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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吸收新成果 着力适应教与学
评湖北省八校编 《 现代汉语 》

眸 子

观代 汉语 是一 门只 有 5 。余年 历 史 的 科

学
,

少
、

们对它的认识还非常肤浅
。

加之学术

界的研究观 点纷呈和人们对母语 的感性知识

相当丰富
,

这类客观事实的制约
,

欲编写出一

部较理想的现代汉语教材来
,

会遇得令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
。

怎样在各家观点 中 取 舍 融

合
,

怎样诱发学习者 的兴趣
,

怎样将学习者

的惑性认识上升为理 性认 识
,

等等
,

都要颇

费一 番心 嗯
。

湖北省八所 师范专科学校的同志联合编

写 了一部师专使用约 《 现代 汉语 》 ( 以下简

称
“

八 处本
”

)
。

早在 :洲 5年该 书即 内部铅印

使用
,

: , 8 8年经修改 由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正式出版
。

笔者先后认真读 了几 遍
,

认 为它

确实是一本适合 师范专科汉语 言文学专业使

用 的较好教材
。

说它好
,

是因为它基本具有

一部教利
一

应具备 的两大墓本 品格
:

科学性和

实用性
。

它所采用 的 巴想体系和包容 的语 言

知识符合或跟上 了现在人们的认识水平
,

不

老化过时
。

它较好的适 应了教学 的要求
,

便于

老师教
、

学生学
。

对这一部仅 2了万余言的教

材进行恰 当的评价
,

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

科学的发展
,

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
,

教材

的科学性也首先 反映在观念上
.

我们知道
,

一

在 19 8 6年 1月全国语 言文字工 作会议 以后
,

人

们对汉字的看法发生很大的变化
,

认 为方块

成字也有着拼音文字不能相比的优点
,

拼音

化不一定是文字发展的必 由之路
。

而且
,

汉

字也不 能无休止地简化下去
。

当前汉字改革

的主要任务
,

是使汉 字尽快地规范化和标准

化
。

这一观念的更新八校本 已较好地反映出

来
。

该书
“

文字
”

一章
,

重心 已不再是大揭

汉字之短 ( 虽然还沿袭了传统的说法
,

认为

汉字
“

存在 难认
、

难 写
、

’

难记的 缺点
”

( 1 14

页 ) )
,

明 确 提 出
“

简 化是有限度的
” ,

“

当前的主要任务
,

应是努力加强 汉字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的工 作
,

加 强对汉字 应 用 的 管

理
,

使它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服 务
。 ”

( 1招页 )

观念上 的更新在
“

语 法
”

章也表现得十

分明显
。

本世纪初
,

结构 主义语 言学作为一个新

的学术流派 崛她而起
,

索绪尔的语 言观随即

风靡世界
,

成为语 言学界的霸伯
。

结构 主义尽

管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

但是 它关于语言的

层次性的认识却是对语 言学的卓越 贡献
。

它

认为
,

语言虽然表 面上是一种线性排列
,

但是

语 言符号的组 合关系却呈现 出层 次 性
.

因

此
,

结构主义在分析语言结构时
,

采取层次

分析法
,

并且非常重视结构扩展 的问题
。

早

在 3 0年代
,

一些 富有远见卓识 的语言学家 已

经开始向国 内介绍结构主义
,

60 年代初
,

这

种介绍 出现 了第一个高潮
。

但是由于政治上

众所周知 的原因
, ’

结构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一

直很小
,

教育界乃至整个学术界
,

仍然是传

统语言学占据 主导地位
。

传统语言学没有层

次观念
,

或者说只有扭 曲了的层次观念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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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用的句子成分分析法往往会破坏语言的

自然层 次
,

而出现一些令人啼笑 皆非的分析

结果
。

1昭 l 年
,

《 中国语文 》 发起了关于 语

言分析方法 的大讨论
。

从 此
,

结构 主义 开始

较为系统地引入国内
,

并同汉 语 事 实 相 结

合
,

吸 收了传统语言学的一些优点
,

有 了进

一步发展
,

对汉语结构分析带 来 了 较 大 影

响
,

传统语言学的一 统天 下被打破 了
。

八校本及时地把学术界这种变化引进教

材
,

以结构主义关于语言层次性的认识作为

该 书的基本思想框架
。

它在
“

绪论
”

第一节

论述语言的特点时
,

就 直言指出了语言具有

层 次 性 ( 虽然这 里 的论述还显粗疏 ) ( 4

页 )
.

在讨论
“

句子分析
”

的问题时
,

明确

指 出
, “

句子分析就是分析句子的构成成分

和词语间的层次关系
”

( 19 7页 )
。

在
“

复

杂短语
”

部分
,

重 心放在了结构的扩展上
,

引进了
“

同型扩展
” 、 “

变型扩展
”

等新概

念
,

揭示 了
“

扩展与层次
”

之 间的关系 ( 23 9

页 )
。

在对句子成分的分析上
,

吸 收了邢福

义先生关于
“

句子成分配对性
”

的新见解
.

邢福义先生认为
:

“

主
、

谓
、

宾
、

补
、

定
、

状不是从

同一角度同时划分 出来的概念
.

句子成

分实际上有五组
,

每组两个
,

配成五 个

对
一

子
.

此外
,

还有一种
`

失偶
’

成分
,

我们称为
`

独立语
’ 。 ”

( 邢福义 《 句

子成分辨察 》
,

见邢福义 《 语法问题探

讨集 》
,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 9 8 5年版
,

2 4 3 责 、

这种新见解
,

是用结构主义的层次观来考察

汉语句子成分所产生的一种有价值有影响的

理 论
。

把 它引入教材
,

更能证明八校本所采

用 的是一种结构主义 的新的参照 系
。

在一些具体成果的吸收上
,

教材的编写

者们更是敏捷而 不遗余力的
.

在
“

复句
”

一

节 中
,

该书打破了
“

联合复句
”

和
“

偏正 复

句
”

的两分格局
,

把
“

并列复句
” 、 “

连贯

复句
” 、 “

递进复句
” 、

“

选择 复 句
”

`

因果复句
” 、 “

目的复句
” 、 “

假 设 复

句
” 、 “

条件复句
” 、 “

转折复句
” 、 `

让步

转折复句
”

( 把
“

转折复 句
”

和
“

让步转折复

句
”

并列是否妥 当
,

还可以再讨论 ) 等展 示

在一 个平面 上
,

并详 细 论 述 了各种复句下

的子类
,

如
“

选择复句
”

之下又列
“

任选
” 、

“

限选
” 、 “

决选
”

等子类
, “

递进复句
”

又分
“

顺递
” 、 “

反递
”

和
“

反 逼
”

等子类
。

这些都反映了当前人们对复句认识 的最新成

果
.

过去的教材在语 法单位上
,

往往是只 谈

到句子为止
,

顶多提一 下句群 ( 或称
“

句组
”

)

的问题
。

近 年来随着篇章语 言学的兴起
,

人

们开 始注 意了对于句群这一具有相当实用价

值的课题的研究
。

八校本适应这 一潮流
,

专

节详细说明了
“

句群
”

问题
,

分析出八种常

用的句群
,

并讨论了句群同自然段
、

复句的

复杂关系
。

类似 这 种 情 况
.

再随手举几个例子
.

如语音一章于传统内容 之外
,

增加了有关音

位的内容 ( 尽管 尚属点缀式的 )
。

这不但开

阔了学生的知识 眼界
,

也为教师在语音教学

上取 突破性的进展开拓了恩路 又如该 书把

语素分为
“

自由语素
” 、 “

不 自由语素
”

和
“

独用语 素
” ,

吸收了语素研究的新成果
.

这种从 功能上对于语素的分类
,

显然比用意

义的虚实来给语素分类要优越 很多
。

再如摒

弃了
“

词组
”

这 一概念
,

而 用
“

短 语
”

代

之
。

表面上两者只 是术语 的变更
,

其 实包容

着丰富的语言学 内涵
.

词 组一般 只是指实词

与实词 的组合
, “

的
”

字结构
、 “

所
”

字结

构和比况结构等只 能称
“

结构
” ,

而用短 语

这一概念
,

就可 以把 二者统而名之
.

因为它

们在造句上并无 本质差异
。

在修辞一 章中
,

八校本把修辞学定 义为
“

从运 用语言 的各种

手段方面
,

研究各种 同义表达形式
、

特点及其

作用
,

并找 出各种同义 手段的规则
,

指导 人

们 自觉运用修辞规律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
,

提高表达较果
。 ”

( 2 93 页 ) 把修辞学 看 作

研 究语言 同义表达手段的学 问
,

是修辞学研

究上的一大突破
,

抓住修辞 的实质
,

把修辞



研究从辞 汤 的牢篱中解放 了出来
,

并给 它注

八 了勃勃生机
.

把 这 一认 识 引入 教材
,

无疑

是很有意义的
。

花叶地大量地吸 收科研新成果
,

是防止

教材老化
.

使学生的知识结构跟上科 学发展

步代的重要保障
。

一 般说来
.

教村具有一定

幼保守性
,

但不能据此就对新成 果 视 而 不

见
、

听而 不闻 ; 以致于学术界早 已摒弃 均东

西还 在当作圣经传布给 学生
.

误 人子 弟
。

当

然
,

要把新成果及时
一

吸 收进教材
,

要求编写

者 il] 必 城有敏锐 的学术触角
,

能及时而准确

地把握着学术界的发展大势
,

跟 上学术发展

的潮流
。

而且
,

也需要编写者们拥有 良好的

咀嚼消化吸 收系统
,

图圈吞枣难 以奏效
。

君不

见有 些教林
,

刻意赶时髦
,

新倒是新 了
,

然而
,

不过是 只 求形似
,

不求神似
。

其实
,

科学是朴

实的
,

不是招牌广告
。

八校本在引进新成果

时
,

一 般都是经过了反复咀嚼和消化性的吸

代的
,

无生搬硬 移之弊
,

更无 哗众取宠之心
.

这种 引进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尝试
.

八校本 不仅大量地吸收了新 的 科 研 成

果
,

使教材充满浓郁的时代学术气 息
,

而且

也根据编者 自己丰富教学经验
,

使它尽量地

切合教学实残
,

富于实用性
.

第一
,

给 教师留有充分发挥的知识空 间

教村不是教案
,

不能把要说的话 写尽说

完 ; 教村也不是论文
,

不能旁征博引
,

八面

论说
.

否 则
,

教师在课堂上就只能是照本宣

科
,

实践证 明这种
“

夺教师饭碗
”

式的教材

是不适宜教学
,

因而不受欢迎的
。

八 校本在

编写上十分重视这一 问题
,

充分注 意给教师

留下一块广阔的教学空间
。

比如
,

书中对于概
.

念的说明都不做论文 式的求证 发挥
,

非常精

练
.

再如兼语句和主谓短语作宾语的句子的

区别
,

存现句
、 “

把
”

字句
、 “

被
”

字句的特

点
,

也都写得精练概括
,

没有水分
.

( 2 5 7

一26 。页 ) 在谈句 子分 析 时
.

该 书 指 出
:

“

句子分析
,

主要是分析主 谓句
,

非主谓句

的分析可参照 主谓句的分析进行
。 ”

( 1 9 7

页 ) 一语 破约
,

更是精彩之笔
。

总之
,

八佼

本教材 当详则详
,

能略便略
,

处处要言不烦
,

常常点到即止
.

这样一 来
,

教 师可 以根据学生的接受能

力和教学根本要求
,

自行掌握教材阐发的深

度和广 度
,

学生听课 也不会象喝 白开水一样

索然无味
,

因此能取得较好的教学较果
.

第二
,

充分考虑学生 的特点

八校本的教 学对象
,

主要是湖北省的师

专学生
。

根根学生的来源以及知识现状等方

面 的特点
,

教材编写者们 以改革的精神在内

容的取合
、

知识 的组 合等方面
,

下了不小的

功夫
。

首先
,

注 意反映教材的地方性
。

如在

讲授一 般方言情况 的同时
,

又 较多地涉及了

湖北方言的一些 内容
。

在
“

方言
”

部分
,

专

门附了
“

湖北方言概况
” ,

详细指出了湖北

省
“

西 南方言区
” 、 “

下江方言区
”

和
“

赣方言

区
”

的分布情况
。

( 巧页 ) 在
“

声母辨正
”

中
,

重点讲 了湖北省人学习普通话应特别注

意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

①分 清 n 和 l
;

②分清 z h
、 e h

、 s h与
z 、 e

、

s ;

③分清 f 和五
;

④分清 j
、

q
、

x 和 g
、

k
、

h ;

⑤读准零声母
;

⑥读准 r 声母字
.

( 33 一 3 6页 )

在
“

韵母辨正
”

和
“

声调辨正
”

中
,

也都详

细指出了湖北人应特别注意的情况
.

无 疑这

对于湖北籍学生学习普通话和认 识 湖 北 方

言
,

会有不小的帮助
.

更值得一 提的是
,

教材在进行方音辨正

时
,

还 附有详细而实用的偏旁类推字表和湖

北方音与普通话 的比较表
,

同时还讲 了学习

要领
.

比如讲要分清
z h

、 e h
、 s h和 z 、 e 、 s

时
,

教材指出了四种分辨方法
:

①掌握两套声母的发音差别 ;

②根据形声字偏旁进行类推 ;

③利用声韵配合规律记字音 ;



④用
“

记 少不记多
”

的方法 记 字 不 记

音
.

( :4i 页 )

这些附表和关于 学习 的指导方法
,

是行之有

效 的
,

是很受欢迎 的
。

其次
,

用例多选 自中学课本
。

这些例句
,

学生都学 习过
,

对它们所包合 的语 言规律 已

有一 些感
.

性认识
。

因此
,

一 方面教者可以借

助这些例句更好地帮助学生把感性认 识上升

为理性认识
,

另一方面学生 自己也可以通过

这些例句较好地掌握它们所要说 明的观点和

规律
.

而且
,

将来学生在工 作中还可以从 八校

本中得到直接 的帮助
`

。

八校本选取中学课本

中的句子作例
,

是一大特色
。

再次
,

充分 注意适应学生 的知识现状
。

师专学生在中小学时期
,

已经 学过一 些现代

汉语 知识
,

特别是 由于对付高考升学
,

许 多

中学的现代汉语 知识 已经讲得相当深细
。

这

种
“

超前教育
”

对于高校 的现代汉语教学是

一个不小 的冲击
。

高校的教学内容
,

学生似

乎都接触过
,

要说不懂吧
,

也 懂点
;

要说 懂

吧
,

又 不透彻
。

这是造成学生对高校现代 汉

语课程兴趣 不大 的重要原 因之一
。

也是令高

校现代汉 语教 师为难的问题 之一
。

枯计这种

现 状难以在短期 内改变
。

创
一

对学生的这种知识现状
,

八校本主要

采只 了三大措施
。

一是果断甩掉了一些学生

已懂的知识 ( 虽然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
。

如

文 字部分
,

该书对于笔 画
、

偏旁等问题讲得

相 当简略
,

至
、

于学生们早 已熟知的笔顺
、

笔

势之类的问题
,

根本不提
。

二是在辨析解疑上下功夫
。

大 家 都 知

道
,

同义词辨析是学生常常感觉 团 难 的 内

容
。

八校本提 出了四种辨析方法
:

①从一个主要的方面进行辨析
;

②分析 同义词 中的不同语 素 ;

③利用反义词来辨析 同义词
;

④综合辨析同义词
。

( 16 6一 16 了页 )

讲得深入细致
,

实用方便
。

前面提到的方音

辨正的内容
,

也可以看 出编写者在这方面所

下的功夫
。

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把似懂非懂的

问题真正弄懂
,

而不致于成为
“

半瓶子水
” 。

三是加强知识的系统性
。

八校本每节 前

都要把本节所涉及 的概念综合讲述
,

尽量一

开始就给学生一个总体的认识
。

在讲述某一

问题时
,

常常条分缕析
,

告诉给学生以系统 的

知识
。

知
“

词句修辞 的手段
”

部分
,

就很明显
:

( 一 ) 词语 的锤炼

l
、

词义 的锤炼
:

( l ) 选用 同

义词
;

( 2 ) 选用动态词
;

( 3 ) 选 气

多义词
;

( 4 ) 词语 的移用
。

2
、

声音的锤炼
:

( 1 )音节
、

音

顿的配合
;

( 2 ) 声调的配 合
;

( 3 )

韵脚的配合
。

( 二 ) 句式的选择

l
、

主动 句和被动句
: 2

、

肯定句

和否定句
; 3

、

长句和短句
;

4
、

整句和

散句
; 5

、

常式句和变式句
: 6

、

句子特

殊成分的选用
; 7

、

口 语 句式和 书 面 语

句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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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见到的关于词句修辞手段 的最

系统的讲述
。

可 以把学生 已有的零碎知识穿

连成 串
。

要使教材适应教 师教
、

学生学
,

耍求编

写者必需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

八校本能软

好 地做列这一点
,

确实是难能可 贵 的
。

八校本的长处还有很多
,

不 必 全 都 列

举
。

但是该书自然不是 白玉无 瑕
,

有些地方

尚需进一 步研究
,

如
:

第一
,

保 留了一 些已经过时的说法
。

如

该 书在论达 嗯维与语 言的关 系 时
,

仍 认 为
“

思维不能脱离语 言而 存在
” 。

( 2 页 ) 其

实
,

现在 已有大量 的科学成果表 明
,

语 百只

是思维 的一 种工 具
,

虽然这种二具是最重要

的
,

但绝不是唯一 的
。

思维还可以采用其 池

工 具
,

包括人们至今还 尚未认识 的工 具
。

即

使是抽象思维
,

也很难说只 能使用语言未进

行
。

而且
,

该书还认为
“

原始人类的语言 和



思维是同时产生 的
” ,

以此来作为
“

语言 的发

展和 弓维 的发展 也彼此不能脱离
”

( 2 页 )

的理 由
。

然而
,

无论是从群体发生学还是从

个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

人类的思维都先 于

语 言
。

人类大概 已有 3 00 万 年的历史
,

但 有

声语 言只 是到了旧石器时代 晚 期 ( 距今 四二

万 年前 ) 才产生
;

小 孩在 不会说话 以前
,

也

已经有了思维
。

( 参见胡 明扬 《 语 言与语言

学 》
,

湖北 教育 出版社
,

1 9 8 5年版
,

第二
、

第三 节 ) 虽然人 们现在对于思维 和语 言 的关

系还没有完全搞清
,

但认为思维与语 言不可

分离的观 点
,

肯定是 过时的
,

不该再写进教

科书中
。

第二
,

前后有 时不能保持一 贯性
。

在论

述
“

词类划分 的标准
”

时
,

八校 本 正 确 指

出
:

` .

在词 的分类标准 中
,

词 的语 法特征是

最主要的标准
,

词 的意义则是词类划分的重

要冬考项
” 。

( 2 0 1页 ) 但是该书在给 各 类

词下定义时
,

仍是用意义
,

如
`

名词是表示

人和事物名称 的词
” , “

动词是表 示动作
、

行为
、

心理活动
,

或是表示存在
、

消失等意

义 的词
’ , , “

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 的性质
、

状态
、

形状的词
”

等
。

且不说这种定 义难以

概括所有的本类词
,

单从理论上来说也是 不

太合适的
。

因为词 的分类是语 法 功 能 的 分

类
,

不是意义 的分类
.

因为不能把意义这种

仅供参考的东西 来作为词类的内涵属性
.

此外
,

有的术语 在使用上也未能保持前

后 一贯
。

第三
,

在 引进新理论新知识 时
,

有 的未

能很好地同传统知识融合起来
。

如 语 音 部

分
,

介绍有关音位知识是好 的
,

但不足 的是

同这部分的整体内容脱节
,

在一定的程 度上

有损于教村 的整体性
、

系统性和实用性
.

` 责任编辑 余俊卿 )

小 启

《 黄冈师专学报 》
’̀

苏东坡在黄州
”

栏 目
,

已 开 辟 多
一 ,

办出了一定 约特 色
,

《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 1 9 8 8年

苇 6 期 已作 了专门介绍
。

为了进一 步办好这一 专栏
,

特向全国苏东坡研究工作者

征稿
。

凡研究苏东坡在黄州这一时期的有新开拓
、

新见解的

研究论文
,

优先发表
.

敬请 赐稿
。

”

苏轼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
”

专辑和
“

苏东坡研究资料

目录
”

两期学报
,

均有存刊
。

凡需要的研究单位和个人
,

可

直接 向我学报 编辑部购买
。

两期共酌收工 本费2
.

50 元 ( 包括

邮资在 内 )
.

《 黄冈师专学报 》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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