有的$应
该 这么说!$不应该那么说!之外"还尽量留

出 篇幅说明$为什么!+此外"为了更好地适

应学习过程中的不同需要"语法解释和练习

均分为深浅两级+
8给语误留出位置9%无论学什么都难

免出错"没什么可害羞的"更不应害怕传染

而绕开不提+学习本来就是由不知到知.由

错到对的过程"完全可以把出错用作帮助掌

握语法规则的杠杆+
8使语法达到真正实用的目的+我们采

取 的 办 法 是 利 用 一 部 流 传 很 广 的 教 材:的

词汇进度和汉字的出现顺序"制订一个确可

充当检索工具的索引(有些$实用的!语法书

的索引可惜不是失之宽泛"就是根本没有)*
语法解说部分的表述力求严谨"同时又容易

消化+因为"语法术语不论多么严格或相沿

成习"都有可能在某一语法规则的掌握方面

给学习者带来困难+
8辅以录音磁带+因为一部练习教材不

给口语留出位置是不正常的+
这本语法书的撰写出自服务汉语教学

的愿望"并希望在汉语教学历史相当长的法

国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白"以满足学生和教员

们的殷切要求+感谢同行们的问难和建议.
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常犯的语病"这些都

是 本书编写过程中的动力+5实用汉语语法

指南6正是奉献给他们的+

附注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 <=>?@AB>?CDEFGEHH=I=B极有说服力的文章5汉语语法和哲学6"日内瓦大学语文

系学报",JKJ+

LMND?O>?P=BQ==BFRS的用语+参阅其发表在5汉学研究6(TUVWXYYZ[\,\]ẐVXY)上出 色 的 论 文$汉

语是书写语言!(,>H>?_‘=_B>aSEb‘=RSE?DEF=)巴黎"c-d-A-",JJ1"a-/0,@/e3+

9注意法国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易犯的错误或许不无益处+下面这个
7
常
7
见
7
错
7
误
7
排
7
行
7
榜据法国国家

教育科学研究所,JJ,年由 AB>?CDEF=f‘PBg"<DhHG=HH>F=?"a>FR>H=M=iD‘hH"j>IS=BE?=i=‘k=F=等人

完成的一项研究整理%

,)l我是忙(搞错了动词$是!的词类属性)*

/)l我吃米饭和我喝茶(误以为$和!能够连接两个分句)*

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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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跟他$状语应在动词之前"%

&"#我跟他也去

#都学生去$副词位置不对"%

’"#他吃饭肉$不熟悉动宾复合词的用法"%

("#我跟筷子吃饭

#我是在南方$法语一词多义)*+,-.某人/和*+,-.筷子/在汉语里不用同一个字0*123-某人/和

*123.某处/也不用同一个字"%

4"#是书的学生$名词性词组内部的限定结构"%

5"#我去在中国$区分表示动态跟表示静态的词汇"%

6"#我在北京的时候0常常骑了自行车$混淆了时态和体貌两个不同的概念"%

78"#他说汉语很好$不了解汉语特有的结果补语跟法语的方式副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9

:白乐桑;张朋朋<汉语语言文字启蒙=0巴黎0>+?@AB+CDE-0765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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