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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3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现代

汉语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现代汉语》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语言及其性质，现代汉语概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方言 

考点：现代汉语的特点、地位 

考点：历史的回顾、现代汉语规范化，大力推广普通话 

考点：现代汉语课的性质、内容和任务 

考点：现代汉语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现代汉语概述 

1.语言及其性质 

（1）什么是语言 

列宁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2）语言的性质 

①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②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观察语言现象，可以得出“语言是社会现象”的结论。 

关于语言是社会现象，也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 

a 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社会的产生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必要和可能。 

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性的产生而产生的。有了人类社会才有了语言。语言的起源与人类本身的起源分

不开。劳动创造了人，也就创造了语言。只有人类社会才有语言。人类以外的一些高等动物，虽然也能运

用喊叫和上些动作表示饥饿、恐惧、喜悦、恼怒等感情和某些欲望，但却没有以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为基

础的真正的语言。 

b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休戚相关。社会上没有的事物，语言中就不会有反映。 

语言又反过来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传播。而积累经验和传播知识

离不开语言。任何一种发明创造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都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经验的积累

就没有社会的进步。而经验的积累离不开语言。 

语言也将随着社会的消亡而消亡。 

斯大林说得好：“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

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之外，无所谓语言。” 

c 语言没有阶级性 

语言具有全民性，没有阶级性，一视同仁地为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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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汉语概述 

（1）现代汉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①广义的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所使用的普通话和方言。 

②狭义的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河南话就属于广义的现代汉语。 

从狭义上说，现代汉语就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 

（2）现代汉语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 

①口语——人们口头上应用的有声语言叫口语。 

②书面语——用文字写下来的语言叫书面语。 

 

3.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方言 

我国一直在提倡推广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也就是推广民族共同语。 

（1）民族共同语和方言 

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的语言。共同语就是一个社会（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

语言；方言是局部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现代汉民族既有它的共同语，也有它的方言。汉语方言之间的

差异突出表现在语音方面。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

规范的普通话。 

（2）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来的，普通话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有其发展过程。普

通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形式。而口语和书面语的形成过程是不同的。 

①普通话书面语的形成过程 

汉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很早就有书面语言。古代的书面文语言就是“文言文”。普通话的

书面语就是在“文言文”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至清末有了雏形。 

②普通话口语的形成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形成比书面语要晚，因为书面语不受空间限制，而口语要受空间限制，至今

仍是如此。从资料上看，普通话口语最晚在 14 世纪开始产生，发展到清末有了雏形。 

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在清末均已有了雏形。但此前的科举考试仍用文言文。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

操之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过激烈斗争，1919 年以后的白话文在书面语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了正

式的书面语言。至到 1949 年，白话文才取得了合法地位。 

1982 年已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3）现代汉语方言概况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内部还存在着分歧。根据各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目前一

般把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 

①北方方言 

广义指北方话，语言学文献和外国语言学中又叫“官话”。分布地区最广泛，以北京话为代表，使用

人口最多，约七亿左右，占汉族总人口的 73%。又可以分为几个次方言： 

华北方言：分布于河北（包括北京、天津在内）、河南、山东、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华北方言是“狭

义的北方话“。 

西北方言：分布于西北各省汉人聚居地：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 

西南方言：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分地区，亦即“四川官话”。 

江淮方言：分布于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又叫“下江官话”。 

②吴方言 

主要分布于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不包括镇江本身）和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又叫“江浙话”。

吴方言的代表方言过去是苏州话，现在从影响上看，以上海话作为吴方言的代表较为合适。吴方言使用人

口近 900 万，是汉语七大方言中的第二大方言。 

③湘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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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以长沙话为代表。习惯上称为“湖南话”。使用人口 5000 万左右。

湘方言处于西南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包围之中，受它们的影响，湘方言的内部分歧很大。纯粹的湘

方言是湘水、资水地区。 

④赣方言 

即江西话。分布于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代表方言是南昌话。赣方言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

有关。战乱中部分中原汉人南迁，停留于江西，与当地的土话结合起来，形成了赣方言。使用人口 3000

万左右。 

⑤客家方言 

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边区地带，使用人口 4000 万左右。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梅县话是

纯粹的客家话。 

⑥奥方言 

又叫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 5000 万左右。 

⑦闽方言： 

分布于福建省的大部分地区、广东东部潮汕地区、海南省、雷州半岛、浙江温州地区及台湾全省。 

福建话内部又分为两大支系： 

闽南话——以厦门话为代表 

闽北话——以福州话为代表 

也有人把闽方言分为五个次方言：闽东、闽南、闽北、闽中、莆仙。 

总之，广义的现代汉语包括各方言区人们使用的语言。把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是根据语言特征（主

要是语音特点）划分的，不是根据地域划分的。所以方言线是复杂的、交错的。 

广义的现代汉语分布地区广大，但现代汉语的学习对象不是某地的方言，而是普通话。讲方言是为了

帮助方言区的学生学习普通话。普通话是民族共同语，是汉民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汉族与外国

人之间的交际工具。普通话是汉语的代表。方言是为某一地区的人服务的，不用于国际交往。普通话是汉

语的高级形式，处于主导地位；方言则处于附属地位，且日益向普通话靠近。作为一门课程，现代汉语主

要讲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知识。 

 

4.为什么要学习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以现代的话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汉族的母语。 

学了汉语，对语言的研究和运用就成了自觉的。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更应该学好现代汉语。要从事

语言文字研究工作、教学工作，没有基础知识是难以胜任的。 

 

5.现代汉语的特点 

各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与联合国的其他语言相比较，汉语也有其显著特点： 

（1）语音方面： 

①音节中元音收尾的音节占优势： 

元音发音时气流不受阻碍，如 a、o、e、I、u、ü等。一般来说，一个方块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儿化音

除外）。辅音，只能出现在音节的开头，不能出现在音节的末尾。所以汉语音节绝大多数是以元音收尾的。 

②声调是不可缺少的：在汉语中，每一个音节都有声调（汉语是声调语言；轻声属于变调）。声调是

汉语所特有的，其他语言都没有这种现象。声调不仅可以使语言抑扬顿挫，而且还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③元音占优势，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较多，如 ai、ei、ao、ou、iao、iou、ia、ua、ie 等。 

④没有复辅音。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用在一起的现象。而英语中有复

辅音，如：text、photo 等。 

（2）词汇方面 

①双音节词占优势 

②语素以单音节为主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词以双音节为主，语素当然以单音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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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广泛运用复合法构成新词。 

（3）语法方面 

①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 

汉语缺乏形态，词形变化少，词序和虚词是两大语法手段： 

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 

我的弟弟——我和弟弟 

你回去吧！——你回去吗？ 

②语法结构的一致性：语素构成词、词构成短语、短语构成句子等，其语法关系一致。如： 

年轻——思想落后——飞机起飞都是主谓关系 

③量词十分丰富：个、只、朵、本、辆……英语中没有量词。 

④大量运用语气词：吧、吗、呢、啊、呀 

⑤词类转化是经常现象，而且往往没有形式标志（词的多功能性）： 

他在教室看书。（介） 

他在教室。（动） 

他在看书。（副） 

⑥词义组合受语义、语境的制约： 

 

6.现代汉语的地位（略） 

 

【核心笔记】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 

1.历史的回顾 

2.现代汉语规范化 

现代汉语规范化就是确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明确的、一致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消除语音、词汇和语

法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 

“规范化”就是要求语言合乎一定的标准，使语言进一步完善和精密。民族共同语都是高度规范化的，

汉语也是如此。1949 年以后，全国政治空前统一，经济空前发展，共同语也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规范化

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 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问题讨论会，目的在于确立现

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经过讨论，肯定了以下几点： 

（1）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任何语言都有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首先订出了语音标准。当时提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主张共同语以北方话语音为标准，因为白话文（书面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鲁迅先生也曾提出过此意

见），而且说北方话的人多。另一种主张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最后决定了后者，因为以北方话作

为语音标准实际上等于没标准，因为北方话使用范围大，地区广泛，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如天津、山东、

河南、东北等都属北方话，但它们之间的语音差别是很大的。共同语不能以地区方言（包括许多地点方言）

作标准，而应以地点方言（较具体）作标准。“国语”是普通话的前身，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有

人认为这样把语音标准规定得太死了，不便于大家学习，但是还是不能因此而改变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北

京语音的标准地位，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了。 

当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非完全照搬北京语音。 

（2）词汇方面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为什么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呢？因为从普通话的形成史来看，它的词汇一直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

的。共同语词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包括两个方面： 

①舍弃北方方言中过于土俗的词语：各地都有只在本地区流行的土俗语，普通话都是不吸收的。 

②吸收非北方方言中的一些词语：客家方言、闽方言等不属于北方方言，但普通话也从中吸收一些有

生命力的、北方方言中没有的词语。 

（3）语法方面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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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1.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范畴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统一的看法是从 1917年开始。而止于 1949年 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但是，也正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中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除了 1917年

这个上限之外，在学界的传统观点里还有一个下限，那就是 1949 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

现代文学也便在此处嘎然而止，中国的文学从此进入了当代文学阶段，于是中国文学自 1917 年之后就被

分成了两个部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并成为学科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作为内涵上基本相同的另外一个名称"中国新文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中国现代文学"共

同使用。直到 1980 年唐弢、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才差

不多基本定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称，（葛红兵《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 

1985 年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

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

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 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

"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

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共同撰写的《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

"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

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

强烈反响，从 80年代到 90 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

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 

 

2.什么是"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 

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3.什么是"文学的现代化" 

"文学的现代化"大体上包括如下内容： 

（1）思想的现代化 

"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

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 

（2）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新 

"文学的现代化"自然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同时，作为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

分，现代文学也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受到了西方与东方国家文学的

深刻启示与影响，也是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与世界文学的血肉联系正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同

样重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与融化，这吸取与创造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

文学参与本世纪世界文学的创造，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成为中国现代文

学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三十年正是在这二者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 

（3）文学语言与形式的更新 

"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

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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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 

从 1917——1949年，大致可以十年为期划分出三个明显的阶段： 

（1）1917——1927年以"五四"为代表的 20年代文学。 

（2）1928——1937年左翼革命文学、人文主义文学并存的 30年代文学。 

（3）1937——1949年以全民族的抗战文学开端以及承继、发展的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 40年代

文学。 

【核心笔记】"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1."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 

（1）中国近代进步文学发生过先导作用 

晚清文学的改良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有： 

①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的"诗界革命"要求诗歌以通俗的语言创造新的诗境，反对拟古复古。 

②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重视小说的地位和社会作用。 

③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也称"报章体" 

④白话文运动，以裘廷梁为主要代表，提倡"崇白话而废文言"。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近代一次影响颇

大的文学改革运动，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白话谴责小说；"五四"文学革命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发展。 

（2）外国文学发生过推动作用。 

我国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有欧美文学作品译介进来。戊戌变法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译介进入

中国。在近代文学时期，译得最多的是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如陈鸿璧译的《苏格兰独立记》，

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吴越人译的《电术奇谈》。林纾、严复、梁启超、苏曼殊、徐念慈、包天笑、

伍光建、周瘦鹃等都是翻译界的先行者。 

在翻译史上地位较高的是林纾（字琴南，1852-1924）。他翻译的西洋小说多达一百七十一部。约一

千二百万字。"林译小说"风靡一时，其功不可没；但他仍用传统文学的框架去包容外国文学，喜欢改译，

不忘媚悦旧式读者。他用文言形式讲述异域的哀艳故事，投合一般小市民读者的兴趣。近代作家后期热衷

于翻译外国侦探小说，一些旧文人即利用其中某些题材和表现技巧，大写公案小说、武侠小说，黑幕小说。

文学翻译的初兴，改良派效法欧美而掀起的文学运动，都扩大了读者的眼界和思维空间，总的说来是有利

于思想启蒙的。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孕育着伟大的辛亥革命，维新与爱国运动高涨，翻译作品空前繁荣，拜伦、雪莱、

雨果、歌德、尼采等人的作品译介到中国。鲁迅曾发表《摩罗诗力说》极表赞赏。1903年，鲁迅翻译法国

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同时译述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随笔《哀尘》。前者带有"

救国"的思想色彩，后者则具有唤起抗清救亡的民族意识。1909 年，他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冀

图以"异域文术新宗"，来打破国人的"常俗"。此时，他已确立"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文学观

念了。《域外小说集》为我国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具有开拓意义。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更以空前的规模比较系统地翻译欧洲各国以及美、俄、英、日、印等国的重要文

学作品。他们以《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为阵地，在理论上提倡阐发西欧近代文学、人道主义文学、

写实主义文学等的长处。最早较为系统介绍欧洲文艺思潮历史的是陈独秀（字仲甫，1879-1942）。1915

年他在《青年杂志》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用进化学说来解释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

义、自然主义演进的过程。接着，许多以进化论解释欧洲文艺思潮流变的外国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如法国

乔治·贝利西埃的《当代文学运动》、美国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日本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

新文学先驱者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建，离不开对西洋文学的学习借鉴，要以它为"楷模"、"范本"，以

至"进化之语，几成常言"。进化论原与文学思潮没有必然联系，但自晚清严复译介赫胥黎《天演论》，它

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扬振兴中华的重要思想武器；文学进化观念对新文学现实主义倡导者的影响也特别重

大。"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耿济之、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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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张闻天等都是活跃的翻译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俄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

介研究极一时之盛，这是因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惊天动地的革命，使全世界人民都受到了俄国的思想影响，

正在探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然将眼光从欧美转向俄国。新文学先驱者则奋跃而起，

竭力实践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五四"时期中国发生的东西文化撞击之激烈，为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而

译著数量之巨大，也是此前所无以匹比的。据事后统计，仅商务印书馆 1925 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丛刊》

六十种，其中译著即占三十一种。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文库》十七种，则全是译介外国文学的专

著。"五四"时期中国之所以能造成与世界文学发展相适应的新文学潮流，外国文学这个大参照系确实产生

了有力的催化作用。 

（3）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激发作用。 

"五四"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几年，是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

相对来说，当时文化思想界还比较活跃比较自由。加之西方各种主义各种新思潮的涌进，中西文化发生了

空前的碰撞交融，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思想解放运动。造成这种大好局势的国内外主要政治

因素有三方面：其一，1911 年辛亥革命满清帝制的覆灭、中华民国的成立，以及此前废除科举的变革、政

体的变革，民主政治替代了君主帝制，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其二，1917年，俄国爆

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次年，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新思潮的传播与前时涌入的

欧风美雨相激荡，强有力地冲击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和国民的社会心理，初兴的文化改革因此浸染了浓重的

思想启蒙色彩；其三，1915 年 5月 4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学生运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风起云涌，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新生的阶级力量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他们迫切地要求有新的文化、新

的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特写的政治背景下掀起的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

作为这个伟大运动重要一翼的"五四"文学革命，自然也适应当时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要求，顺

应中国文学演变的方向而兴盛起来。这既是中国现代革命发展规律的必然，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

必然。 

 

2."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1917年 1月和 2月，胡适、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文学革命的开端。 

文学革命开始于 1917 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

"入手，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毛病而发的。接着陈独秀也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文学

革命论》明确提出了著名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这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的雕琢，而且着重反对了

旧文学腐朽反动的思想内容，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有志于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随后在《新青年》上展开了

文学革命的讨论。《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不只是表达了少数人的愿望，而且是反映了新的历史时代及广

大人民的要求，因此相断出现了大量的文章有力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展开。 

胡适（1891——1962）安徽省绩溪县人，原名洪骍（xīng），字适之。他曾留学美国学习农业，后改

向杜威学哲学。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大教授。他曾认为应向古老中国的躯体里注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少

年血性汤"。他认为与其以睡狮喻中国，不如以睡美人喻之。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取欧洲童话故事，写

了《睡美人歌》"以视吾国之前途"，希望西方的"武士"以一吻而唤醒沉睡百代的中国美人，并结为夫妇。 

简要评述《文学改良刍议》的主要内容。 

胡适于 1917 年 1 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最早系统地提出文学改革主张。

它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八事"的中心内容是批判文言文。 

（2）以白话文为正宗。胡适看到欧洲一些国家为发展资本主义，往往有一个统一民族语言的运动。

因此胡适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1918年 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时，更明确宣称：

"我们建设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

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文学。" 

（3）文学观念。"八事"之中"唯言之有物"一条是就旧文学内容而言。他认为"唯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

"，并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感情"者，才是真文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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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上的主张重点在号召"文学语言"的改革，而很少深入接触到文学内部的变革。从上述《文学改

良刍议》看，他的功绩主要在于倡导以白话为正宗。 

紧接《新青年》2 卷 6 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才真正打击了"文学革命的宣战书："曰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

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不仅反对旧文学"雕琢"、

"铺张"、"艰涩"的文风，而且抨击旧文学"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的封建思想内容。

他要求把文学当作"开发文明之利器"，用来改造"国民性"，进而"改新政治"，主张建立一种"能赤裸裸的

抒情写世"，表现宇宙、人生、社会，并于大多数群众有所裨益的新文学。他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一种现实

主义文学。因而从其斗争目标的明确和坚决彻底的性质来看，这篇文章应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真正宣言

和动员令。 

 

3."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总的说来，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有：（1）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2）"反对封建的"文以载道"

的文学观念，提倡表现世间普通男女悲欢的"国民文学"，"平民文学"，表现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3）

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反对一切拟古、师古的形式主义，提倡真实地描写人生、反映社会问题的

"写实文学"。 

 

4."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 

（1）南北朝梁朝太子萧统编《文选》第一部文章总集，它注重文字典雅和形式的华美，长期以来成

为儒生写文章的范本，故成为一种学问，叫"选学"。 

（2）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因开创者方苞及承前启后的人物刘大魁、姚鼐为安徽桐城派人而得

名。他们以古文为正宗，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古文，但依傍道统，

以宣扬宋理学和封建正统观念为职志。其文学理论为，以"义法"为核心，强调义理、考据、文章并重，讲

究语言"雅洁"，并以阳刚阴平辨析文章风格。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认定"废文言而用白话"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从音韵学角度提出"破坏旧

韵重造新韵"等主张。由于文学革命的主张一时没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钱、刘二人便在《新青年》发

表了"双簧信"，钱化名为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摹仿旧文人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

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因而引起反响。 

刘半农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

言的历史必然性。 

而对文学革命发表了较重要见解的还有周作人（1885——1967），字启明，北大教授。1918 年 12 月

发表《人的文学》（《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猛烈批判了封建时代的"非人的文学"，并从个性解放的要

求出发，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他提出人应有"灵肉一致"的生活，这就是说不仅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的"美"

与"善"，而且表现人精神世界的"内面生活"，又在《平民文学》更进一步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这一口号，

主张"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迹，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

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从个体本位思想出发，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肉"与"

灵"的统一中去表现"人"，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口号，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

记录研究的文学"；并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创作准则。 

鲁迅的"思想革命"主张与《狂人日记》的发表。胡适与《新青年》同人的白话新诗尝试《每周评论》、

《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与京沪四大报纸副刊上显示的新文学创作实绩。 

文学革命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文笔不分的传统观念的破除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仿古

风气的改变与求真精神的发扬，文学从审美内容到语言形式大大接近生活和人民；文学改良人生，同时又

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白话由边缘进据中心，成为文学正宗；新诗的创立、小说的革新、话剧的传入、美文

的倡导，使文体得到大解放。 

1919 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达 400 种之多。到 1920 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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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3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现代

汉语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现代汉语》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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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3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现代

汉语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现代汉语》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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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3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现代

汉语基础）考研核心题库 

 

《现代汉语》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题精编 

 

1． 自由变体 

【答案】（黄本）没有环境限制，可以自由替换而不影响意义的音位变体叫自由变体。 

（邢本）有些音位变体，无论语音环境如何都可以自由替换，而且又不改变词义，这就是同一音位的

自由变体。 

 

2． 声调 

【答案】指音节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的变化。汉语就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 

 

3． 调值 

【答案】音节的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形式，即声调的实际读法。 

 

4． 行书 

【答案】行书，产生于东汉，由隶书写法简化而来，是介于草书与楷书之间的一种流畅的手写体。 

 

5． 语音学 

【答案】研究语音的物理属性、人类的发音方法、语音感知的生理过程等的叫语音学。 

 

6． 句型和句类 

【答案】单句可以从结构和语气两个角度进行分类。从结构角度划分出来的类是结构类，可以称为句

型。单句的结构类包括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包括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主谓谓

语句；非主谓句包括名词性、形容词性、动词性和拟音非主谓句。从语气角度划分出来的类是语气类，可

以称为句类。单句的语气类包括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疑问句又可分为是非问、选择问和特

指问。 

 

7． 祈使句 

【答案】要求对方做或不要做某事的句子。 

 

8． 音位学 

【答案】研究一种语言有多少个不同的音，这些音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关系的叫音系学，也叫音位

学。 

 

9． 虚词 

【答案】不能独立充当句法成分，没有词汇意义，但有语法意义，不能重叠。 

 

10．独体字和合体字 

【答案】独体字和合体字是对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后归纳出来的两大类别： 

（1）独体字，指某一汉字只有一个单个形体，不能拆开，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字。

独体字多半由古代象形字、指事字演变而来。 

（2）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组成的字。这类字多数是形声字和会意字。 

 

11．韵头 

【答案】韵头是韵腹前面的音，也叫介音，是介于声母和韵腹之间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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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构词法 

【答案】研究词的结构规律叫构词法，它主要研究怎样由语素构成不同的词。 

 

13．口语 

【答案】口语是人们口头上使用的语言。 

 

14．复句 

【答案】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分句组成。 

 

15．主谓谓语句 

【答案】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 

 

16．现代汉语规范化 

【答案】现代汉语规范化就是确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明确的、一致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消除语音、

词汇和语法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 

 

17．句类 

【答案】句类是根据全句语气分出来的类，包括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 

 

18．时位 

【答案】由音长构成的音位叫做“时位”。如英语中 beat/bi:t/（打）和 bit/bit/（少许）。 

 

19．会意字 

【答案】用两个或几个部件合成一个字，把这些部件的意义合成新字的意义，这种造字法叫会意。用

会意方法造的字，就是会意字，例如：武、休、取、明、涉、益等。 

 

20．名词主语句 

【答案】名词语由名词性词语充当，包括名词、数词、名词性的代词和名词性短语，多表示人或事物。

作为被陈述的对象，在句首能回答“谁”或者“什么”等问题,这种句子可以叫做名词主语句。 

 

21．不自由语素 

【答案】不自由语素不能独立成词，在跟别的语素组合成词时，位置往往固定，或只能在前，或只能

在后。因此，这类语素可分为前加不自由语素和后加不自由语素。 

 

22．句子 

【答案】（邢本）句子是由短语或词构成的，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思、体现说话人一种特定意图的语

法单位。 

（胡本）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 

 

23．儿化 

【答案】（胡本）“儿”这个音可以同其他韵母结合起来，变更原来韵母的音色，成为一种卷舌韵母，

叫做儿化韵。 

（黄本）“儿化”指的是一个音节中，韵母带上卷舌色彩的一种特殊音变现象，这种卷舌化了的韵母就

叫做儿化韵。 

（邢本）有一些韵母在某种场合也像发“儿”时一样，在发音的同时增加一个卷舌动作，致使变更原来

韵母的音色，成为一个卷舌韵母。这种韵母卷舌现象，通常称作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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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象形字 

【答案】是用线条描画实物的形象，以此来表示字义的方法。 

 

25．音质音位 

【答案】由音素成分构成的音位是音质音位，也叫做音段音位，包括元音音位和辅音音位。 

 

26．书面语 

【答案】书面语就是用文字写下的语言。 

 

27．基础方言 

【答案】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的方言就叫作基础方言。 

 

28．映衬 

【答案】为了突出主要事物，用类似的事物或反面的、有差别的事物做陪衬的辞格叫映衬，也叫衬托。 

 

29．齐齿呼 

【答案】把韵母开头的发音按唇形和舌位的不同分为开、齐、合、撮四呼。其中 i 或以 i 起头的韵母

属于齐齿呼。 

 

30．复句 

【答案】（邢本）复句是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句的句子。 

（黄本）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分句组成。 

（胡本）一个复句包含几个分句，分句可以是主谓句，也可以是非主谓句。 

 

31．音长 

【答案】音长指声音的长短，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的时间的久暂。 

 

32．仿词 

【答案】是仿拟形式之一，根据表达的需要，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语素，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的辞

格。 

 

33．受事主语 

【答案】主语表示承受动作、行为的客体，也就是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主谓的语义关系是“受

动者+动作”，如“羊被狼咬死了”。 

 

34．修辞 

【答案】严格地说有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运用语言的方法、技巧和规律；二是指说话和

写作中积极调整语言的行为，即修辞活动；三是指以加强表达效果的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或修

辞著作。一般而言，在表达内容和语言环境确定的前提下，如何积极调动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以加工

后的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获取最理想的表达效果的这种语言加工的实践活动即为修辞。 

 

35．词语的仿用 

【答案】为了增强语言的表现力，达到诙谐、讽刺等效果，在特定的环境电，更换现成词语中的结构

成分，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来，叫做仿用。 

 

36．音节文字 

【答案】音节文字是指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即辅音和元音的结合体，如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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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形态学 

【答案】研究词的构成方式和屈折方式的是形态学，也叫词法。 

 

38．语法 

【答案】（邢本）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则。语法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语言的结构规则本身；另一个

指研究语法规则的科学，即语法学。 

（黄本）语法是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语法这个术语有两个含义，一个指语法结构

规律本身，即语法事实；另一个指语法学。语法学是研究、描写语法规律的科学，是对客观存在着的语法

系统的认识和说明。 

（胡本）语法是语言要素之一，它研究的是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语法这个术语也用在另外一个意义

上，它指的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科学即语法学 

 

39．助词短语 

【答案】由助词附着在词语上面构成，包括“的”字短语，“所”字短语和比况短语。 

 

40．方位短语 

【答案】由方位词直接附在名词性或动词性词语后面组成，主要表示处所、范围或时间，具有名词性。 

 

41．“被”字句 

【答案】“被”字句是用”被”直接作状语或用“被”字介宾短语作状语的句子。“被”或“被+名”的介宾

短语后，一般要求用包含完结意义的动词性短语，但若用于假设语境，或“被”前边用了“可能、必将、

已经”等词，或“被”与中心语间用了助词“所”，则可以出现不包含完结意义的动词。 

 

42．复合词 

【答案】（邢本）由两个或几个实语素组合而成的词叫复合词。 

（胡本）由不同的不定位语素相互融合起来构成的合成词，就是一般所说的复合词。 

 

43．音髙 

【答案】音高指声音的高低，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的快慢。 

 

44．借代 

【答案】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也叫作“换名”。 

 

45．语用 

【答案】语用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语境中对于语言的实际运用的活动。 

 

46．语素 

【答案】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既是语汇单位又是最小的语法单位。 

 

47．塞擦音 

【答案】发音时，发音部位先形成闭塞，软腭上升，堵塞鼻腔的通路，然后气流把阻塞部位冲开一条

窄缝，从窄缝中挤出，摩擦成声。 

 

48．合体字 

【答案】（邢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末级部件构成的字是合体字，如“材、星、适”。 

 

49．异读词 

【答案】异读词是指词形相同，词义也相同，而读音不同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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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3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现代

汉语基础）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3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之现代汉语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现代汉语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音位 

【答案】（胡本）音位是语言里能够区別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黄本）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就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的音

类。 

（邢本）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2． 语义学 

【答案】研究词项与概念及指称对象的关系，揣摩各种词义的异同、正反、上下、交叉等关系，剖析

整个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义，这是语义学。 

 

3． 语用 

【答案】语用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语境中对于语言的实际运用的活动。 

 

4． 句子 

【答案】（邢本）句子是由短语或词构成的，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思、体现说话人一种特定意图的语

法单位。 

（胡本）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 

 

5． 指事 

【答案】指事是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加提示性符号来表示无法模拟的客观事物或抽象

概念。 

 

6． 独体字和合体字 

【答案】独体字和合体字是对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后归纳出来的两大类别： 

（1）独体字，指某一汉字只有一个单个形体，不能拆开，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字。

独体字多半由古代象形字、指事字演变而来。 

（2）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组成的字。这类字多数是形声字和会意字。 

 

7． 共同语 

【答案】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又称标准语。 

 

8． 理性义和色彩义 

【答案】词义中同表达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叫做理性义，或叫概念义、主要意义。理性义是词义中的

主要部分。 

色彩义是附着在词的理性义之上，表达人或语境所赋予的特定感受的意义部分。 

 

9． 隐语 

【答案】是个别社会集团或秘密组织中内部人懂得使用的特殊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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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韵头 

【答案】韵头是韵腹前面的音，也叫介音，是介于声母和韵腹之间的音。 

 

二、简答题 

11．词语锤炼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为什么？ 

【答案】词语锤炼应该从意义和声音两方面入手。在意义方面，应力求用最准确妥贴的词语集中地突

出地揭示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通过联想，用动态的词语去烘托、渲染静态的事物，使之栩栩如生；

用含义比较具体、色彩比较鲜明的词语描绘事物，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还须注意词类活用，临时改

变某些词的词性，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在声音方面应力求音节整齐匀称，平仄相间，韵脚和谐以及叠音、

双声叠韵的运用恰当，使词语声音协调。因为词语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所以，要想以声传情达意，只

有从意义和声音两方面锤炼词语，才能收到完满的表达效果。 

 

12．举例说明儿化中的增音、脱落、更换、同化现象？ 

【答案】普通话韵母 er 不单独成为一个音节，而附在一个音节的末尾，使韵母带上卷舌的色彩，这种

卷舌化了的韵母就叫做“儿化韵”。“儿化”不是简单地在韵母后边加上一个 er 音，其中包括增音、脱落、

更换、同化等一系列音变现象。 

（1）增音:原韵母如果为开音节尾，儿化后在原韵母后只增加卷舌动作，如“花儿”[huar]，大伙儿[huor]。 

（2）脱落：原韵母如有韵尾，而韵尾为前元音 i 或鼻辅音 n 的，儿化后原韵尾脱落，如“一块儿” ，

“花园儿”[uar]。 

（3）更换:如原韵母为舌尖元音，为了卷舌的准备动作将原韵母改换为央元音 ，如“字儿” ，

“树枝儿” 。 

（4）同化:如果韵尾为后鼻音韵尾，儿化后原韵尾脱落，元音鼻化，如“帮忙儿” 。 

 

13．主语和宾语的构成材料是什么？谓语的构成材料如何？ 

【答案】名词性词语和谓词性词语都可以充当主语。名词性主语一般在用法上不受限制,只有一些词语,

例如代词、量词短语,作主语时要受到语言环境的限制;谓词性主语对谓语有一定的限制。作主语的材料有:

名词性词语（名词、代词、名词性偏正短语、名词性联合短语、同位短语、量词短语、“的”字短语）和

谓词性词语（动词、形容词、谓词性偏正短语、谓词性联合短语、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心补短语、连动

短语、兼语短语）。能作主语的材料一般都能作宾语,名词性词语和谓词性词语都可以作宾语。能自由作谓

语的是谓词性词语,而名词性词语作谓语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作谓语的材料有:谓词性词语（动词、形容词、

谓词性代词、谓词性偏正短语、谓词性联合短语、主谓短语、动宾短语、正补短语、连动短语、兼语短语）

和名词性短语（名词性偏正短语、量词短语）。 

 

14．“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怎样理解“能够独立运用”？ 

【答案】“独立运用”是指能够“单说”（单独成句）或“单用”（单独做句法成分或单独起语法作用，但

不能单独成句）。例如，“他又来送信了”中“他、来、送、信”都能够单说，即单独回答问题，可以单独做

句法成分,做主语、宾语等;余下的“又”能单独做句法成分；“了”能单独起语法作用，即可以单用，也是词。 

 

15．举例说明婉曲和反语、双关的区别。 

【答案】①今天光明的新中国已经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巴金《忆

鲁迅先生》） 

②流氓欺负乡下佬，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 

例①是婉曲。它是用委婉曲折的话来正面表达本意。这里不说“去世了”而用“永远闭上了眼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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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婉地表达。例②是反语。它是故意使用和本意恰好相反的词语或者句子来表达本意。这里“豪杰”的本

意与句中本意恰巧相反。反语的意思一定是与本义截然相反，或者是感情色彩上的对立的，对立越鲜明，

反语的效果也就越明显。例③是双关。它有意利用语音和语义的条件，使词语或句子具有双重含义，言在

此而意在彼。这里的“夜”和“路”在本句可以是实指，但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却在于它们暗指黑暗的社会

和革命的征途。双关的两重意思一般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或语音上的联系，并不一定要求对立。 

 

16．词义发展变化有哪几方面的原因？词义发展的途径有哪些？ 

【答案】词义发展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标志的事物和现象本身发生变化，从而引起词义的变化。如：“车”从表示“两轮中贯一轴，轴

上承毓以任载”的以马为动力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发展到指“以电、汽油等为动力”的交通工具，如电车，

火车、汽车等等。“车”的基本义是指“陆上的交通运输工具”，虽没有变化，但内涵却丰富多了。 

（2）由于科技进步，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提高，引起了词义的深化。如：“云”在《说文解字》里是指“山

川气”，合乎科学的说法应该是“由水滴、冰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现代汉语词典》）。 

（3）人们循着事物之间的相似点和相关点把词用来指与原义有某种联系的新事物和新认识，从而引

起了词义项的增加或减少。如，铁流"，由“流动的铁水”去指代“战斗力强的队伍”等。 

词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所以它具有发展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随着人类对外界的认识

和对自身认识的日益深化而不断变化。词义发展变化的途径共三种情况： 

（1）词义的扩大。一是指词的指称对象范围由小变大。如，“河”在古代专指黄河，现在则指一切天

然的和人工的大水道。“沉湎”本指沉溺于酒，现指沉溺于酒色等不良嗜好之中。还有“洗”古意是指洗脚，

现在用水或汽油、煤油等去掉物体上的脏东西都叫洗。二是指义项由少变多。“收获”本来指“得到成熟的庄

稼”，后用来“比喻心得和战果等”，增加了一个义项。 

（2）词义的缩小。一是指词的指称对象的范围由大到小。如：“肌肉”古意是指“皮肤和筋肉”,现在不

指皮肤，只指“人体和动物体的有许多肌纤维集合而成的一种组织”。“报复”原指“报答恩怨”，现在则仅指

“打击批评自己或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二是义项由多到少。如:“可怜”的义项“值得怜悯”或“怜悯”这是

古今一致的。而古代汉语中的“可怜”还当“可爱”讲，这个义项在现代汉语就消失了。 

（3）词义的转移。一是指词的理性意义变了，由指甲转而指乙，甲乙两事物互不相包容。如:“涕”本

来指“眼泪”，以后指“鼻液”。“牺牲”原指“作祭品的牛羊”现在特指“为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泛

指“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书记”原指“起草、抄写文书的人”，现在指“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二是

指词的附加意义变了，主要是指感情色彩发生了褒贬的变化。如“爪牙”是猛禽和猛兽的武器，古代用来“比

喻武勇之臣”现在用来“比喻坏人的党羽”，词义由褒义变为贬义。“勾当”本指“事情”现在常指“坏事情，词

义由中性变为贬义。“独裁”作为政治术语，本来指“专政”后来指“掌握大权，实行专制统治'词义由中性变

为贬义。由上可见词义的转移主要表现为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 

 

17．声调和语调有何不同？又有何关系？ 

【答案】声调是音节的高低升降形式，它主要是由音高决定的。语调是说话或朗读时，句子有停顿、

声音有轻重快慢和高低长短的变化。声调跟语调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语调存在于声

调之中，它的总体音阶走势必须通过声调实体体现出来；而声调实体本身的实现又受语调综合旋律的制约，

在语调的总体框架内发挥它的语言学作用。汉语的语调与声调作为各自独特的音高运动模式，既相对独立，

又同时并存，其内在本质就在于它们是音阶的相互叠加，而不是调型的相互叠加。 

 

18．试联系你熟悉的语言，谈谈什么是音高、音强、音长、音色，并谈谈它们在语音中的表现或作用。 

【答案】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是声音的四要素。语音既然是一种声音，那么这四要素也会在语音

中表现出来。 

音高是指声音的高低。物体发音所以有高低的区别，一般说就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振动次数即频率高

低的不同，这和发音体的大小、粗细、厚薄、长短、松紧有关。语音的发音体是声带。成年男人的声带长

而厚，所以声音低；成年女人的声带短而薄，音高就高。老人声音低，小孩声音高。这是就语音的绝对音

高来说的。在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声调就是主要由音高构成的。声调的音高是相对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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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强指声音的强弱，决定于一定时间内音波振动幅度的大小，即振幅。振幅大，声音就强；反之则弱。

语音的强弱同说话时用力的大小有关。用力大时，呼出的气流对发音器官的冲击力强，音波的振幅大，声

音就强；反之声音就弱。汉语普通话的轻声就与音强有一定关系。如“莲子”和“帘子”中的“子”，“报仇”和“报

酬”中的“仇”和“酬”，它们的区别主要就是音强的不同。 

音长是声音的长短，决定于音波存在时间的久暂。语音的长短是指发某个音的发音动作延续的时间，

同是一个“啊”的声音，表示应答时比较短，表示沉吟思索时比较长。英语中，“ship”（船）和“sheep”（羊）

的区别就在于音长的不同。 

音色又叫音质，是声音的个性、特色，决定于音波颤动的形式。在音高、音强、音长都相同的情况下，

声音之间的差异就是音质的差异。例如，钢琴和手风琴即使用同样的音高、旋律和音强来演奏，人们仍然

能够分辨出它们声音的不同品质。有三方面的原因会造成音波颤动形式的不同:（1）发音体不问。（2）发

音方法不同。（3）共鸣器形状不同。不同的音素，如 i、u 就是它们的音色不同造成的。 

在这语音四要素中，音色是用来区别意义的最重要的要素。 

 

三、论述题 

19．话题是不是只能提供已知信息？请举例简要论述。 

【答案】例如： 

A：你买的自行车多少钱？ 

B：我没买自行车呀！ 

A：哦，我听别人说你买了辆自行车。 

例中作话题的已知信息只是发话人认为受话人已经知道的信息，但假如这个信息发话人并不知道，或

者这一信息不是事实，那么这一话题传递的就是未知信息了。如例中的“你买的自行车”对发话人而言就

是未知信息。 

 

20．试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的规范标准。 

【答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话词汇为核心。不过，普通话词汇

虽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是要舍弃北方方言中一些过于土俗的词语。如四川话中的“抄手”（馄饨）、“锅

魁”（烧饼），北京话中的“老爷儿”（太阳）、“一丢丢儿”（小）等，在普通话中有完全同义的词语可以代

替，不应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 

此外，还要适当吸收方言同、古语词、外来词。有些方言词有特殊的意义，在北方方言中没有同义词

可以代替，如“垃圾”、“噱头”等，可以吸收进普通话词汇。有些古语词适应特定的语言环境，具有独特的

语体意义，如“夫人”、“诞辰”等，应该吸收进普通话词汇。 

最后，还要抵制生造词。生造词具有个人任意性，不符合一般的习惯，可能造成语言的混乱，所以要

抵制。 

 

21．为什么近年来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答案】一般情况下，副词是不能修饰名词的。但是（1）名词在对举时可以受副词的修饰。比如：

“人不人”、“鬼不鬼”。（2）有序名词入句后可以直接受副词修饰。比如：“已经清明了，小河还没有

解冻。”“都大姑娘了，还疯疯癫癫的。”（3）部分名词前加程度副词不用于指称，而用于表现相关的性状。

比如：“太流氓”、“太传统”。近年来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之所以越来越多，其原因大致有三：首

先是为了适应语言表达的实际需要。由于汉语的某些概念没有相应的形容词，人们就会将该名词当作形容

词用。比如“很专业”、“很营养”。其次是出于语言表达的求新求变的修辞目的，同样的意思用一种超常

的手段表达，效果更好。比如“非常清楚”、“永远的巴乔”。最后，就是语言表达中的从众模仿心理，看

到别人这样用，也就会跟着用。 

 

22．人发出的所有声音是否都是语音？谈谈你自己的认识。 

【答案】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代表一定意义的声音。但并不是所有人的

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都是语音，那些不表示具体意义的声音，如咳嗽、鼾声等并不是语音。具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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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借代杜瑑쵗逸ⱼ筗诿屦运用借代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9．请简述词汇系统的性质。
	30．在新时期大力推广普通话杜瑏喑춉腡ཎ䧿�
	31．声调和语调杜瑏啎ൔ屦？又杜瑏啑獼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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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句调的升降变化一般杜瑔쵠앑뗿ὒْ⮈桹㩎쁎䡨㝶葡ὠ엿�
	24．呜晧큎y춈梗蝛垏�䱫풏菿屦具体豜抌屢汉字的性质。
	25．试说明造成语言风格变移性的原因。
	26．举例说明话语衔接为什么是一种语义联系｜暏�춋䦀呼ﭦ⾐읔鮈呣ꕢ䭫땛鹳끶萰�
	27．语体的含义是什么？不呜暋卶葝⭦⽙艏問即끶蓿ᾋ屢豜扏恶葷୬픰�
	28．根据下面的材料｜暋몏�꒖䕎㲌豓齒ᥔ豔屢作原则的关系。
	29．试述语法重音与逻辑重音的规律。
	30．为什么说社会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
	31．现行汉子字的楷书和行书杜瑏喀呼פֿ๓㩒⯿�
	32．如何区分兼语句和主谓短语作宾语的句子？
	33．人发出的所杜瑘⽔⚐ﵦ⾋ᾌ屢豜扏悁蒋ꒋ옰�
	34．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晎멎㩎쁎䡫푒ꡲ榚�ꟿ�
	35．试述句群与复句的关系。
	36．根据下面的材料｜暋몏멹ݹ㪋㹎ꑣݹ㪋屴什么联系和区别。
	37．为什么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方法｜暀屦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
	38．解释下列各段文字中每个标点符号的使用理由。
	39．举例说明会话的整体结构是什么。
	40．试述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定义和类型。
	41．举例说明形声字声旁的作用和局限性。
	42．联系你所熟悉的语言｜暌屢豜抗�Ɨ㨰Ɨ罔貗牗⢋N蒈桳뀰�
	43．结呜扛鹏讋몏偶葡ཎ䥦⽵ㅔ魑蕛륧葢ၶ萰�
	44．“冷清”、“热闹”、“洁白”等是形容词｜暀ﵓ흺Ꙓ澋쵶葏烿屦例如“十分冷清｜晟衑띮ԠᴰĠᱲ祒⭰刺屦非常热闹”、“很洁白｜晲祒⭭Ŷ素ᴀ㬠Ზ素ᴰĠᱻᑶᴰĠ᱑끑줠ᴰĠᱭ＠ᴰĠᲑ톞쐠ᴰĠᱭ䕾ꈠᴰĠᱶ綃⮃⬠ᴰĠᲑ텰罰缠ᴰĠ᱾ｬ륬뤠ᵻ䥎徐ﵦ⽟扛릋췿屦但却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晎㩎쁎䣿�
	45．句调和声调杜瑎쁎䡑獼ﯿ�
	46．试论述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来源及其发展情况。
	47．现代汉语在语音方面杜瑎쁎䡲祰맿�
	48．汉字定域研究的情况怎样？今后应着重解决什么问题？
	49．用实际例子从形式上证明下列带点的词是连词还是介词。
	50．试述汉字信息处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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