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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专门讨论了现代汉语非论元成分的变换问题，如徐杰（2008）探讨了领有名词
的提升移位与多项名词性结构的切分方向，储泽祥（2001）探讨了“名＋数量”语序与注意焦点问题
，郑贵友（2000）研究了与状位相关的形容词移位问题。另外，探讨补语与状语位序变换的文章也不
少⋯⋯
以上几方面的研究，为本书的分析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吴春相的《现代汉语句子组成单位的语序
变换研究》将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在当今新出现的成熟的语言学理论背景下，考察现
代汉语句子组成单位的语序变换问题，描述各种变换过程中出现的变化特点，并揭示导致这些变化的
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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