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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书资源 

《汉语语法史》  

 
电子资源：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131650&d=88F7EB7C59C07F660

4EEDB78AD19662B&fenlei=080209  

馆藏资源： 

商务出版社，1989 年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96.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中华书局，2014 年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09/196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 

索书号 馆藏地 

H14-09/2  嘉庚中文书库 四楼嘉庚新书 14 架    

责任者：汉语语法史/王力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出版社,1989 

简介：本书是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研究汉语语法历史发展的专著。全书共 26 章, 从词法、

句法两个方面论述了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面貌、发展阶段及其内在规律, 重点是历史句法

学的探讨。本书以汉语基本理论为基础, 讲述了名词、人称代词、构词法的发展、词序的

发展、长句的发展、语气词的发展, 以及“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等知识。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131650&d=88F7EB7C59C07F6604EEDB78AD19662B&fenlei=080209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131650&d=88F7EB7C59C07F6604EEDB78AD19662B&fenlei=0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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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电子资源（图书馆文献传递，商务印书馆，2005 年）：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942574&d=8EF4124998EF6C9166

97E73BE6967CE3&fenlei=08020902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09/104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 二楼 063 架 

H14-09/104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 曹广顺主编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简介：《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是梅祖麟先生在 1998 年应邀到北大讲学时提议撰写

的。梅先生说：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有些问题已经取得了共识，有些

问题虽然看法还不一致，但也研究得比较深入。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作一个总结，把已经取

得的成果和尚待解决的问题都写下来，作为今后研究的基础。他还说：社科院语言所和北

大中文系部分人员一起编撰了《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合作得很好，希望对近代汉语语

法史研究的总结也由两个单位合作进行。我们觉得梅先生的建议很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

江蓝生先生对此也很支持，于是我们就约请了两个单位的一些同人，成立一个课题组，开

始编撰这部书。2000 年，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成立，在征得社科院语言所的同意

后，这个研究课题列入了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第一批重大项目(和社科院语言所

合作进行)，得到了教育部的经费支持。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942574&d=8EF4124998EF6C916697E73BE6967CE3&fenlei=08020902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942574&d=8EF4124998EF6C916697E73BE6967CE3&fenlei=080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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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 

 
电子资源（图书馆文献传递馆文献传递）：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134497&d=56194386CE5544236F

78A5CEDB513188&fenlei=080209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09/026.1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 二楼 063 架 

H14-09/026.1 翔安—翔安分馆 （三楼 C 区 4-6 架） 

H14-09/026.1 漳州—嘉庚密集 2123 

H14-09/026.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邵敬敏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简介：邵敬敏所著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述新时期

30 年汉语语法学史的专著，包括导论、理论篇、人物篇、本体篇、应用篇五个部分。史料

翔实，论述宏富，基本囊括了 30 年汉语语法研究的各种流派、各个分支学科和交叉学

科、各个重要专题、各位知名人物、各个争议焦点、各类热点和亮点等重要内容，持论客

观公允。本书是《汉语语法学史稿》的续篇，对汉语语法研究、语法学史研究等都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134497&d=56194386CE5544236F78A5CEDB513188&fenlei=080209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134497&d=56194386CE5544236F78A5CEDB513188&fenlei=0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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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法学史》 

 
电子资源：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

09&ssid=10196410&d=a35c8a1fe9746e9d7be158c3f33bc221&isFromBW=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09/158 翔安—海外教育学院资料室 

H14-09/158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中国语法学史:修订本/龚千炎著 

版本说明：修订本 

出版发行项：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简介：本书是我 1987 年交付出版的《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北京）的修订版。

新版的篇幅比原版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语法研究又有了新的进

展，它的发展脉络也看得更为清晰了。 跟原版相比，新版主要增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首先是新时期的语法研究。这个部分一向是薄弱环节，论述较少。这次已单列一章，

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写。 其次是语法专题的研究。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09&ssid=10196410&d=a35c8a1fe9746e9d7be158c3f33bc221&isFromBW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09&ssid=10196410&d=a35c8a1fe9746e9d7be158c3f33bc221&isFrom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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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史概要》 

 
电子资源：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943114&d=003E1BF27C63F56CB

B37E02D4350902C&fenlei=080209  

责任者： 潘允中著 

出版发行项： 中州书画社 , 1982.08 

简介：全面概述汉语词类和句法的特点及发展，广泛吸纳已有的学术成果，重视甲骨文、

金文等出土文献材料与传世典籍的相互证发，充分反映汉语历史语法演变的过程。全书分

上、下编,共 18 章,绪论概述汉语的形成过程和汉语历史语法的特点,上编详述词类的发展,下

编详述汉语词序、句子语气词、判断句、描写句等句法现象的发展。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943114&d=003E1BF27C63F56CBB37E02D4350902C&fenlei=080209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943114&d=003E1BF27C63F56CBB37E02D4350902C&fenlei=0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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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纲要》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09/41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漢語史綱要/史存直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華書局,2008 

简介：《汉语史纲要》由史存直先生生前出版的三部著作——《汉语语音史纲要》、《汉语语

法史纲要》、《汉语词汇史纲要》组成，以商周以来主要是周秦以来的所谓“通语”的发展历

史为研究对象，考察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探询现代汉语语

音体系、语法体系和词汇体系的历史来源。不主张汉语史分期，全书以语音、语法、词汇

为序，语音史部分采用调、韵、声顺序，将构词法置于词汇史部分。立论精到，论述深入

浅出，适合汉语史入门者学习使用，及汉语史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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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论稿》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09/271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 二楼 062 架 

H1-09/27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汉语史论稿/杨永龙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简介：本书主要收录了笔者 2000 年以来发表的汉语语法史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是江蓝生

先生与笔者合著)，同时也选收了几篇语音、文字、训诂方面的文章，希望借此机会一并得

到方家指教。所收文章按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组。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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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语法史》 

 
电子资源（图书馆文献传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440268&d=26FA10C7872E7F491

AF3BA3F3E9CDB75&fenlei=08020901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022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 二楼 063 架 

H141/022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上古汉语语法史/姚振武著 

出版发行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提要文摘附注:本书运用大量出土文献资料，对商周时期的汉语词法和句法作了描写，并对

其发展变化作了研究，内容包括名词和动词的发展、形容词的发展、代词的发展、副词的

发展、介词的发展、结构助词的发展、语气词的发展、主谓结构的发展等。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440268&d=26FA10C7872E7F491AF3BA3F3E9CDB75&fenlei=08020901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440268&d=26FA10C7872E7F491AF3BA3F3E9CDB75&fenlei=08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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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纲要》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09/643 漳州—嘉庚教材 

责任者：汉语史纲要/殷国光, 龙国富, 赵彤编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提要文摘附注:本书分为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三部分，通过系统讲授汉语

不同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疾病面貌和特征，使学生对汉语发展的历史、汉语发展变化

的内部规律有效为全面的了解，以帮助学生深入认识和正确使用现代汉语。本书在对半个

世纪以来汉语史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吸收学界已取得共识的新的成

果，以描写语言事实为基础，以归纳为基本方法，注意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禅师

语言的演变，力求揭示语言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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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研究琐论》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09/168.2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汉语史研究琐论:石锓自选集/石锓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提要文摘附注:本书包括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词汇史研究和训诂与音韵研究三个部分。在

汉语语法史方面，主要涉及汉语状态词、近代汉语时体助词、近代汉语结构助词等；在汉

语词汇史方面，主要涉及上古汉语复音词等；在训诂与音韵方面，主要涉及魏晋用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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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类史稿》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6.2/661 本部—基本书库-新书区 

责任者：汉语词类史稿/周生亚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简介：汉语史是由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构成的新兴的语言学科。而汉语

语法史，又是由汉语词类史和汉语句法史两大部分组成的。目前，专门以汉语词类发展史

为研究对象，并能进行深入而又全面研究的学术专著，该书尚属首次。 

该书共分十章，每章三节，节下设八十六个子题，全面而又深入地论述了汉语词类在上古

汉语、中古汉语和近古汉语中的发展史。该书写作，作者紧紧抓住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

发展这一根本方向，同时又在历史发展观点和一切从汉语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指导

下，去选择资料、组织资料和说解资料。全书论述，以问题为纲，以史为线索，一线牵到

底，对汉语词类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展现的各种发展问题，不避争议，均予以具体地解析

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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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研究》  

 
电子资源（图书馆文献传递，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年）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294122&d=24A7ADD1EA6BFC44

842398D57769B662&fenlei=080205 ：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6/868.2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 二楼 063 架 

H146/868.2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研究/潘先军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羡余性是语言的三大本质之一，但语言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到目前为止，对

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的研究几乎都是局部的和零散的，而且都将羡余现象割裂为词汇和句法

等不同层面进行研究。《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研究》将羡余作为一个整体语言现象，对现代汉

语羡余在词汇、句法的表现进行了综合研究。《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研究》既对羡余现象进行

总体概括与局部描写，又力图运用认知语言学等语言学前沿理论对羡余现象的成因进行解

释，较为全面地对现代汉语羡余现象展开了研究。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294122&d=24A7ADD1EA6BFC44842398D57769B662&fenlei=080205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294122&d=24A7ADD1EA6BFC44842398D57769B662&fenlei=0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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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仿古文言句法》 

 
馆藏资源： 

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876.3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唐宋仿古文言句法/谢序华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华书局,2011 

简介：本书选取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名篇 45 篇，具体考察仿古文言的句法结构，分析句子

的各种成分和复句的关系层次，并统计各语法成分的出现频率，与上古文言（主要指《左

传》）句法作对比，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可靠的材料，弥补了以往汉语史研究中只

简单地把魏晋后仿古文言与先秦文言同等看待，而未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的缺憾。本书对

大量的词汇、单复句归纳分类，对谓语动词、谓语形容词、副词、介词和介词结构固定形

式、连词和配套使用的关联词等逐一描写分析、统计和归纳，用力甚勤，展示了唐宋时代

词汇系统的概貌，为汉语史研究中文言文的长句、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和连词的发

展提供了专门细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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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语法比较研究》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661.31 漳州—嘉庚密集 2123 

H141/661.3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兩漢語法比較研究/魏兆惠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简介：魏兆惠博士的《兩漢語法比較研究》對詞類和以句法為核心的語法專題進行了研

究，是兩漢語法研究的新收獲。《兩漢語法比較研究》利用西漢和東漢詳盡的共時和後時語

料，對兩個時期詞語附加、量詞、否定句中代賓位置、動趨式和被動式等語法專題進行細

緻的描寫和比較。兩個時期的語法存在許多相同之處，而相異之處主要表現在：東漢出現

了大量新興的副詞、形容詞、動詞、名詞、代詞附加成分。遭受類被動式在東漢時期出現

並居被動式的首位，而同是在先秦和西漢使用頻率很高的“為”類被動式和“於”類被動式的使

用比例明顯減少。“被”字句的表達法逐漸完備。在先秦時期占優勢的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

置的情況，西漢時期開始衰減，東漢時期則基本消失。在西漢時期“來”和“去”用在其他動詞

後構成連動結構，但是在東漢時期部分已經虛化為趨向補語，在東漢時期動趨式已經出現

了。從數量上看，無論是名量詞還是動量詞，東漢都在西漢的基礎上增加很多。以揚雄為

代表的兩漢之際的文人作品，和當時的口語作品在語法方面已經出現分歧，說明文言和口

語在兩漢之際已經分離。東漢已經初步具備了中古時期漢語的很多語法特徵，從語法的角

度來說，東漢應該看作是中古的一部分，而西漢，和先秦的語法相比有發展，但是和東漢

還是存在一定的距離，可以看作是上古漢語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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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 

 
电子资源：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08010&d=2B0AF76C5EC00C64F

6E6340D1466E497&fenlei=08020901  

馆藏资源： 

索书号 年卷期 校区—馆藏地 

H141/264.110.1 (2)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H141/264.110.1 (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杨伯峻, 何乐士著 

版本说明：第 2 版 

出版发行项：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简介：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共约 80 余万字，上编为概述，对古汉语的特点、词法、

句法作了简要的论述。中编为词类，尽量吸收众多学者对词类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将可列

举的词类的成员全部列举。下编为句法，对谓语的各种结构及复句的构造作了详细的分析

研究，下编为句法，对谓语的各种结构及复句的构造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同时还扼要地

分析了语段。全书共有例句 8027 例。 本书名为《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在研究和举例

上，我们以秦汉时期的古汉语为主，而在所谈问题需要联系历史发展时，则或向上追溯及

甲骨、金文，或向下推论至唐宋以及明清。本书不是语法史，它的任务不是面面个到谈论

汉语语法的历史演变。我们是以介绍古汉语语法体系的需要为出发点，在某些重要的语法

问题上联系其发展变化。在词类方面，尽量介绍各类词的历史面目、新旧成员的更替，而

不着重讨论它是如何发展来的。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08010&d=2B0AF76C5EC00C64F6E6340D1466E497&fenlei=08020901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08010&d=2B0AF76C5EC00C64F6E6340D1466E497&fenlei=08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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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古汉语的名动词类转变及其发展》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074.2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古汉语的名动词类转变及其发展/张文国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书主要讨论了古汉语名动词类转变及其发展的问题。绪论部分对汉语语法学史上

有关词类转变的研究作了简要的评述，其中重点评述了《马氏文通》的“辨音”和“假借”以及

现行的词类活用理论。总论部分讨论了与古汉语词类转变，尤其是名动词类转变相关的一

些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名动词类转变的顺序、语法功能与词类转变的关系、词义引申与词

类转变的关系、兼类与活用的区分、文体与词类转变的关系等。分论部分则以总论部分的

理论为指导，具体讨论了动物名词、器具名词、自然名词、形体名词、衣食名词、建筑名

词、抽象名词和多音节名词的词类转变及其发展。结论部分对古汉语名动词类转变的特点

及其发展规律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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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语法研究入门》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53/448 翔安—海外教育学院资料室 

H14-53/448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H14-53/448 本部—保存本库 

责任者：语法研究入门/吕叔湘等著 马庆株编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简介：本书的目的是为那些对汉语语法研究有兴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青年教师以及其他

语法爱好者指示门径，比较系统深入地介绍语法研究的专门知识，帮助他们掌握比较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学习已经被研究实践证明有效的各种研究方法。 本书收录三十多位汉语

法专家的论文，比较系统深入地介绍语法研究的专门知识，每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内容包

括：总论篇、漫谈语法研究、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汉语和外语对比、现代汉语和古汉语对

比、普通话和方言对比、普通话内部的对比、结束语、朱德熙先生论语法研究、眼界、现

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汉语语法特点和语法体生活费、汉语语法学史、西方语法学流派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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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马氏文通研究》 

 
电子资源：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50945&d=77A67A532D2B41C51

A84176CA0F7C716&fenlei=08020901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876.2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马氏文通研究/刘永华著 

出版发行项：成都:巴蜀书社,2008 

简介：《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是中国语言学现代化、语法学现代化的开端和研究

中国语法学史的逻辑起点。《文通》贯通古今中外，是综合多种分析策略的复杂而深刻的近

代型语法范式和语法研究范式，包含了相当广泛的现代语言学观念、要素以及其他我们尚

未认识的语法思想和实践。本书共分为 6 章。内容包括：《文通》的语法观和语料观、句读

视野中的语法分析系统、词次视野中的语法分析系统、虚字视野中的语法分析系统、《文

通》所反映的古代汉语传信系统。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50945&d=77A67A532D2B41C51A84176CA0F7C716&fenlei=08020901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50945&d=77A67A532D2B41C51A84176CA0F7C716&fenlei=08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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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汉语语法丛书·马氏文通》 

 
电子资源（商务印书馆，1983 年）：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201578&d=016FE199F3858639D9

3D4AC87DD06B96&fenlei=08020901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904.13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 二楼 063 架 

H141/904.13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馬氏文通/馬建忠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简介：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

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

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富有创

造性的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全书分为十卷，内容包括：实字卷、虚字卷、论句读卷

等。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201578&d=016FE199F3858639D93D4AC87DD06B96&fenlei=08020901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201578&d=016FE199F3858639D93D4AC87DD06B96&fenlei=08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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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汉语语法丛书·国文法草创》 

 
电子资源（商务印书馆，1982 年）：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1&ssid=10259222&d=00f9d8eb94b6c1f

86fea253d21a64fef&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098 本部—提存书库 

H141/098 本部—保存本库 

H141/098 翔安(储存图书馆)—翔安图书密集库 Z2A18A22 

责任者：国文法草创/陈承泽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简介：这是一本 5 万多字用文言写成的讲述古汉语语法的著作。该书工有 13 章。其中最

为重要的是第 2 章“研究法大纲”、第 3 章“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和第 13 章“活用之实

例”。在第 2 章中，他提出了研究中国文法应注意的 3 个原则：1.说明的，非创造的；2.独

立的，非模仿的；3.实用的，非装饰的……在第 3 章中，他提出了 1.词类系统问题；2.词类

划分问题；3.本用活用问题；4.引申的顺序问题。第 13 章中讲的是词类的转化和活用问

题。其中区分了兼类和活用的情况，首创了“致动”“意动”的概念。这条语法原则的实用价值

很高，掌握了它，对初学古汉语的人非常有帮助。 

陈承泽治学谨严，所著颇得学人好评。吕叔湘先生在《重印〈国文法草创〉序》中

说：“陈承泽先生的《国文法草创》是《马氏文通》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

部讲文言语法的书……《国文法草创》是五万字左右的的一本小书，但是里边包含很多宝贵

的东西。‘以少许胜人多许’的评语，著者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1&ssid=10259222&d=00f9d8eb94b6c1f86fea253d21a64fef&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1&ssid=10259222&d=00f9d8eb94b6c1f86fea253d21a64fef&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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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国文法之研究》 

 
电子资源（商务印书馆，1983 年）：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ssid=11550479&d=f51ce3d65d7c2674

28a5fa1ab5361b68&isFromBW=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662 本部—保存本库 

H14/662 翔安(储存图书馆)—翔安图书密集库 Z2A07B24 

H14/662 翔安(储存图书馆)—翔安图书密集库 Z2A07B24 

责任者：国文法之研究/金兆梓著 

版本说明：新 1 版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简介：金兆梓(1889－1975)撰。兆梓字子敦，号芚盦，浙江金华人。文史学家，早年从事

教育工作。是书系金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授课时的讲稿，经整理而成。从语言实际出

发，按照逻辑的要求，根据语句的结构方式，探讨其条例与法则。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

“导言”，谈文法的定义、范围、类别、说明探讨一国之语法，应根据该国语文在长期使用

中的习惯及历史发展来研究。第二章“文法之研究法”，扼要地介绍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

法和普通研究法，上述三种方法在研究中应同时并用。第三章“名学的现象与文法的现

象”，论述逻辑与语法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词类，句子成分、句子种类、单句、复句的结构

方式，认为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思想构成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程序是名学的现

象，如何依照表达的需要，用字、字群和句通过组织配合，把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这就

是文法的现象。这一章是全书的重点。其语法研究立足于革新的思想，在当时产生过一定

影响。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ssid=11550479&d=f51ce3d65d7c267428a5fa1ab5361b68&isFromBW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ssid=11550479&d=f51ce3d65d7c267428a5fa1ab5361b68&isFrom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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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新著国语文法》 

 
电子资源：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6&ssid=11973299&d=f73835309ac3e30

a226ea12d365475c1&isFromBW=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6/662.27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著 

出版发行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简介：《新著国语文法》初版于 1924 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体现了民族特色的现代

汉语语法著述，它总结归纳了“国语”（当时指称标准的汉民族白话文，后通称为普通话）

组词造句的规律，并且形成了一套语法教学体系。本文库据 1959 年第 24 版的底本翻印。

《新著国语文法》主体的前面，有历次版本的 7 篇序文或附白。《新著国语文法》共分 20

章，20 章的排列顺序正是当时所试拟的“学科（教学）体系”，各章内容则是当时初步研究

所得的“科学体系”的拆开和分配。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6&ssid=11973299&d=f73835309ac3e30a226ea12d365475c1&isFromBW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6&ssid=11973299&d=f73835309ac3e30a226ea12d365475c1&isFrom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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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高等国文法》 

 
电子资源（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年）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1&ssid=12455259&d=b2a13697c240ca3

1a9832487b4c07152&isFromBW=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1/222.111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高等國文法/楊樹達著 

出版发行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简介：《高等国文法/杨树达文集》广采马建忠、刘淇、王引之、俞樾等语言学家著书之

说，加以新见，详列各类词汇，加以细密的分析。配合大量例句，作者所采辑的例句，始

自诸经诸子，迄于《后汉书》、《三国志》，六朝唐人间或甄采，《古文尚书》也有收录，做

到了旁证博采。读完此书，中国语法之特点不难自明，阅读古书可以达到无障碍。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1&ssid=12455259&d=b2a13697c240ca31a9832487b4c07152&isFromBW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1&ssid=12455259&d=b2a13697c240ca31a9832487b4c07152&isFrom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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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电子资源（商务印书馆，1987 年）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ssid=11041168&d=f6de77d66d7d1019

c5890ba0e72b81a9&isFromBW=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088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H14/088 本部—保存本库 

H14/088 翔安(储存图书馆)—翔安图书密集库 

责任者：中国文法革新论丛/陈望道等著 

版本说明：新一版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简介： 本书是陈望道等语言学家在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讨论文法革新的论文集,共收论

文 35 篇。主要精神是反对语法学界存在的对西方语法理论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的倾向。 

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开创了我国集体讨论语法问题的新风气，注意从实例的讨论中引申出

基本理论和原则问题，这也是应该肯定的。语言理论的研究和语言事实的调查都应当重

视，不可偏废，学术问题应该提倡集体高亮，这些都是语言研究应该遵守的原则。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ssid=11041168&d=f6de77d66d7d1019c5890ba0e72b81a9&isFromBW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H14&ssid=11041168&d=f6de77d66d7d1019c5890ba0e72b81a9&isFrom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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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中国文法论》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671 本部—保存本库 

H14/671 翔安(储存图书馆)—翔安图书密集库 Z2A07B32 

责任者：中国文法论/何容著 

版本说明：新 1 版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简介：何容《中国文法论》写于 1937 年,1942 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1948 年作者对该书作

了一些修改,1957 年由新知识出版社重印。1985 年《中国文法论》被选入《汉语语法丛

书》,由商务印书馆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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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中国文法要略》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6/448.12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简介：本书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语言学界诞生的几部汉语语法著作之一，影响深远，至

今仍是研究汉语语法的必读经典。全书共包括二十三章，行文严谨，尤其以下卷“表达论”

极具启发性。“表达论”发展了法国语言学家吕诺的设想，认为学习一门语言既要能理解，

又要能表达，故作者独辟蹊径，包括了从形式到意义与从意义到形式两个角度的描写，既

有句子形式的理解，又有语法意义的表达，这部分相当于语法手段的“同义词典”，与语义

学、修辞学关系密切，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是一个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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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中国现代语法》 

 
电子资源（页面最下方“超星电子图书”，商务印书馆，2011 年）：

https://catalog.xm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2983457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6/196.23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 二楼 063 架 

H146/196.23 翔安—翔安分馆 （三楼 C 区 4-6 架） 

H146/196.23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责任者：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简介：本书共六章，通过摘引归纳《红楼梦》及《儿女英雄传》书中的语句，分别探讨了

分造句法、语法成分、替代法和称数法、特殊形式、欧化的语法等重要理论问题，深刻揭

示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 

 

https://catalog.xm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298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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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丛书·汉语语法论》 

 
电子资源（页面最下方“超星电子图书”，1986 年）：

http://210.34.4.110/BookInfo.jsp?BID=10466727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H14/764 漳州—漳州密集书库 367 

H14/764 漳州—漳州密集书库 974 

H14/764 本部—总馆基本书库 

H14/764 本部—保存本库 

H14/764 翔安(储存图书馆)—翔安图书密集库 Z2A08B17 

H14/764 翔安(储存图书馆)—翔安图书密集库 

责任者：汉语语法论/高名凯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简介：高名凯是我国著名理论语言学家、汉语语法学家，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汉语语法丛书:汉语语法论》是高名凯的代表作之一，在汉语语法学

史上，与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并称，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最重

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全书分为构词论、范畴论、造句论和句型论等四编，提出了不少

新颖的见解，在汉语语法领域自成一家，对国内外汉语语法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

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http://210.34.4.110/BookInfo.jsp?BID=1046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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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络课程 

2018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初级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大学） 

 

地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LCU-1002598041 

主讲人：王瑞烽 教授、丁险峰 讲师、于淼 讲师、 沈红丹 讲师、牟世荣 副教授、雷朔 

讲师、 杨楠 讲师、张军 副教授、王瑞 讲师、李琳 讲师 

简介：本课程通过生动、有趣的动画情境、精炼的语法结构公式、经典的例句、真实情景

短片，使学习者理解和掌握每个语法点句法、语义、语用的基本特点，并在教师循循善诱

的引导和启发下，使学习者进行充分、有效地操练和活用，还可以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自

测题，检测和巩固本语法点的学习。本课程主要针对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提高其对于

汉语语法的运用能力。本课程还可以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语教师语法教学的参考。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LCU-100259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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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速成汉语语法课堂（北京语言大学） 

 

地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LCU-1002536013  

主讲人：种一凡 讲师、张倩 讲师、蔡楠 讲师、蔡建永 讲师 

简介：本课程特色在于： 

第一，坚持通过“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语言学习原则，以常用汉语语法项目

为明线，对其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集中呈现同一语法项目在不同教学层级出现的各

种形式。 

    第二，以中国社会、文化题材为暗线，将语法项目的使用和学习融入典型真实的文化

语境，丰富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激发学习者的兴趣。 

    第三，最大限度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语言水平选择学

习内容，按需检索，具有充分的选择空间。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LCU-100253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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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大学） 

 

地址：https://ssvideo.superlib.com/cxvideo/search/page 

主讲人：陆俭明 教授 

简介：陆俭明，男，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

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东大学等 17 所高等院校兼

职教授。 

汉语语法研究所普遍运用的分析研究方法 （北京大学） 

 

地址：

https://ssvideo.superlib.com/cxvideo/play/page?sid=102600&d=edd3606aae3b34a4530b62

7e15050f4d&cid=498 

主讲人：陆俭明 教授 

简介：陆俭明，男，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

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东大学等 17 所高等院校兼

职教授。 

  

https://ssvideo.superlib.com/cxvideo/search/page
https://ssvideo.superlib.com/cxvideo/play/page?sid=102600&d=edd3606aae3b34a4530b627e15050f4d&cid=498
https://ssvideo.superlib.com/cxvideo/play/page?sid=102600&d=edd3606aae3b34a4530b627e15050f4d&cid=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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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数据库资源 

(一) 中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CNKI） 

地址：https://www.cnki.net/ 

类型： 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Archival Collections & Primary Sources | Dissertat

ions & Theses 

学科：综合性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3/1106.htm  

类型：Bibliographies & Indexes. 

学科：哲学 | 经济学 | 法学 | 教育学 | 语言文学 | 历史学 | 军事学 | 艺术学 

超星电子图书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9/1077.htm 

类型：Ebooks 

学科：综合性 

爱如生数字产品（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申报）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201/1690.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Archival Collections & Primary Sources 

学科：文学 | 历史学 | 综合性 

博看畅销期刊数据库 

地址：http://x.bookan.com.cn/xmulib/index.html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Newspapers 

学科：综合性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地址：http://data.people.com.cn/rmrb  

类型：Newspapers 

学科：综合性 

https://www.cnki.net/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3/1106.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9/1077.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201/1690.htm
http://x.bookan.com.cn/xmulib/index.html
http://data.people.com.cn/rm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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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数据库 

Web of Knowledge 

SCI, SSCI, CPCI, ESI, InCites, JCR, Biosis Previews, MEDLINE etc 

地址：http://www.webofknowledge.com/?DestApp=WOS  

类型：Bibliographies & Indexes 

学科：综合性 

SAGE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5.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4/1211.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1/1205.htm 

别名：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博士学位论文. 

类型：Dissertations & Theses 

学科：综合性 

ScienceDirect 

地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 

类型：Ebooks | 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SpringerLink 

地址：http://link.springer.co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学科：综合性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DestApp=WOS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5.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4/1211.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1/1205.ht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http://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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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 Online Library 

地址：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学科：综合性 

EBSCO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20/1152.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Bibliographies & Indexes | Ebooks | Archival Collections & 

Primary Sources 

学科：综合性 

 

 

 

 

如有错误，欢迎指出校正 

如有任何疑问或需求，欢迎来电或发送邮件咨询 

联系人：王璞 

邮箱：ckzxlib@xujc.com 

联系电话：0596-6288320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20/1152.htm
mailto:ckzxlib@xuj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