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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理论教程》

前言

　　本教程是教育部为教学改革而设立的“九五”国家级重点研究项目的成果，后又纳入“面向21世
纪课程教材”，因此它是针对教改的要求，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现有的众
多现代汉语教材，大率理论性较弱。一般偏重于介绍规则，·罗列现象，而不作或少作“所以然”的
分析、说明。对于汉语研究涌现出的许多重要的新成果，更没有或很少吸收，知识体系与语言学新的
发展情况严重脱节。　　今天的大学生，是不会满足于教材内容老旧、保守的。缺乏理论深度的读本
，恐怕更不可能使他们感兴趣，不可能激发他们主动探讨研究的热情。何况考进大学的中国学生都已
经接受过普通语文教育，已具有口头和书面上熟练使用汉语的能力，现代汉语教材若不能给他们提供
新鲜的理论知识，不能使他们获得对于现代汉语的全面深入的理性认识，那就连基本用处都要大打折
扣了。　　是以，本教程很注重内容的理论性，以“理论”两字给教程定性的方式明示这一点。理论
不是什么玄虚难测、高不可攀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讲明事理、揭示规律、阐明因果和必然联系。只
要在作理论阐述时，做到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从具体到抽象，并注意控制在适当的深度范围内，理
论性的知识内容是学习者完全可以接受的。　　本教程一方面尽量使理论知识与运用实际——特别是
具体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把学科新成果的适当吸收也看作加强理论性的一个重要
环节。这后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突出现代汉语的系统性，分析描写每个语言要素自身形成的系统，重
视结构及其层次的分析。可以说，诸如下面一些新的做法——在词汇系统一章突出词的确定、词的结
构方式、词汇中的结构组织以及词汇系统的构成等内容；在语法系统一章设构形法、语法范畴的专节
，提出动名词、形名词、形动词、形态词、结词等词类；在“现代汉语系统”这一教程的主体部分里
，设“语义系统和句意”一章，突出语言种种义位的区分、语言义位的结构关系、句意内部种种意义
关系等内容；在“运用规律”部分里，设“构成两类言语风格的因素”一章：所有这些，都是注重适
量吸收学科研究新成果的具体落实，都是朝增强教材理论性的目标迈出的有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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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理论教程》

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理论教程》是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教材，后又纳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全书分导论
、现代汉语系统、现代汉语的运用规律和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四部分。与同类教材相比，《现代汉语
理论教程》的最大特色是突出理论性，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将具体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上升到理论
的层面，二是适当吸收本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故《现代汉语理论教程》内容有相当难度，有不少新知
识、新信息，在理论知识的选取、安排和表述上，在语言系统、结构关系和层次区分等基本观点方面
均有鲜明特色。
《现代汉语理论教程》适于现代汉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使用，对有志于现代汉语研究的读者也
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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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导论第一章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章 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第三章 现代汉语的基
本特点、形态学类型、系属及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第四章 现代汉语理论教程的宗旨和内容体系第二部
分 现代汉语系统第一章 语音系统第一节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位第二节 普通话的元音音位及其聚合第
三节 普通话的辅音音位及其聚合第四节 音节 、声调音位、句调音位第五节 字音、声母、韵母第六节 
字音与字音的结构关联及由此出现的音变——儿化、轻声、连读变调第七节 语音规范化与《汉语拼音
方案》第二章 词汇系统第一节 词汇和语汇第二节 词汇单位——词和固定语第三节 词位和词位的确定
第四节 词的结构方式第五节 造词法第六节 固定语及其类别第七节 成语及其特质第八节 惯用语、歇后
语、准固定语和习用语第九节 各种词语类集第十节 阶级习惯语和隐语第十一节 词汇中的结构组织第
十二节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构成第三章 语法系统第一节 语法的性质、范围和组成第二节 名词、方位
词、时间词第三节 形容词、区别词、动词第四节 助动词、动名词、形名词、形动词第五节 副词、数
词、量词、代词第六节 连词、介词、结词、语气词第七节 形态词第八节 构词法第九节 构形法第十节 
语法范畴第十一节 短语、单句和句法成分第十二节 甸子的类型第十三节 复句第四章 语义系统和旬意
第一节 对“语义”的理解第二节 各种层级的语义单位第三节 几种性质不同的语义单位、多种不同的
表达色彩第四节 词语意义成分——义素分析第五节 词语的内部形式第六节 主要的语义范畴及其表现
方式第七节 词语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第八节 现代汉语语义系统的轮廓第九节 句意及其基本表现类型
第十节 句意的构成第十一节 句意的内部关系第十二节 句意之间的关系第十三节 歧义第三部分 现代汉
语的运用规律第一章 修辞方法和修辞格第一节 词汇应用方面的修辞方法第二节 语法应用方面的修辞
方法第三节 语音应用方面的修辞方法第四节 修辞格（上）第五节 修辞格（下）第二章 构成两类言语
风格的因素第一节 言语风格的形成第二节 功能风格第三节 个人风格第四部分 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第
一章 现代汉字的渊源和历史发展过程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第二节 汉字的基本演进过程第二章 现代汉字
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第一节 现代汉字的基本结构第二节 现代汉字的形体分析第三节 汉字是表意文
字第四节 记录日语的方块字第三章 汉字的简化第一节 汉字简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节 已公布通行
的简化汉字第三节 异体字和字形的整理第四节 用字的规范化第四章 标点符号第一节 标点符号的种类
和作用第二节 点号的正确用法第三节 标号的正确用法第四节 标点符号使用的灵活性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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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作家协会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红楼梦论语人民日报
今晚报　甲午战争孽债　　有些专名词语在体现个体概念的意义之外，还出现了泛化的意义。比如“
阿斗”，原本指三国蜀汉后主刘禅的小名，是典型的专名。因阿斗为人庸碌，后用它比喻懦弱无能的
人，形成一个泛化的、普通的意义，即体现成类事物的意义。类似的专名还有一些，像“阿Q（用以
讽刺精神胜利者）”“红娘（引申为媒人的代称）”“诸葛亮（引申为指足智多谋的人）”等。这类
单位，对应着它的不同意义，应把它看做专名词语或普通词语。　　指一类事物现象的词语，在言辞
话语中常有“专化作用”，从而使它们出现临时性的专指意义。如某甲向某乙说：“钢笔在笔记本上
。”话中的“钢笔”“笔记本”都是特指的一个具体个体。“词语出现专指的情形时，并不意味着它
成了语言词汇中的专名；因为在客观意义上体现种类概念的词语，时而出现的专指含义是言语的、个
人主观的意义，而专名是就其属于语言的、特指某一个别对象的客观意义而确定的。”①　　专名词
语并不见得都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成员。一般地说，只有那些为全社会熟悉或知晓的专名词语才能够
成为全民共同语词汇中的成员。国家名、民族名数量少并且又较为稳定，而且大多为社会熟悉，因此
可基本认定是普通话词语。杰出人物的名称、引申出普通意义的人名，无疑是全民词汇成员；其他人
名则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地名中的省名、重要城市名称和一些重要的风景名胜的名称等，也基本算全
民词汇成员。至于社团名、企业名、事业单位名、书文报刊名等，亦可依据相应的“知名度”来确定
可否算做共同语词汇成员。②　　（二）专门词语　　专门词语包括术语和行业词语两类。　　术语
是表达某学科、技术领域内的科学概念的词或固定语，一般具有单义性、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
开放性和人为性等特征。③它包括有几种类型：自然科学术语，比如“表面张力”“集成电路”“阴
性反应”“功”“不完全燃烧”“模糊数学”“原生动物门”“共生现象”“放射”“溶解”“流产
”“原子”等；社会科学术语，如“剩余价值”“生产关系”“有价证券”“历史唯物论”“绝对真
理”“语法单位”“同义词”“理性意义”“商品”“不动产”等；技术性行业内的术语，像摄影技
术行业的“光焦度”“主曝光”“景深”“密度时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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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那点可怜的语言学⋯⋯
2、我买了这本书，可是我没发现这本书没有外语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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