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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夏季，上海大学出版社约写“古汉语语法”，笔者基于数十年古今汉语语法教学的经验和
教训，本于普及和提高的实际要求，以本人古汉语讲义为主，酌参其他相关内容及例说，粗成现在的
《精讲》。
力求驭以语言学理论和学科方法论，拓开眼界，点面结合，源流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学术性内容浅
易出之，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实用性兼而有之。
　　古汉语语法同现代汉语语法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是主要的。
本书讲解重点是古今汉语语法不同的一面。
有时固然也提到古今语法相同的，旨在用作必要的比较，明其历史延展性，引导读者温故知新，更好
地全面领会。
　　为突出重点、难点，不使繁枝密叶遮住视线，全书构架不依一般词法、句法及其下位区分诸常式
列示，而以专题式选讲。
必要时，略同类书作之所详，详同类书作之所略。
比如词的分类，句式及类型，现代汉语详讲了，古代汉语便从略；“代词的运用”的具体内涵，现代
汉语不曾也不可能多讲，古代汉语则酌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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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先后举例说明有复出现象，这主要是笔者在不同场合要求作典型有效示例而未加避复。
这一取法对读者也许有利无弊。
    常见的副词、助词、介词、连词、语气词以及常见的复音、多音的固定结构，要写得细而全，三五
十万字也未必容纳得了，况且从初学者某种意义上看，字多篇幅大而直接收效却比不上吕叔湘万余字
由博返约所囊括的言简意赅的内容切合实用，所以迳录吕作于第七讲第二部分《虚字诠要》之后。
就目前情况看，有此万字在手，不特可应一般学习参考之需，他日出入经史百家之门、登高览胜，亦
可助为阶梯。
有句谚语说：“一个深思熟虑的单词，胜过千百句废话。
”众著固非没有价值，吕作实属熟虑肯綮的点睛之论。
    本书可供语文初学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语文爱好者和工作者参考，所以书前的《导言》、书后的《
结束语》及《附录》（拙论）看来都是必要的。
特别是《导言》，系仿效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建国后上海教育出版社
重新印刷改名“文言读本”）做法写的。
《文言读本》字数不多，《导言》则占全书四分之一内容，重要性非同一般。
本书“导言”内容与《文言读本》不同，但愿亦能多发挥导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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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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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　二、介词宾语的前置　三、宾语提前　四、谓语提前　五、定语的位置　六、数量词在句中的
位置　七、介词结构在句中的位置　八、古典诗词中词序的变换第三讲　省略　一、主语的省略　　
（一）主语承前省略　　（二）主语蒙后省略　　（三）主语当前省略　二、谓语的省略　　（一）
谓语承前省略　　（二）谓语蒙后省略　　（三）谓语当前省略　⋯⋯第四讲　实词活用第五讲　数
量的表示第六讲　代词的运用第七讲　虚词种种结束语　古汉语语法学习、教学和研究取向附录：古
汉语语法研究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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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文言文与古白话　　古代汉语在发展变化中形成文言文和古白话两个支流。
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书面语和秦代以至汉初的某些书面语，大致是和当时口语相近或相一致
的。
汉初以后，各时代文人的书面语逐渐脱离了当时的口语，成为一种特殊的书面语。
这种特殊书面语就是文言文。
与此并驾齐驱，从汉魏以后到“五四”前，还有一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
这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就是古白话。
文言文与古白话是古代汉语的两个分支，彼此并没有截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汉代以后的文人写文章喜欢使用秦汉以前书面语里的词汇和语法成分，还喜欢模仿秦汉以前文章的腔
调，这就反映出了文言文的人为性。
（这一“人为性”有其社会历史渊源，与人为随意性未可相提并论。
）可是不同时代的汉语毕竟是一种语言，后来的文人写文章，一面仿古，一面不由自主地或不知不觉
地把当时口语的某些成分用到他们所写的文章里去，这就使文言文又具有综合性（综合各时代语言成
分）。
越到后来，综合性越大，它不仅积累了当时口语里的词汇和语法的某些成分，而且积累了历来许多时
期口语里的词汇和语法的某些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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