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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考研资料由本机构多位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2024年考研初试首选资料。 

一、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考研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 2000、（回忆版）2010-2011、2018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二、2024年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考研资料 

2．《语言学概论》考研相关资料 

（1）《语言学概论》[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3．《现代汉语》考研相关资料 

（1）《现代汉语》[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现代汉语》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现代汉语》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现代汉语》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现代汉语》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现代汉语》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现代汉语》简答题精编。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现代汉语》论述题精编。 

④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现代汉语》分析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现代汉语》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现代汉语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现代汉语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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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现代汉语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4．《古代汉语》考研相关资料 

（1）《古代汉语》[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古代汉语》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古代汉语》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古代汉语》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古代汉语》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古代汉语》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古代汉语》翻译题精编。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古代汉语》简答题精编。 

④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古代汉语》分析题精编。 

⑤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古代汉语》综合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古代汉语》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古代汉语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古代汉语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古代汉语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5．《语言学纲要》考研相关资料 

（1）《语言学纲要》[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纲要》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纲要》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纲要》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6．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语言学概论分析题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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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语言学概论名词解释精编。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语言学概论简答题精编。 

④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语言学概论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7．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之语言学概论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三、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8．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9．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 

高名凯《语言学概论》 

黄伯荣《现代汉语》 

王力《古代汉语》 

叶蜚声《语言学纲要》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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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历年真题汇编 

 

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 2000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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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掌ъ心博阅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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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 2010 年考研真题（回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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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掌ъ心博阅电子书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7 页 共 439 

页 

 

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语言学概论》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语言的起源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劳动说、手势说、感叹说 

考点：社会约定论 

考点：语言发展的具体表现 

考点：语言发展的原因 

考点：语言发展的规律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语言的起源（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各种学说） 

1.劳动说 

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语言的起源理论→从劳动角度做出科学的解释。 

（1）劳动决定了语言产生的需要：共同劳动→交际交流。 

（2）劳动决定了语言产生的可能：直立行走→发音条件、听觉条件、思维能力大大提高。 

 

2.手势说 

手势可能存在早期的过度阶段，但其作用和价值无法与有声语言相比，原因： 

（1）工作的时候无法进行手势交际。 

（2）黑暗中手势交际无法进行。 

（3）语言可以传承保留。 

 

3.摹声说 

根据语言中的摹声词推测，但语言中这类词很少，有些抽象概念无法表达。 

 

4.感叹说（叹词起源论） 

语言起源于人的感情冲动→这类叹词更少，根本不可能靠它们完成交际。 

 

5.社会约定论 

这与语言的任意性、约定俗成性特点相违背。 

 

6.咳唷说（吭育说/劳动呼声说） 

语言起源于人类早期劳动发出的呼叫声。 

现在有很多问题仍很复杂：最早语言的状态？语法怎么形成的？…… 

通过目前的科学研究，关于原始语言有几点可以肯定： 

（1）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口耳相传。 

（2）语言一开始就是音义结合体→音义结合的符号。 

（3）语言一开始就与人的抽象思维相连→伴随抽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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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语言一开始就具备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 

（5）语言一开始就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以上特点紧扣语言的性质特点总结出来的。 

【核心笔记】语言的发展 

1.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发展的理论 

（1）语言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语言的社会性决定的：不能脱离社会+发挥交际职能。 

（2）语言发展不平衡→语言各要素中，语法发展最慢，词汇发展最快。 

（3）不同语言的发展差异很大→原始语言应该是一致的，随着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不同语言。 

（4）政治经济的集中使方言成为共同语（如：北京话）。 

 

2.语言发展的具体表现 

语言发展包括个体要素的发展和整体系统的发展。 

（1）个体要素的发展： 

①临时性变化→个性特点，尚未固定（言语→语言） 

②历史变化→语言结构内部的演化和更替→历史固定下来的语言事实，新旧要素的演变 

③整体系统的发展：共时变化、历时变化 

④临时变化与历史变化的关系： 

是辨证统一的，其中，历史变化是语言发展的主要内容；临时变化可以转化为历史变化：言语成分→

临时变化→语言成分→历史变化。 

（2）语言整体系统的发展 

①语言系统的共时发展→在共时平面上的语言分化问题（语言分工的差异造成的）：社会方言（阶级

语、行业语、黑话、禁忌语等）和地域方言。 

②共时发展包括社会变体（社会方言）和功能变体（改换说法）。 

③语言系统的历史发展→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语言的分化统一；语言的接触融合 

a.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方言与共同语的转化问题）,社会发展→语言发展→不同阶级社会的共同语

不同。 

b.语言的分化与统一→语言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 

语言的分化→社会分化的结果 

语言的分化就是一种语言分化成两种或多种独立的方言或独立的亲属语言的过程。 

语言分化的三种情况：社会方言、地域方言和亲属语言。 

社会方言：是社会内部不同职业、阶层等方面的人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来的变异。 

社会方言是因社会的分工而出现的语言分化，行业用语、术语、阶级方言都是常见的社会方言。黑话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社会方言是因年龄性别职业文化阶级的差别引起的，差异

比较小，主要差异表现在词汇上。（见前面） 

地域方言：地域方言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分支（变体），主要差别是语音。地域方言是因地域的

隔离引起的（语言发展不平衡），差异比较大，主要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也有表现。汉语的七大方

言：汉语方言主要可分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七种。 

地域方言与共同语、其他地域方言的差别，表现在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 

亲属语言：从同一种语言分化出来的彼此有同源关系的几种独立的语言。 

语言的谱系分类： 

根据语言的历史来源或者按照语言的亲属关系对语言作的分类就是语言的谱系分类。 

语言间的历史同源关系就是亲属关系。按亲属关系的亲疏程度把语言分成语系→语族→语支→语群四

大谱系：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所有后代语：语系→同一语系各个语言的分化层次（亲属关系的远近）：

语族→语支→语群→语言→方言→土语。 

属于同一语群的语言亲属程度最高；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就是不同的语言→非亲属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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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谱系分类尚不完善（许多时候还是按地理分布划分——地域分类）如：汉藏语系、印欧语系、

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闪—含语系（亚非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等。印欧语系和

汉藏语系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两个语系。按谱系分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日尔曼语族。 

世界语言的类型分类：根据词法特点分类（词根语、屈折语、粘着语、编插语）。 

根据句法特点分类（综合语、分析语）。 

根据语序分类（SVO语、SOV语、VSO语）。 

语言的谱系分类。 

语言的地域分类。 

共同语是否存在和社会的分化程度可以区别方言与亲属语言。 

如古罗马→半分裂状态：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方言）→社会完全崩溃→形成亲属语言 

方言→独立的亲属语言（具有共同历史来源的、彼此带有亲属关系的语言） 

语言的统一→方言统一成共同语（社会统一为前提） 

语言统一的原因？ 

首先，一个地方割据的社会趋向统一时，原来的地域方言分歧就会妨碍全社会范围内的交际，不利于

社会的完全统一和统一的巩固，于是语言也逐步走上统一。 

其次，语言统一演变的特点：首先是在某个方言的基础上，产生地位高于方言的共同交际语（“超方

言”），然后影响方言的发展，并通过共同语的推广、双语并存直至替代，完成语言的统一。 

民族语言相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言差异缩小→社会统一，往来频繁→语言统一→民族共同语形

成 

（4）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多种语言长期接触影响发展一种语言。 

①语言的接触：词语的借用和吸收（借词）；语音、语法结构规则的渗透（音译词改造、欧式语法） 

a.借词：指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这是语言接触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b.音译的借词: 

古时从外族借入：葡萄、师子（狮子）、和尚、魔（魔罗）。 

从英语借入：鸦片（opium）、扑克（poker）、咖啡（coffee）。 

从俄语借入：苏维埃（COBET）、喀秋莎（катюша）。 

音译兼意译的借词：ice－cream——冰激凌（“激凌”，音译；“冰”，意译。） 

音译加意译的借词：beer——啤酒（“啤”，音译；以“酒”表示类属。） 

照搬：WTO、OK、ID、IP 

c.结构规则的借用： 

借词虽然音义都借自外语，但语音、语法上都得服从本族语言的结构规则。如 telephone，汉语先音

译为“德律风”（délǜfēng），后意译为“电话”。 

②语言的融合：发生在不同语言之间（亲属语言或非亲属语言的融合） 

a.定义：随着不同民族的接触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指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

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这是不同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基本形式。 

b.融合过程：民族发展不平衡→族际交际语（民族交际语+本族语）→国际地域交际语（国家之间交

际语）→准国际交际语（联合国工作语言）→国际通用语（世界语：以英语为基础）。 

亲属语言的融合→语系共同语（以某种语言为基础）。 

c.语言融合的必要条件 

不同民族必须在同一地区有较长时期的杂居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匈奴、羯、氐、鲜卑、羌等

各族统治阶级在华北、西北一带相互征伐，各族人民大迁移，经济文化互相交流，这些少数民族逐渐放弃

本族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汉语。 

一种语言能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不取决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是一个经济文化

地位高的民族成为“胜利者”。 

d.语言融合的方式： 

自愿融合（合作方式）：顺乎历史发展规律，自觉地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选用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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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如北魏孝文帝拓跋珪禁讲鲜卑语，“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融入汉语之中。 

被迫融合（斗争方式）：为保持本民族语言进行斗争，但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最终放弃本族语

言，采用汉语。如金世宗采取强硬措施，要求使用女真语，但不能阻止女真族及其语言融入汉族、汉语。 

（5）语言的分化与统一，接触与融合中出现的特殊现象。 

①双言现象：同一社会群体成员同时使用一种语言及该语言的某一方言（普通话/方言） 

②过渡语现象：一种语言或方言混合，既不像共同语又不像方言（方言向共同语靠拢），形成方言色

彩的普通话（如汉语南方普通话、北方普通话的区别）。 

③双语现象：一个社会群体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不同民族语言共存。（我国少数民族语

言） 

与双言有区别：双言现象→方言+共同语；双语现象→民族语+民族语 

④洋泾浜和混合语：语言频繁接触的地方由不同语言成分混杂而成的语言。 

洋泾浜是外语在本族语的影响下产生的变种，是当地人在和外来的商人、水手、传教士等打交道的过

程中学来的一种变形的外语。如让我 look look，你的米西米西。在洋泾浜基础上包含不同语言成分（本

地+外语）而形成的语言就是混合语，它是一种两不像的语言。 

（6）世界语：是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词汇材料主要取自

拉丁语，部分取自日耳曼语、希腊语；语法规则 16 条，没有例外；采用拉丁字母书写，28 个字母一母一

音；词根可以自由复合成词，派生词的构成有一套丰富的前后缀。 

【核心笔记】语言的发展规律 

1.语言发展的原因（外因+内因） 

（1）外部原因→社会发展的影响（语言的社会性）→语言不能脱离社会，社会依赖语言社会发展是

语言发展变化的首要原因。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变化必然要受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思维的工具，必须适应因社会的

发展而产生的新的交际需要，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因此必然要发生变化，社会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

中反映出来。社会的分化、统一、接触直接影响语言。 

具体表现： 

①社会进步推动语言的发展：新词产生，旧词消亡。 

新词：离休、关系户、硬件、网吧、保龄球、快餐、软着陆。 

②社会的相互接触推动语言的发展：梵语、外语→丰富扩充词汇→促使词汇发展。 

③社会的分化和统一影响语言的发展：方言和共同语产生的直接原因。 

④社会的变动影响语言的发展：如香港回归→普通话与港台词的融合。 

⑤社会发展推动思维的发展。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社会的发展并非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

它是影响语言发展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发挥作用。 

（2）内部原因→语言内部矛盾运动（交际职能与交际能力的矛盾）：适应交际（不平衡）→完成交

际（平衡） 

具体表现： 

①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由不适应到适应）。 

②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的矛盾。（语音简化+语义增多→双音化→构词法发展）。 

③体系内相关成分的矛盾→所有成员相互制约，对立统一：红/白；伊/渠。 

④口语与书面语的矛盾→口语→书面语的基础源泉。 

书面语→口语的加工提炼。 

二者要保持一致，如果发生脱离→出现僵化的语言形式→被新形式代替 

⑤方言与共同语的矛盾。方言与共同语相互影响，长期共存→社会方言与地域方言对共同语的影响 

 

2.语言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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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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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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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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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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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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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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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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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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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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与普通话在语法方面的差异是最小的，但它比语音、词汇更易进入普通话，因为它是书面的。所

以普通话语法也应有一个标准。 

现代白话文很多，只以典范的为标准。所谓“典范的”，是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所谓“现代白

话文著作”是说是现代的、又是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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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语言学概论》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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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语言学概论》考研复习提纲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96 页 共 

439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97 页 共 

439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98 页 共 

439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18 页 共 

439 页 

 

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 

 

《现代汉语》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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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19 页 共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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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21 页 共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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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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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869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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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方言 

【答案】社会方言是社会内部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变

体，是言语社团的一种标志。 

 

2． 派生词 

【答案】（邢本）以实语素为词根加上词缀构成的词叫做派生词。 

（胡本）不定位语素连接定位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就是一般所说的派生词。 

 

3． 义素 

【答案】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同义的区别特征，所以又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义素

分析就是把词的义项分解为若干义素的组合。从义素分析的角度分析词义的方法叫义素分析法。 

 

4． 比拟 

【答案】根据想象把物当作人写或者把人当作物写，或把甲物当作乙物写的修辞方式。包括拟人和拟

物。 

 

5． 隶变 

【答案】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叫作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古汉字演

变成现代汉字的起点。 

 

6． 色彩意义 

【答案】词的色彩意义，指词语概念意义之外的主要同交际环境有关的意义。色彩意义的产生与客观

事物自身的属性、功能以及语言使用者的价值评判有密切关系。词的色彩意义类别较多，包括情感色彩意

义、形象色彩意义、语体色彩意义等等。 

 

二、简答题 

7． 什么是复句？跟单句相比，复句有哪些特点？ 

【答案】复句是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句的句子。跟单句相比,复句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从构成成分上看,复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构成，单句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成分

构成。 

（2）从组合手段上看,构成复句的甲分句和乙分句往往由特定的关系词语来联结,构成单句的甲成分

和乙成分之间一般不用关系词语。 

（3）从构成成分之间的联系看,复句中各分句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关系:或是因果关系,或是并列关系,

或是转折关系等。单句中各成分之间也有关系,但不同于复句中分句之间的关系。从语法上看,它们或是陈

述与被陈述的关系，或是修饰限制与被修饰限制的关系,或是补充说明与被补充说明的关系等等;从语义上

看,它们或是施事与动作的关系,或是受事与动作的关系,或是工具与动作的关系等等。 

（4）从语气上看,构成复句的各个分句都可以使用。相同的语气，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语气。也就是说,

一个复句不一定只有一种语气,它可以前分句为甲语气,后分句为乙语气,前后分句的语气不一致。单句一

般只能有一种语气:或是陈述语气,或是疑问语气，或是祈使语气,或是感叹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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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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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为什么说汉字简化是有限度的？ 

【答案】汉字存在“三多五难”（即字数多、读音多、笔画多；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用），

所以汉字必须从简化笔画和精减字数两方面进行整理。但汉字的简化是有限度的，简得太多，就会增加形

似字的数量,使打字、译电、排版等工作的出错率上升。同音替代是简化汉字的一种方法，但同音替代多

了，就会增加多义字的数量。所以，简化汉字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断地简化，势必使汉字外于一种不稳定

的状态，造成使用中的混乱。 

1986年 2月，国务院批准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且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

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 

 

10．词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案】词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词义的扩大，即扩大了原词所概括的对象范围，由扩大部分形成新义，构成新词。现在使用的

往往是其扩大部分的意义。比如“出台”，原指“演员上场”和“比喻公开出面活动”，后扩大为指“某

种方案、措施、计划等公布于众”。“出台”的对象扩大了。 

第二，词义的缩小，即词的概括的对象范围缩小了。缩小后，原来的词义一般不用了，或只在特定的

场合下使用。例如“强人”，原指“发动事变的英雄好汉”、“能干、有本事的人”、“强盗”等。现在

一般只用来指“能干、有本事的人”，这就是词义的缩小。 

第三，词义的转移，即原用来指甲类事物，后通过某种联系，专用来指乙类事物。这样因指称对象的

变化而构成新词。例如“骄子”，汉朝人称北方匈奴单于为天之骄子，后来称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的君主。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用来指令父母感到自豪的儿子，多指大学生或某方面有突出成绩的青年。 

 

11．借代有几种基本类型，运用借代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答案】借代也叫“换名”，是不直接说某人或者某事物的名称，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的一

种辞格。借代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特征、标志代本体：即用借体的特征、标志去代替本体事物

的名称。（2）用专名代泛称，即用具体有典型性的人或事物的专用名称充当借体来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

（3）具体代抽象，即用具体事物代替概括抽象的事物。（4）部分代整体，即用事物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分代替本体事物。（5）结果代原因，即用某事情所产生的结果代替本体事物。运用借代要注意以下问题：

（1）借体与本体关系密切，在上下文中，作者应有所交代，使读者能明白本体是什么。（2）借体一定要

能代替本体，才能通过借体突出本体事物。（3）注意借体在语境中的褒贬色彩，以便正确达意。 

 

三、论述题 

12．试述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定义和类型。 

【答案】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

类。从辅音中归纳出来的音位叫辅音音位，从元音中归纳出来的音位叫元音音位，从声调中归纳出来的音

位 叫 声 调 音 位 （ 简 称 调 位 ） 。 如 普 通 话 共 有 22 个 辅 音 音 位

 

，10个元音音位  

，4个声调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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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音素成分构成的音位是非音质音位，也叫做

超音段音位，如声调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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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位往往包含一些不同的音，这些音就叫做这个音位的音位变体。音位变体分为条件变体和自由

变体。条件变体指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音位变体。自由变体指没有环境限制、可以自由替换而不影响意义

的音位变体。如，/u/音位，在充当零声母音节的韵头时，既可以读作[w]，也可以读作 。 

 

13．试述汉字的构形单位和构形方式。 

【答案】（1）构形单位。 

汉字最小的构形单位是笔画，现行汉字有五种基本笔画：横、竖、撇、点、折。前四种是单一笔画，

后一种是复合笔画。笔画有相离、相接、相交三种组合方式，书写时必须注意多个笔画组合时的书写顺序，

即笔顺。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构字部件。部件介于笔画和整字之间，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

如“一”、“乙”，既是部件也是单笔画；“人”、“口”，既是部件也是整字。 

（2）构形方式。 

现行汉字的构形方式有单部件成形和多部件组合两类，以多部件组合为主。由一个部件构成的字是独

体字，来自象形字、指事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末级部件构成的字是合体字，来自会意字、形声字。合体

字占现行汉字的 90％以上，主要有 12 种结构类型，基本结构类型有三种：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

构。 

 

14．论述词义与句义的关系。 

【答案】（1）句义组合是词的义位之间的搭配。义位之间的搭配要受到语法和语义两方面的限制。

例如汉语述项 1+谓词+述项 2 的形式，从语法上看，一般是“名词+动词+名词”的组合，如“我写字”而

不能是“写字我”或“我字写”。然而并非名词+动词+名词的组合都能成立，如“鱼读书”、“水读书”，

虽符合语法规律，但没有人认为它们能够成立，可见义位之间的搭配还要受到语义的限制。 

（2）语义限制首先要求义位之间的搭配要符合社会真实的客观情况。例如下列诸句的句义就是不合

事理： 

今天是 5月 33号。 

他中午喝了 100斤白酒。 

我从上海乘火车直达伦敦。 

（3）语义搭配除了要符合社会真实的客观情况外，还应避免多余的搭配，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以下的

废话： 

天上飞来一只长着羽毛的鸟。 

这本书上有字。 

动物园里新来了一群有一根尾巴四条腿的狼。 

（4）句子的意义大多数只是句子的字面上的意义，也就是由构成它的词或短语的意义所组成的句子

的表层意义，一般称为字面意义。例如：“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

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

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朱德《回忆我的母亲》）这段话中的每

一个句子表达的都是字面上的意义，因此，只要弄懂每个词和短语的意义就可以了。实际语言运用中这样

的句子很多，理解起来也不难。 

（5）句子的意义有时很含蓄，在字面意义当中还蕴含着某些深层的意义，一般称为句内意义。句内

意义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语境来表现的，因此必须在理解字面意义的基础上，结合语境弄清它所表达的真正

意义。句内意义有时需要结合上下文作出判断。例如：“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鲁

迅《孔乙己》）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孔乙己站着喝酒，穿的是长衫，只有他一个人如此。但是，这还不

够，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小说上文曾经介绍过：站着喝酒的是“短衣帮”，“穿长衫的”都要踱

到里面，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在这个背景下，偏偏有一个人，站着喝酒，穿的却是长衫，而且他是唯

一的一个这样做的人。有了这样的上下文，再理解这句话，一个穷苦、寒酸而又非常迂腐、可笑的人物形

象就清晰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作者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6）有些句内意义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来理解。例如：“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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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孙犁《荷花淀》）这句话很平常，表面看是写实，但却富有深意。当时的情境是：水生要到大

部队上，所以“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手指震动”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实际上是她心灵上的震动。 

 

四、分析题 

15．分析下列的“子”是定位语素，还是不定位语素。 

条子、棋子、挑子、起子、本子、瓜子、褂子、笛子、弟子、粒子、帘子、莲子 

【答案】“子”是定位语素的有：条子、挑子，起子、本子、褂子、笛子、帘子； 

“子”是不定位语素的有：棋子、瓜子、弟子、粒子、莲子。 

确定“子”是否是定位语素：一看意义是否虚灵，定位语素意义虚灵；二看是否读轻声，定位语素读

轻声。 

 

16．将下列长句改为短句。 

①他们都是乍见面腼腼腆腆的，不大好意思开口，一谈起来，却又俏皮得很的，年轻力壮的好小伙子。 

②她真像在草原上刚刚开放的一朵鲜艳、美丽、充满青春的生命力的红花。 

③据有关专家认为，用料省、造价低、功能全、自动化程度高、操作保养方便、容易维修是这种设备

的优点。 

④本着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开，可缓开的会议缓开，必须开的会议作好准备，缩短会议时间，能下去

开的会议就下去开的精神，第一季度就减少了四次全县性的会议，需要召开的会议也缩短了时间。 

【答案】①[改文]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好小伙子，乍见面腼腼腆腆的，不大好意思开口,一谈起来，

却又俏皮得很。 

②[改文]她真像在草原上刚刚开放的一朵红花，鲜艳，美丽，充满青春的生命力！（赵燕翼《草原新

传奇》） 

③[改文]据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设备的优点运：用料省造价低，功能全，动化程度高，操作保养方便，

容易维修。 

④[改文]本着精简会议的精神，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开，可缓开的会议缓开，必须开的会议作好准备，

缩短会议时间，能下去开的会议就下去开。这样，第一季度就减少了四次全县性的会议，需要召开的会也

缩短了会议时间。（黄本） 

 

17．根据语气词“啊”的音变规律，给下列句子中的“啊”注上国际音标。 

（1）老利啊__________，不能再等了！ 

（2）倒是笑一笑啊__________！ 

（3）你快看啊__________，品种多全啊__________！ 

（4）你怎么不上高中啊__________！ 

（5）好大的一笔投资啊__________！ 

（6）报纸来得真及时啊__________！ 

（7）你跟他要啊__________！ 

（8）第二节是什么课啊__________？ 

（9）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啊__________！ 

（10）今天是星期四啊__________！ 

（11）大家一起唱啊__________！ 

（12）我只去过一次啊__________！ 

（13）这孩子真懂事啊__________！ 

（14）她唱得真好啊__________！ 

（15）多么不容易啊__________！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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