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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汉语语法教学的几点思考

张俊阁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山东 济南 2 5 0 0 14 )

【摘 要」汉语语法教学是高校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利 用科研成果更新教学内容
,

也一直是对高校教师的基本

要求
。

但实际情况是不 少教师仍主要依据现有教材或语法著作教授语法
。

汉语是复杂多变的
,

已有语法观点并不一定完全科

学
、

合理
。

基于此
,

我们从几个常见的语法现象入手
,

说明高校教师要做好教授语法的工作
,

就既要熟悉 已有的语法理论和语

法观点
,

又要注意观察汉语实际
,

把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

【关键词」汉语语法 ;教学 ;理论 ;语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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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话
,

我只 当情人
,

不 由的 口儿里低低低声声的骂
,

细

根据笔者多年高校汉语语法教学的调查
,

汉语 看他
,

却原来不是标标标致致的他
,

唬 的我不 由的

语法教学存在的现状是
:
一方面

,

我们强调以科研 心 中慌慌慌张张的怕
,

吓的我不 由的慌慌慌张张的

带动教学
,

利用科研成果推动和更新教学内容
,

培 怕
。

( 《霓 裳续谱
·

卷之六
·

寄生草》
,

见 《明清民歌时

养出科研型大学生 ;一方面
,

不少教师的语法科研 调集》 (下 ) )

能力不强
,

自己并不能跟上语法研究的前沿
,

课堂 ( 6 )二月春光 实可夸 … … 伤心 煞 了我是泪 如

教学一般根据现有的教材或语法著作对某些语法 麻
,

不 知孩子 的哒哒奴的他
,

将来是谁 家
,

(哎哟 )
,

知识进行讲述
。

但是
,

已有教材或语法著作具有滞 落在那一家
。

(《白雪遗音
·

卷三
·

九连环》
,

同上 )

后性
,

换言之
,

教材或语法著作当中某些语法观点 ( 7 ) … … 小姐
,

梦去知他实实谁 ? 病来只 送的

并不一定完全正确
、

科学
。

这就需要教师加强语法 个虚虚的你
。

(《牡丹亭》第 18 出 )

研究
,

注重前沿理论与语言实际相结合
,

以现有教 由上观之
,

明清时期人称代词带修饰语的现象

材或语法著作为依托
,

对学生进行讲授
。

因此
,

本 广泛存在于诗歌
、

小说以及戏文当中
,

这足以证明这

文拟以最为常见的几个语法实例来谈一下在高校 种语言现象不是现代汉语新出现的
。

语言是发展变

汉语语法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化的
,

很多新的语言现象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一 打破汉语史分期
,

注重汉语发展的历史联系 不断地产生和发展
。

一方面
,

我们不宜以一种先人

实例一
:
汉语人称代词带修饰语的现象

。

为主的观念来认识语言现象
,

另一方面
,

我们也不宜

有些语法研究者认为汉语人称代词前面加修 割裂语言发展的历史
。

换言之
,

不能因为古汉语中

饰语的现象是现代汉语新兴的一种语言形式
,

这种 人称代词没有带修饰语的现象
,

便预先人为地设定

形式是一种修辞技巧
「l] ,

是 日化
、

欧化的舶来 品
「2〕。

汉语人称代词不能带修饰语
,

然后说汉语人称代词

然而近代汉语后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人称代词前 带修饰语是修辞技巧
,

甚至是 日化
、

欧化的舶来品
。

面加修饰语的现象
,

如
:

明清之际
,

中国同欧美的接触还非常有限
,

汉语与欧

( l) 敲 门的我是万岁山前赵大郎
。

(《金瓶梅词 美语言之间还不具备接触融合的条件 ;汉语同日语

话》71 回 ) 的接触在清朝后期才渐趋广泛
,

所以明清时期 日语

( 2 )相 于廷到 了后 边
,

说
: “

刚才过去的 不是那 或欧美语言还不足以使汉语 因受其影响而发生变

填你 溺尿的他 么尹 (《醒世姻缘传 》38 回 ) 化
。

由此
,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

明清时期出现的汉语

( 3 )你平 日总有些儿差池
,

断不肯像 了你待的 人称代词带修饰语的现象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的结

那我
。

(《聊斋但曲
·

富贵神仙 》6回 ) 果
,

是汉语表义细密化的表现
,

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

( 4 )一样的人
,

一样的事
,

你还是当 日的你
,

我 带修饰语是明清时期已有用法的延续
。

还是当 日的我
,

他还是当 日的他
,

怎 么
“

又当别论
”

汉语人称代词带修饰语的语法现象一般在现代

呢 ? (《儿女英雄传 》26 回 ) 汉语语法课堂上讲授
。

而现有教学甚至研究
,

往往

( 5 )细细的雨儿檬檬檬淞淞的下
,

悠悠的风儿 割裂汉语发展的历史联系
。

人为的给汉语发展历史

阵阵阵的刮
,

楼儿下
,

有个人儿说些风风风流流的 分期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

但并不能因此把上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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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中古汉语
、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视为封闭的历史

区间
。

或者虽知道汉语的发展是连贯的
,

但研究现

代汉语只就现代汉语的现象观察分析而不注重它的

前期发展
。

所以人称代词带修饰语这一简单常见的

语法现象提示我们
,

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一定要打

破汉语历史分期
,

注重汉语发展的历史联系
。

二 教授学生语言学理论而又不盲从语言学

理论

实例二
:
连词

“

那么
”

如何而来
。

现代汉语课上
,

学生都学到了
“

那么
”

可作连

词
。

对此我们进行了调查
,

问
: “

现代汉语中
`

那么
’

既可作代词
,

也可作连词
,

二者有关系吗 ?
”

但 95 %

以上 的学生都说
“

不知道
” 、 “

没考虑过
” 、 “

是两个

词
,

应该没有联系
” 、 “

可能有联系吧
”

等等
。

由此可

见我们的教学是比较失败的
。

连词
“

那么
”

是由指示代词
“

那么
”

语法化而来

的
。

近代汉语后期由指代词
“

那么
”

发展出连词用

法
,

各方言点文献又表现出来差异
,

在北京方言文

献《儿女英雄传》中
, “

那么
”

由指示词发展为连词
,

验证了语法化的重要原则
:
连续性和渐变性

。

而明

清山东方言中连词
“

那么
”

的形成对这一原则提出

了挑战①
。

如
:

( 8 )三姐说每 日来到 那 么 晚
,

说你 做个什 么

茧 ? (《聊斋但曲
·

俊夜叉》 )

( 9 )母亲笑道
: “

小 家子
`

r 头 ! 你见与他些果子

吃
,

嫌他夺了你的 口 分
,

明 日还要叫他与你做女婿

哩 !
”

素姐道
: “

那么
,

他要做了我的女婿
,

我白 日里

不 打死他
,

我夜晚间也必 定打 死他
,

出我这一 口

气 !
”

(《醒世姻缘传 》2 5 回 )

例 ( 8 )
“

那么
”

是指示词
,

修饰
“

晚
” ,

表示程度

高
。

例 (9) 中
, “

那么
”

用在母亲和素姐的对话中
,

母

亲说完
,

素姐在对答的开头用
“

那么
”

一词
。

显然
,

句子中
“

那么
”

已没有了典型的指代功能
,

而是具有

明显的话语连接作用
,

引进表结果和判断的句子
。

可以说句中
“

那么
”

已成为一个连词
。

明末清初山东方言中
“

那么
”

由指示词发展为

连词
,

缺少由 A义变为 B义的中间过渡阶段
。

这表

明明末清初山东方言中
“

那么
”

的虚化
、

连词化不是

连续的
、

渐变的
,

而是突变性的
。

明末清初山东方

言中
“

那么
”

由指示词突变为连词的语言实际说明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使用背景下语言是可能发生

突变的
,

这既对语法化的连续性
、

渐变性原则提出

了挑战
,

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语法化理论
。

由此在语法教学中我们既要教给学生如何学

习
、

运用理论分析语法现象
,

又要帮助学生形成不

盲从理论的意识
。

三 注重通语与方言的关系

实例三
:
第一人称代词我

、

我们
,

咱
、

咱们
,

俺
、

俺们
。

讲解语法现象
,

往往以通语作为语法典范来讲

解
,

现代汉语而言
,

我们讲授的主要是普通话语

法
。

而实际上
,

汉语 自古至今就具有较强的方言区

域性和时代性
。

因而我们在注重通语语法的同时

要兼顾方言差异
。

如第一人称代词
,

现代汉语普通

话中有
“

我
” 、 “

我们
” 、 “

咱
” 、 “

咱们
” ,

而北方方言区

的山东
、

河南
、

山西
、

东北等地区第一人称代词还有
“

俺
” 、 “

俺们
” 。 “

我
”

是古汉语留传下来的第一人称

代词
,

而
“

咱
” 、 “

俺
”

是近代汉语新产生 的两个第一

人称代词
。

一般来讲
, “

咱
” 、 “

咱们
”

表示包括式
,

“

俺
” 、 “

俺们
”

表示排除式
, “

我
” 、 “

我们
”

既可以表示

包括式又可 以表示排除式
。

由此可以看出
,

在现代

汉语普通话中
,

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与排除式的二

分对立就不如上述方言区中绝对和工整
。

四 立足汉语实际解读某些特殊语言现象

实例四
: “

这 /那
” +
专有名词

。

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语法课堂上是应该关注

的语法现象
,

可是就我们所调查的学生对象来说
,

很少知道专有名词前的
“

这 /那
”

的功能
。

汉语中指示代词
“

这 /那
”

可以修饰专有名词
,

从

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
,

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

指示

词
“

这 /那
”

的基本属性是指示性
,

指示的功能就是标

明事物的有定性 ;然而人名和地名这些专有名词
,

本身是固定指称语
,

也就是其本身已经是有定的
,

不须指别的
,

所以从语法上讲指示词
“

这 /那
”

与专有

名词好像不能结合在一起
。

但是这种看似矛盾的

语言现象恰恰在汉语中出现了
,

这提示我们在
“

这 /

那
+
专名

”

结构中
“

这 /那
”

的功能已经发生 了变化
。

很多学者早已经注意到
“

这 /那
+
专名

”

的现象
,

并对
“

这 /那
”

功能的变化进行了解释
,

为我们进一步考察

专有名词之前
“

这 /那
”

的功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可是现有语言学理论中并没有对汉语
“

这 /那
+
专名

”

这种现象的解释
,

因而我们只得立足于汉语实际
,

从汉语 自身来进行探讨
。

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
,

发

现专有名词之前的
“

这
” 、 “

那
”

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

已由指别的功能发展
、

虚化成了一种表示言语行为

的手段
。 “

这 /那
”

的这种功能能够有效地表达言说者

的情感倾向
,

暗示叙述人的价值判断
,

突出话语焦

点
,

进而在深层结构上起到语篇连贯的作用
。

语言学理论基本是借鉴西方的
,

而西方语言学

理论研究的语料库中涉及汉语的很少
,

所以汉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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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特殊语法现象并没有现成的语言学理论来

解释
。

我们不能 因此而对这些语法现象避而不

谈而应该在语法教学和科研中注重汉语实际
,

找出

科学合理的解释
。

五 结合社会语言环境观察汉语语法的发展

实例五
:
花儿们

、

猫们
、

桌椅们等
。

这些现象
,

现代汉语中日趋普遍
,

有人认为这

是欧化的一种表现
。

但实际 上近代汉语时期已

有
。

由此我们从史的眼光人手
,

注重历史上汉语发

展的语言环境
。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

它的发展与社会历史

的发展密切相关
。

要了解语言的发展变化
,

既要了

解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
,

又要把语言与其外部环境

— 社会历史联系起来
。

具体而言
,

如果一个社会

内部民族间的交往
、

对外的民族交流比较少
,

那么给

语言发展提供的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 间环境
,

某

种语言就基本可以认为是在同质的环境下按照自身

发展的内部规律发展
。

反之
,

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民

族间的交往融合较多
、

对外交流频繁
,

那么给语言发

展提供的就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
,

某种语言在异

质环境中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
。

汉语从源头来说
,

就是语言接触
、

语言融合的

产物
。

从我 国的历史发展来看
,

对外交流
、

民族融

合较为频繁
。

因此异族语言对汉语的发展势必产

生影响
。

如近代汉语时期
,

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宋
、

辽
、

金
、

元
、

明
、

清时期
。

辽
、

金
、

元
、

清分别是契丹

族
、

女真族
、

蒙古族
、

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

权
。

随着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人据中原
,

他们的语言

— 阿尔泰语也深人了中国腹地— 中原地区
,

可

以说近代汉语时期是汉语与阿尔泰语接触最广泛

的时期
。

已有研究表明
,

汉语受阿尔泰语的影响是

客观存在的
,

如
: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与

排除式二分对立的形成
,

汉语复数词尾由
“

们
”

、
“

每
”

、
“

们
”

的反复变化等等
,

都与阿尔泰语的影响

不无关系
。

受阿尔泰语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形式在

汉语中的发展情况也不完全相同
:

1
.

新形式在汉语中没有扎下根来
,

没有能够留

传到现代汉语当中
。

如近代汉语时期在阿尔泰语

的影响下 出现的复数词尾形式
“

每
” ,

在明中叶的

《金瓶梅词话 》中还是
“

每
” 、 “

们
”

并用
,

而到了明末

清初的《醒世姻缘传》中则已完全统一于
“

们
” 。

又

如受阿尔泰语影响
,

汉语复数词尾
“

们
”

曾一度可与

表确定数 目的数词共现
,

明清山东方言中只见到一

例
,

现代汉语中这种现象已不复存在
。

再如在蒙古

语影响下产生 的选择式紧缩复句
“

( S卜 V P +
也

+
怎

的
”

在《金瓶梅词话》中还有不少用例
,

而《醒世姻缘

传》和《聊斋但曲》中已不见踪迹
。

2
.

新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如汉语复数词尾
“

们
”

自唐代产生 以后
,

用于人称代

词和指人名词的后面
,

也就是说
“

们
”

只用来指人
,

不指物
。

但在蒙汉对译因素的诱发下 (蒙文中动物

或其他非生物名词的复数是借助复数词尾来表示

的 )
, “

们
”

的用法由指人扩展到了指物
,

这种用法不

仅在汉语中保留了下来
,

而且现代汉语中
“

们
”

在指

物名词 (动物或非生物
,

如
“

猫们
” 、 “

狗们
” 、 “

桌椅

们
”

等 )后的使用还 日趋普遍
。

由以上几个实例来看
,

高校汉语语法教学的现状

并不容乐观
。

教学要求与实际状况还存有很大距

离
。

要切实把高校汉语语法课上好
,

必须切实加强教

师自身的科研水平
,

把科研与教学切实落实到实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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