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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体整合研究》

内容概要

《动词体整合研究》内容简介为：动词体是俄语中一个重要的语法范畴。俄语动词的体理论是俄语语
法中一个最有难度，最有争议，也是最没有得到彻底研究的领域之一。而要正确地理解和使用体，就
必须结合语法、语义、语用以及语篇因素，对体进行整合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将认知语法理论、指称
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礼貌理论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动词体整合研究》进一步指出，动
词体是一个语用范畴。观察者形象的引入，证明了体能够表达间接指示意义。而言语行为中的施为句
则丰富了动词时体形式的意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有时会表现在以言取效上，动词的不同体形
式会表达不同的言语行为。《动词体整合研究》还以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为背景，分析得出完成体有增
强语力的功能，而未完成体则具备缓和语力的功能。通过分析说话人、受话人、被祈使执行行为、祈
使行为之间的关系，描述命令式中动词体形式的选择规则。结合礼貌理论，对动词体形式表达的礼貌
做了阐释。
《动词体整合研究》指出，动词体范畴具有民族性、阐释性、复合性、模糊性、历史性特征。完成体
和未完成体构成否定对立关系，其中完成体是对立中的标记成分。体是一个词形变化范畴，对于体偶
对动词来讲，它们是同一个动词的不同词形，而不是两个不同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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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俄文摘要绪论一、体的认识1.汉语学者对体的认识2.国外学者对体的认识3.斯拉夫语
、俄语学者对体的认识二、体研究的历史、成就、主要研究领域1.体问题研究历史回顾2.当今俄语体学
研究的成就以及研究领域三、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体范畴的语法地位问题2.纯体词缀，动作方式问
题3.俄语体范畴的内容实质4.体范畴的指示特征四、本文研究目的、任务、论文新意、理论价值和实践
价值第一章 俄语动词体的概述一、体的总体特征1.历史性2.民族性3.复合性4.模糊性5.阐释性二、完成
体和未完成体对立的关系三、体的语法范畴性质本章小结第二章 俄语动词体的内涵一、体的常体意
义1.完成体常体意义描述类型2.完成体常体意义研究的新发展3.完成体常体意义相互之间的关系4.未完
成体常体意义二、体内涵的认知研究1.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2.从认知角度对体的阐释本章小结第三章 
体的具体意义与动词之间的关系一、体的意义1.体的具体意义类型2.体参与表达的其他意义二、体貌特
征与动词的语义类型1.Vendler的动词分类2.无界动词3.有界动词三、隐性语法范畴对动词体意义的影
响1.隐性语法范畴的认识2.时空定位性3.控制性/非控制性4.使役性本章小结第四章 体形式选择的语言限
制规則一、体形式选择的词汇限制二、句法结构对动词体形式的限制本章小结第五章 指称与体的关系
一、名词短语、指称与体的关系1.名词短语、题元与体2.名词短语的指称对动词体的影响二、动词体貌
特征与名词的指称三、动词体与篇章中动词谓词的指称1.动词谓词在篇章中的基本功能与体形式的选
择2.问-答句中谓词指称与体的关系本章小结第六章 动词体与语用一、体是一个间接指示范畴1.指示类
型和特点2.观察者、体与指示二、言语行为与动词的体1.施为句与体2.体与言语行为动词3.动词体与间
接言语行为三、体、命令式和礼貌1.命令式中体选择的规则评价2.命令式所表达的不同祈使行为3.体与
礼貌本章小结第七章 体与语篇一、体作为谋篇布局的手段1.体的范畴意义与语篇功能的关系2.完成体
的语篇功能3.未完成体的语篇功能4.体语篇功能的标记性和非标记性5.余论二、语篇对体的影响1.转述
型文本中体的使用特点2.叙事语篇与未完成体3.功能语体与体的意义关系三、体与语篇的互动：语法隐
喻1.语法隐喻理解2.体范畴在语篇中的语法隐喻价值本章小结第八章 俄语体词典的编写构想一、词典
对动词体意义阐释存在的问题1.缺乏统一的判断体偶对的标准2.体偶对动词的注释方式存在不足二、体
词典应该包含的内容及具体的示例本章小结结束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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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俄语动词体的概述　　体范畴在俄语语言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章主要从体的总体特
征、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关系以及体的语法范畴三个方面对体进行描写。　　一、体的总体特征
　　1.历史性　　当今体的现状是语言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就拿汉语而言，汉语的“体”范畴有
三个：实现体、持续体、终结体，分别对应与“了”、“着”、“过”。由此可见，汉语的“体”范
畴是十分周密的，分别用三个动态助词职责分明地对一个完整的动作从无到有、再到消失的全部过程
进行精密地刻画。（石毓智，1992：200）汉语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了”、“着”、“过”这三个动
态助词展开。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将汉语中体的研究分为两类：一是描写派，主要归纳三个助词
各自的句法功能，在与不同的词语搭配或出现在不同句法位置时的语法意义上的变化规律；二是解释
派，根据三个助词的语义特征推演出各自的使用条件，以及形成同一个词出现于不同的语境所产生的
各种语法变体的原因。　　对“了、着、过”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言学界最为热门的课题。而这三个
体标记的诞生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了”大约自汉朝开始作动词，有“终了”“完结”“完毕”等
义，魏晋时代开始跟在动词（动+宾）之后，充任完成义的结果补语；大约从中唐起，表示完成义的
动词补语“了”逐渐虚化，开始用为表示抽象语法意义的时态助词，它的位置也从动宾之后往前移到
了动宾之间，形成“动（形）+了+宾”的句式；宋代以来，时态助词“了”获得了广泛的使用。当然
“了”取得专门表示完成时态的地位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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