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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2010年第四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日语词汇语法研究” 、201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一般
科研项目“日语词汇语法研究”、200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课题“中国日语学习者语料库的建
设与研究”的成果之一。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许慈惠教授对日语词汇进行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对词汇语
法研究的学术回顾，也有对各种专题语法的研究，可以指导语言学习者把握日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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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慈惠， 1982年2月毕业于原上海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部。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进修于原北京语言学
院。1985年赴日本神户大学攻读日本国文学硕士课程。于1987年赴日本甲南女子大学攻读文学博士课
程。1994年进修于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1982年2月至今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多年教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讲授过的课程主要
有日语专业各门基础课、高级日语、词法学研究等。长期从事并致力于日语语言研究，为研究生开设
了日语词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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