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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前瞻：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 琳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随着汉语语法学的建立、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汉语语法学史”作为汉语 

语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迅速发展起来。文章讨论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现状、汉语语 

法学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不足与展望等问题，认为必须在“全球史观” 

的观照下，以一定的语法学思想为指导，以客观、公正、全面为评价尺度，充分挖掘语法研究史 

料，深入研究名家名作，全面总结专题研究进展，准确把握理论方法的嬗变，做到史实与评论相 

结合，回顾与展望相结合，才能编写出一部好的汉语语法学史著作。 

关键词： 汉语；语法学；语法学史 

在现代语言学新兴的分支学科中，语法学是 

比例最大、分量最重的学科。这从语法学的学术 

成果之丰、研究队伍之大都可以窥见。近一百年 

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中要数汉语语法学的发展 

最快，成果最为显著，可以说 “语法学的发展状 

况，就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风向标”。⋯ ’ 

随着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与发展、汉语语法研 

究的深人发展，“汉语语法学史”作为语法学的一 

个分支学科也迅速发展起来。汉语语法学史探讨 

汉语语法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和原因，对汉 

语语法学史上出现的著作、人物、专题、流派等进 

行评介，总结汉语语法研究的成就、经验、教训 ，借 

以指导今后的语法研究，把握语法学的走向。汉 

语语法学史研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明显， 

方法成熟，成果丰硕，是新时期汉语语法研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拟从研究现状、相关问题探究、不足与展 

望等方面对汉语语法学史研究进行全面梳理，进 

而探讨如何编写出一部好的汉语语法学史著作。 

一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现状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相对于汉语语言学其他分 

支学科史研究来说起步较早。早在 1921年，胡适 

于《国语文法概论》中已经有对语法研究历史的 

零星叙述。杨树达《中国文法学之回顾》(1923) 

是有关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早期专论。何容写于 

1937年的《中国文法论》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中 

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学史的专著。陈望道《“一提 

议”和“炒冷饭”读后感》(1938)一文则是第一篇 

汉语语法研究通史方面的专论。早期的汉语语法 

学史研究缺乏建立这一分支学科的自觉性，没能 

全面系统地叙述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 

律，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放在梳理《马氏文通》以 

前的研究史实、资料以及对《马氏文通》本身的研 

究上 。 

标志“汉语语法学史”作为分支学科形成的 

是胡附(胡裕树)、文炼 (张斌)《汉语语法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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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1955)和写于 2O世纪 6O年代的方光焘《六 

十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1990)。这是两篇汉语 

语法学“通史”方面的论述，堪称典范。20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研究注重从语法研究与文化社会关系 

的角度来评价语法学，比较侧重对 1949年后十年 

间断代语法学史的研究，如陆仁《十年来汉语语 

法学的成就》(1959)、E2]吴席儒《十年来语言学若 

干问题讨论简介》(1959)、 刘冕群《十年来汉语 

语法理论的发展》(1960)等论文。 

1978年后，汉语语法学史研究呈现繁荣景 

象。首先表现在举行了多次以“回顾与展望”为 

题的讨论会。如 1988年 11至 l2月《国外语言 

学》举办主题为“国外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 

汉语的成果、动态和设想”研讨会；1991年 3月 

《世界汉语教学》杂志社和《语言教学与研究》杂 

志社联合举办“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座谈会，主题 

是评论“80年代与 90年代的中国现代汉语语法 

研究”，会后结集为《8O年代与 90年代中国现代 

汉语语法研究》(1992)一书。《语文导报》《语文 

建设》《汉语学习》等杂志开辟有“综述”“述评” 

等专栏，多涉及语法学史的内容，主要是语法研究 

专题的综述和评论。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成熟和受到重视的另一个 

显著标志是有关论文集、语法学史著作的出版，以 

及有关语法学的词典、参考资料、论著索引、研究 

综述、大事记、专著研究等的出版。如《现代汉语 

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1987)、l4 《80年代与 

90年代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92)、《动词 

研究综述》(1996)、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综述》 

(2002)、[6 3《(马 氏 文 通 )和 中 国 语 法 学 》 

(1991)、 《(马氏文通)研究资料》(1987)、《现 

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1992)等。 

1978年后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涉及汉语语法 

学史研究的专论，如徐通锵和叶蜚声《“五四”以 

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1979)、 吕必松《现代汉 

语语法学史话》(1980)、_9 李临定《我国三十年来 

的语法研究》(1980)、̈ 林裕文《回顾与展望》 

(1982)、_1 邵 敬 敏 《评 “汉 语 语 法 学 史 ”》 

(1985)、l】 龚千炎《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 

回顾与评价》(1991)、H 邵敬敏《八十到九十年 

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98)、̈ 林玉山《近 

20年中国语法学研究概述》(2000)、̈’。范晓《汉 

语语法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展望》(2001) 16]等。 

近 40年来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是 

】26 

数部语法学史专著的出版，如孙玄常《汉语语法 

学简史》(1983)、̈ 林 玉山《汉语语法学史》 

(1983)、 马松亭《汉语语法学史》(1986)、【19]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1987)、_2。。董杰锋《汉 

语语法学史概要》(1988)、l2 邵敬敏《汉语语法 

学史稿》(1990)、 朱林清《汉语语法研究史》 

(1991)、 陆俭明《八十年代 中国语法研究》 

(1993)、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1997)、陈昌 

来《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2002)、 邵敬敏 

《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2011) 6_ 

等。这些著作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汉语 

语法学的研究历史和成就。 

其中，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在篇幅容量、 

材料整理、系统全面等方面远超此前的同类论著， 

从一定意义上看具有开创价值，是从学术史角度 

研究汉语语法学的开山之作。作者从史的角度全 

面介绍了汉语语法学的过去和现状，把汉语语法 

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做了许多资 

料收集和甄别工作。同时，该书在分析汉语语法 

学发展外因的同时，特别重视内因方面的探讨，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注意“史”和“论” 

的有机结合，以翔实的史料和合理的编排记录了 

汉语语法学的变迁历史，做到了“历史地、动态 

地、系统地研究语法学史”，在不同层面反映出理 

论语言学的发展，带有浓郁的理论色彩。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主要从语 

法研究方法论尤其是析句方法嬗变这一角度评析 

了20世纪 8O年代汉语语法研究。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兼顾南北各派，对 

汉语语法学史的分期能更多地考虑到语法研究 自 

身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嬗变；书中搜集的史料丰富， 

在语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探源上做了很多资料的收 

集整理工作；写法上注意点面结合，详略适当，古 

今中外均有涉及，同时注重史论，对语法学史上重 

要的语法著作、语法讨论、语法学者等都做了 

评说 。 

陈昌来《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作为 2O世 

纪断代汉语语法学史著作，详今略古，用近40万 

字的篇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近40年来汉语语法学的巨大成就，又十分重视对 

每个历史时期语法专题研究状况的评介，做到了 

通史与专题史、语法学家评介、语法名著导读的有 

机结合。在写作上，史实与史论相结合，纵向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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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结合，回顾与展望相结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和实用价值。 

邵敬敏 《新 时 期汉 语 语 法学 史 (1978— 

2008)》包括导论、理论篇、人物篇、本体篇、应用 

篇五个部分，对近 3O年的汉语语法研究给予了全 

面系统的评述。该书采用了立体交叉的评述模 

式：导论，综合评述；正文，分领域、分层次评述，囊 

括了近 30年汉语语法研究的各个流派，分支学科 

和交叉学科，重要专题，代表人物，争议焦点等内 

容，是作者《汉语语法学史稿》的姊妹篇，对汉语 

语法学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在许嘉 璐等 《中 国语 言学 现状 与展望》 

(1996)、E27]刘 坚 《二 十世 纪 的 中 国语 言学》 

(1998)、[28 3潘悟云和邵敬敏《二十世纪社会科 

学 ·语言学卷》(2005)、l29 陈保亚(20世纪中国 

语言学方法论》(1999)等对 2O世纪中国语言学 

回顾的文献中，都不可避免把汉语语法学研究作 

为重要内容。另外，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 

言学》(1973)、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 50年》 

(1999)、 胡明扬《中国语言学：一个世纪的回 

顾和展望》(1999)、_3 袁毓林《语言学研究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2001) 等专论中，也同样重视 

对语法研究成就的总结。 

二、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1．关于汉语语法学史分期 问题 

语法学界一般把2O世纪 80年代之后或者说 

1979年之后的语法研究称为新时期汉语语法学， 

在这一时期，汉语语法学史研究首先涉及汉语语 

法学的分期问题。而由于各位学者对汉语语法发 

展历史的认识不尽相同，所以在语法研究分期上 

互有不同。如王力将汉语语法学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兴起时期(1898--1935)，第二时期为 

发展时期(1936--1948)。[33 3张静将汉语语法学的 

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前科学时期 (公元前 475— 

1897)、创 始 时期 (1897--1919)、发 展 时 期 

(1919--1949)、普及提高时期(1949年至今)。_3 J 

邢福义将汉语语法学的分期分为套用期(19世纪 

末一20世纪30年代末)、引发期(20世纪 30年代 

末一70年代末)、探求期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今)。 龚千炎将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历史分为五 

个时期 ：酝酿时期(公元前 475—1897)、创立时期 

(1898--1937)、革新时期(1938--1949)、繁荣发 

展时期(1949--1966)、开拓和深入时期(1978年 

至今)。 刮陈昌来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分为六个 

时期：自发萌芽时期(1898年以前)、自觉建立时 

期(1898--1936)、革新探索时期 (1936--1949)、 

语法知识大普及时期 (1949--1966)、停滞时期 

(1966一l977)、繁荣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25 3 

邵敬敏将汉语语法学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草 

创时期 (1898--1936)、探索时期 (1936--1949)、 

发展时期 (1949--1978)、创新时期 (1978年至 

今)。 李宇明将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分为三 

个 阶段，分 别 为结构 主义 转 向阶段 (1949— 

1978)、结构主义的中国化阶段(1979--1990)、语 

法理论的多元化阶段(1990年至今)。_3 s_ 

学界对语法学发展史的分期虽有所不同，但 

随着语法学研究的深入，对语法学发展历史的认 

识也逐步加深，对语法学发展的历史从没有统一 

标准到使用比较统一的标准来进行分期，从按历 

史年代到考虑语法学内部发展规律来分期。分期 

也越来越细致科学，有的著作在每段大分期中又 

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内部分期。对于汉语语法学发 

展分期问题，马庆株按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 

论背景、体系特点、社会历史等原则对语法学发展 

史进行了不同的研究，有借鉴意义。E 39]本文认为 

应该兼顾社会历史分期、语法理论方法嬗变、重要 

语法学事件等综合因素来对汉语语法学史进行合 

理分期。 

2．关于汉语语法学史性质和任务等问题 

在语法学史研究中，难免涉及对语法学史及 

本体建设的讨论，如语法学史的性质、对象、任务、 

目的、体系、分期，以及汉语语法学建立、发展的原 

因、趋势等。语法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关系也 

受到学者的关注。如邵敬敏《关于汉语语法学史 

研究的若干问题》(1988)、董杰锋《汉语语法学史 

不存在模仿时期》(1988)、陈昌来《试论汉语语法 

学迟缓产生的原因》(1990)、吴继光《汉语语法学 

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评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 

稿)》(1992)、广梅村《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 

思考》(1993)、陈昌来《回顾，评论，指导——新时 

期汉语语法史研究述论》(1995)、林玉山《汉语语 

法学史研究述论》(2011)等论文。此外，各语法 

学史专著中的“绪论”或者“导言”一般也会针对 

以上所说问题做专门的论述。其中，关于汉语语 

法学迟缓建立的原因，汉语语法学形成、发展、演 

变的内因和外因，《马氏文通》的模仿与否，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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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及海外早期汉语语法研究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 

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3．关于语法学家及其语法学思想、著作的 

研 究 

语言学家与整个语法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 

法学家学术思想的逐步完善对语法研究不断地提 

出了新问题、新观点，反映了语法学的动态发展及 

时代水平。因此，对语法学家个体的研究和评价 

也是新时期语法学史的研究内容。马建忠、陈望 

道、方光焘、黎锦熙、王力、吕叔湘、胡裕树、张斌等 

老一辈语法学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语法学家 

的研究，既有一般性的传略介绍，也有专门研究其 

语法学思想及其著作。 

近年来出版了一些语言学家包括语法学家的 

评传或年表／年谱等，如《吕叔湘著作年表》 

(1993)、《朱德熙先生著述 目录》(1993)、《王力 

先生年谱》(1994)、《吕叔湘先生年表》(1995)、 

《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 纠(1999)、《张斌语法思 

想研究》(2013)等。一些纪念文集中也涉及被纪 

念者的生平、成就，如《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 

(1992)、《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1993)、《吕叔 

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1995)、《面向2l世 

纪语言问题再认识——庆祝张斌先生从教五十周 

年暨八十华诞》(2001)、《方光焘与中国语言 

学——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2003)等。 

对于语法思想及语法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语 

法学分支学科中的薄弱环节，著述甚少。可喜的 

是，近年来，在语法学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逐渐 

涌现出一些对语法学理论思想进行研究的单篇论 

文或专著。该类专著如林玉山《中国语法学思想 

史》(2012)、吴晓芳 《张斌语法 思想研究》 

(2013)，论文如林玉山《试论方光焘的语法思想》 

(2006)、林玉山《论周法高的语法思想》(2006)、 

林玉山《论朱德熙的语法思想》(2006)、林玉山 

《论陈望道的语法思想》(2007)、刁晏斌《评价黎 

锦熙语法思想的几个重要原则》(2010)、林玉山 

《试论赵元任的语法思想》(2011)、李大勤等《方 

光焘先生语言学思想探微——(方光焘语言学论 

文集)读后》(2011)、孙汝建《开拓研究张斌语法 

思想》(2015)、孙汝建《跨世纪的追问：中国为何 

没有语言学流派——兼论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 

值》(2017)等。其中，对张斌语法思想进行深入 

研究的有吴晓芳《张斌语法思想研究》(2013)，该 

书把张斌及其语法研究放到历史和现实的学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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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讨论了张斌语法思想的生成、发展、特点，指 

出张斌语法思想的理陛特质和当代意义。以上著 

述对语法学的各学派或众多语法学家的语法思想 

做了概括而简明的介绍，方便后学者阅读了解。 

语法学名著导读和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如 

《马氏文通》研究弥久不衰，时有专论，相关成果 

有：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1984)、吕叔湘和王 

海菜《马氏文通读本》(1987)、张万起《马氏文通 

研究资料》(1987)、王海菜《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 

学》(1991)、蒋文野《(马氏文通)论集》(1995)、 

侯精一和施关淦《(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学》 

(2000)、姚小平《(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 

(2003)、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2004)、邵霭 

吉《(马氏文通)句法理论研究》(2005)、唐子恒 

《马氏文通研究》(修订本，2005)等。 

近年来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研究也颇受重视， 

除发表了一定量的论文外，还出版有陈亚川和郑 

懿德《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2000)、方梅和朱 

庆祥《中西学术名篇精读(吕叔湘卷)》(2015)等 

专著。 

但总体来看，对语法学名家名著的研究还远 

远不够，尤其对语法学家的语法思想探讨更是 

薄弱。 

4．语法专题研究评述 

新时期对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的述评数量较 

多，涉及汉语语法的特点、词的分类标准、词的划 

界、词组／短语、句型、语序、歧义、特殊句式、析句 

法、句群、复句、格理论、向理论等方面的回顾与总 

结，出版了一些分支学科或某个专题的研究综述 

专著。《语文导报》《语文建设》《汉语学习》《语 

文研究》等杂志多年来刊登了相当数量的综述、 

述评类论文，往往对某个专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给予评述，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此外，大量博硕士论文中的综述部分也都会对相 

关语法专题研究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与述评。 

近年来 ，还出版了一些分支学科或某个专题 

的研究综述专著，如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1994)，胡裕树和范晓《动词研究综述》(1996)， 

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综 

述》(2002)，邵敬敏等 《汉语语法 专题研究》 

(2009)等。 

5．关于语法学词典、参考资料、论著索引、大 

事记等的编写 

新时期一方面因辞书热的推动，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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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法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出版了多种语言学辞 

典，其中语法学词典占有重要地位。如：张涤华等 

主编《汉语语法修辞词典》(1987)、陈高春主编 

《实用汉语语法大词典》(增补本，1995)、陈海洋 

主编《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991)和《中国大百科 

全书 ·语言文字》(1988)、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 

写组编《中国现代语言学家》(1989)、许嘉璐主编 

《传统语言学辞典》(1990)、王维贤主编《语法学 

词典》(1992)、葛本仪主编《实用中国语言学词 

典》(1992)、戚雨 村主编 《语言 学百科 词典》 

(1993)、叶青主编《新兴学科百万个为什么 ·语 

言学类》(1994)等。这些词典既有对古今中外语 

言学术语的解释，更有对人物、著作、事件等史实 

的说明，包含了大量语法学史的内容。有关语法 

学的词典是语法学史研究的综合成果。 

语言学研究论著索引、目录、年鉴、综述的编 

写也是语言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中国语言学 

论文索引》(甲编，1965)和《中国语言学论文索 

引》(乙编，1983)收集了 1900至 1980年语言学 

主要论文的索引。其他索引和目录还有隋晨光主 

编《中国语文索引(1952--1992)》(1996)、董树人 

主编 《语 言 学论 文 索 引 (1991--1995，l993— 

1997)》等。一些语言学杂志也出版了各自历年 

发表的论文的索引。这些索引或目录的编印出版 

大大方便了学习者和研究者的查阅。在新时期还 

编写出版了多种语法研究参考资料。有分专题辑 

录各家观点的汇编资料，如郑奠和麦梅翘《古汉 

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搜集了《马氏文通》之 

前古人文献中涉及语法研究的大量资料。又如王 

松茂主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参考资料》(1983)、 

高更生等编《现代汉语资料分题选编》(上、下， 

1984)等。有按内容分类收录著名论文的，如胡 

裕树主编 《现代汉语 参考资料》(上、中、下， 

1980)。张万起 的《(马氏文通)研究 资料》 

(1987)是一部专书研究资料。北京语言学院语 

言教学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补语研究 资料》 

(1992)是语法专题研究资料汇编。刘坚和蒋绍 

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实际为语料 

汇编。这些研究资料的汇编和出版都方便了后人 

的学习和研究。此外，马庆株(20世纪现代汉语 

语法论著指要》分甲编(介绍论文)、乙编(介绍著 

作)、丙编(其他部分论文索引)，展示了20世纪 

各家现代汉语语法学论文和著作，重点介绍了结 

合语义表达进行语法分析的论著，既能使读者全 

面了解现代汉语语法学取得的成绩和学科发展概 

貌，又能使读者看到汉语语法学发展的前沿。 

三、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特点、不足与展望 

1．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特点 

(1)学者重视，领域拓展，成果丰硕。2O世纪 

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作为汉语语法学 

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从 

上述介绍来看，老中青几代语法学者都积极参与 

到对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不仅发表了大量的专 

题研究论文，而且出版了大量的相关专著、语法学 

词典、资料汇编，尤其是许多专业刊物发表了相当 

数量的专题研究的评述性论文。总体上看，既有 

通史性论著，也有断代史和专题史论著，体现了语 

法学者的学术责任感。 

(2)热点反应快速，评论精准到位，指导未来 

及时。语法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对语法研究进行总 

结回顾 ，评论指导，因而要求其对语法研究中的热 

点问题要做出快速反应，在进行总结回顾、评论指 

导的时候力求专业精准。精准到位的总结回顾、 

述评指导对语法学的健康、深入发展，以及引导某 

些理论或专题走向成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立论高远。无论是 

专题述评，专著、专家、流派的评介，还是语法学史 

的论述，作者们都不满足于客观的史实、资料、观 

点的介绍，而是更多地把介绍与评论结合起来，把 

微观分析和宏观指导结合起来。“史”“论”结合 

成了20世纪 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重 

要特色，是汉语语法学史能起到指导语法研究作 

用的保证，更是语法学史在新时期走向成熟的标 

志，也是语法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2．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汉语语法研究理论意识不足，对汉语语 

法学史研究指导不够。汉语语法学史从一定意义 

上来说是一部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史。虽 

然语法学家在借鉴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 

力图做到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并结合汉语语法实 

际有所创新，但仍不免会在理论和方法运用中出 

现西方语言理论与汉语语法事实不相融合的现 

象。汉语语法研究中原创理论和方法的缺失，导 

致汉语语法学理论和方法及语法学思想对汉语语 

法学史的研究指导不够。汉语语法学必须进一步 

加强对汉语语法理论和思想的探讨，强化语法学 

1 29 



第 3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在 

思想，借以加强对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2)对汉语语法研究 的相关史料挖掘还不 

够。前人虽然对《马氏文通》以前及近现代语法 

学研究资料有所挖掘整理，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 

浩如烟海，对散见于文献典籍中的古代语法研究 

资料的整理有待进～步深入挖掘，传教士及早期 

海外学者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资料亟待整理，晚清 

到 1949年前的涉及汉语语法研究的资料还需要 

全面梳理。汉语语法研究史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是保证汉语语法学史真实、全面的基础。 

(3)语法学名著、语法学家的研究有待加强。 

对语法学家及其著作的深人研究和系统评述是汉 

语语法学史的关键，只有对名家名作研究透彻，把 

名家名作中体现的语法学思想及其闪光点充分提 

炼，语法学史才能有血有肉，丰富多彩。马建忠及 

其《马氏文通》、黎锦熙及其《新著国语文法》，以 

及吕叔湘、朱德熙、张斌等老一辈学者及其著作， 

在过去的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但更多的学者及 

其著作还没有被系统深入研究。即使是关于老一 

辈学者，也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如《马氏文通》 

的作者问题、所谓“黎派”语法体系问题等，尤其 

是语法学家的语法学思想亟待总结。 

(4)语法研究理论方法的评价亟待强化。汉 

语语法研究的发展与理论方法的嬗变密切相关。 

从词本位到句本位、词组本位，再到复本位；从中 

心词分析法到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再到语义 

特征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从重视普通话语法 

到“古一普一方”结合；从重视句法到三个平面，再 

到韵律、认知、类型学，等等，无不显示出理论方法 

与语法研究的内在联系。因而语法学史一定要重 

视探讨语法研究中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的演变。 

(5)方言语法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近代 

汉语语法研究的总结有待加强。汉语语法学史不 

仅仅是狭义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史，应该包括汉 

语方言语法研究史、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史、近代汉 

语语法研究史，尤其当前的语法研究，很难把这三 

者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割裂开来。而过去的汉语 

语法学史往往忽略对这三个方面的总结。只有把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跟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近代汉 

语语法研究、方言语法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建 

构起完整的汉语语法学史。 

(6)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亟待深 

入探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如汉语语法学迟缓 

建立的原因、传教士及早期海外学者的汉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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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汉语语法学形成的影响、《马氏文通》有无 

模仿问题、汉语语法学史的分期问题、近 40年汉 

语语法研究的再分期问题 、汉语语法学有无学派 

问题、海外汉语语法研究问题等等，都需在新的理 

论观照下进行深人细致的思考，并给出合理的 

结论。 

(7)汉语语法学史的叙述下限必须后移到当 

前。已经出版的几部汉语语法学史著作，叙述的 

下限或者到 20世纪 80年代，或者到 90年代末， 

邵敬敏《新时期的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 

是唯一一本下限到 2l世纪初的。汉语语法学史 

要发挥其对未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指导作用，必须 

更加重视对当前语法研究的及时总结，作为学术 

史的“汉语语法学史”应该做到古今并重，甚至详 

今略古，而不能详古略今。 

(8)汉语语法虽然有较强的民族性和个性， 

但汉语作为多样性世界语言中的一员，必然有世 

界语言的共性即普遍性 ，汉语语法研究不能脱离 

世界语言研究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因而汉语语法 

学史研究必须把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既要看到 

汉语语法研究的特殊性或个性，更要看到汉语语 

法研究在世界语言研究 中的普遍性；就是说要有 

“全球史观”(国际语言学或语法学观)。要在世 

界语法研究的大背景下评价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 

的成就和对世界语言研究的贡献，总结汉语语法 

研究的经验和不足。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既不妄 

自菲薄，不低估汉语语法学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又不夜郎自大，过分夸大汉语语法研究在国际语 

法学史上的地位。 

总之，必须在“全球史观”(即国际语言学、语 

法学)的观照下，以一定的语法学思想为指导，以 

客观、公正、全面为评价尺度，充分挖掘语法研究 

史料，深入研究名家名作，全面总结专题研究进 

展，准确把握理论方法的嬗变，做到史实与评论相 

结合、回顾与展望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编写出 
一 部好的汉语语法学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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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tics 

LI L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grammatics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rammar，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 maties，as a branch of Chinese grammaties，has developed quickly．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tics，some related issues，inadequacy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tics．Th is paper holds that in order to compile a good book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ties，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world view of linguistics，certain theories，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exhaustive collection 

of data，in—depth analysis of famous linguists and their works，and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Key words：Chinese，grammatics，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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