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法：汉语语法新探

苏立群

联系电邮：suliqundavid@yahoo.com

1  引言

我出生于一个戏剧家庭，大学考取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毕业后从事话剧、电影、小说

以及传记的写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破格聘为汉语老师，遂常以文学、艺术的视角来观察、检验对外汉语教学，反思现有的语法体

系，未经意中发现汉语语法使用的都是西方语法框架下的理念，自己原来所熟悉、在生活中常

常听到和使用的句子，并没有得到说明。比如：

上哪儿去啊，你？ / 你们去看电影，都？ / 在几楼啊，超市？ / 一大堆人，三教九流的。/ 走啦，

你怎么不？ / 太怪了，这种事！ / 没睡，两夜全。 / 没事了吧，大概。

再看一下字同而义异的两句话：

他有病吧？有病吧，他？！

另如一位顾客在一座大卖场里急着要找厕所。他跑到一个正在查核货架上价格码的工作人

员那里去问：

大卖场里有卫生间吗？（那人没有反应）大卖场里有没有卫生间？（还是没有反应）有没

有卫生间，大卖场里？（那人可能发现价码有什么问题，所以依然没有反应）大卖场里有卫生

间没有？！……最后的语气已经是在质问了。

本人也曾用《茶馆》这类名著在中高级班教课 , 当学生要求用语法分析这些台词时 , 发现

所谓“倒装句”句式并非是解读我们汉语的“万能钥匙”。虽说汉语的“把”字句、 “得”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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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了”字句也曾被用印欧语系的语法理论来解读过 , 毋庸置疑，用“他性”来解读是有益的尝试，

但是，我要提出的一个命题是汉语有没有一个“自性”的解答方式呢？

从广义上说，自《马氏文通》出版后（商务印书馆 1898 年），汉语的语法一直都被置于印

欧结构主义的框架之下。 十七年前，我在英国汉语教学研讨会上首次发表了天 · 地 · 人语序的

汉语语法理念。至今，这个序语法的理念在多年的教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和完善。

2  汉语语言的哲学思考

    雏形时期的汉字，单个的字表义居多，随着文明的脚步，字与字组合表义的情况越来

越普遍，字词排列的次序便逐渐定型。这个次序如【易经 · 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

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此处“错” ，通 “措”，放置之意，“礼仪有所错”即礼仪位

得其所。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举止要符合礼仪。这段话说明，规范的、文明的语言是从“有

男女”到出现“礼仪”这个慢长的“教化”过程中渐渐滋长生成的。

    那么这个“礼仪”是从何而来呢？在《道德经》中，老子对人类教化的观点是：“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语言的根本法则源于“自然”，语言在遵循着一个自然

而然的“自然为”的大道理。“礼仪”虽根植于自然次序， 但又在沿用于社会时把它做了“人为”

的调整，即价值观化，或称之为“人为”。因此，汉语的一切语法现象都来自于此“二为”。其

现象包括：字词的组构，各类短语团的组构，整句、整段行文的组构，当然也包括其虚词字位

的确定。

现代汉语始终遵循着由古以来的“序语法”：以字组词，以词组短语团，以短语团组段，

以段组章，这个序是“自然为“和”人为“的结果。 

3  序语法体系

序语法认为，词是字或字与字之间的组合，词可以划分为两类：实词和虚词。

3.1 词的分类

第一类：实词。实词是“有固定词义，并且具有衍生与组构功能的字词。据统计，实词的

使用率占全部字词的 96% 左右。

实词有以下六类

一、名词：我、他们、北京、图书馆、五十、个、杯、块 ……

二、动词：1. 普通动词；2. 系动词

1. 普通动词：吃、喝、走、打、想、觉得、……

2. 系动词（维系两端，表示关系）：是、在（表处所）、有、当、等于、大于、红于……

三、形容词 ( 也称感判词，与英语不同，此类的词皆具有动词甚至度词的功能 ) ：

冷、大、舒服、红、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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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度词：1. 时间度词；2. 空间度词

1. 时间度词

1. 频度：常常、也、不常、经常、反复、总（是）、老是、无时无刻……

2. 速度：快、慢慢、刻不容缓、急切……

3. 能愿度：得、必须、应该、愿意、打算……

2. 空间度词：

1. 程度：很、非常、无与伦比……

2. 尺度：只、仅仅……

3. 幅度：大多、一五一十……

五、介词：1. 对等介词 ; 2. 不对等介词 ; 3. 固定搭配介词

1. 对等介词：和、与、同、跟……

2. 不对等介词：为、比、替、对、向、往……

3. 固定搭配介词：因为……所以……; 虽然……但是……; 又……又……; 既……也……，在……上 / 下 / 里 / 外 /

方面……

六、疑问词：

谁、什么、哪儿、什么时候、怎么（样）、是否、如何、何以……

 
第二类：虚词——序语法码。常用的虚词分为两类——修限虚词：的、地、得和时空虚词：

过、着、在、了。

1．修限虚词

(1）的 我 - 的 - 书 图书馆 - 的 - 书 有用 - 的 - 书 买 - 的 - 书
代名词 - 的 - 名词 名词 - 的 - 名词 形容词 - 的 - 名词 动词 - 的 - 名词

代名词修限名词 名词修限名词 形容词修限名词 动词修限名词

(2）地 同情 - 地 - 说 不知所云 - 地 - 说
形容词 - 地 - 动词 形容语 - 地 - 动词

形容词修限动词 成语 / 习语 / 短语修限动词

(3）得 好 - 得 - 无法形容 流利 - 得 - 像中国人一样

形容词 - 得 - 度词 形容词 - 得 - 短语

形容词修限度词 形容词修限短语

2．时空虚词

(4）过 去 - 过 - 北京 当 - 过 - 老师

动词 - 过 - 名词 动词 - 过 - 名词

过：动词与名词的时空关系 过：动词与名词的时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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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着 看 - 着 - 书 热 - 着 - 呢 站 - 着 - 看书

动词 - 着 - 名词 形容词 - 着 - 虚词 动词 - 着 - 动词 名词

着：动与名的空间

关系

着：形容词与名的空间

关系

着：动与名的空间关系

(6） 在 + 动词动词

+ 呢在 + 动词

+ 呢

在 看 书 看 书 呢 在 看 书 呢

在 动词 名词 动词 名词 呢 在 动词 名词 呢
在：动与名的

时间关系

呢：动与名的时

间关系

在：动与名的时间关系，并强

调动作行为在持续中

(7）了 去 - 了 - 北京 去北京 - 了 - 是老师 - 了 -
动词 - 了 - 名词 动词名词 - 了 - 是 + 名词 + 了

了：动与名的时空

关系，行为动作不

继续。

了：一个整体行为在时空

上的完成。

了：目前的时空情况已

不同于前。

3. 疑问虚词：吗、吧、呢……

4. 象声虚词：呼呼、哗啦……

5. 感叹虚词：呀、啊……

3.2 实词（字词）的组构

字词的组构有两种。一种是同类的平行字彼此并列，用以作为对照的组构式，简称“同平

式”；另一种是前字修限后字的组构式，即修限式。

3.2.1 同平式

  同平式的“自然为”字序：按照其字义在大自然中所出现的时间之先后与所占的空间之

尺度把原本是同平的字进行排列。如：天 - 地、古 - 今、大 - 小、前 - 后、上 - 下、阴 - 阳、远 -
近、老 - 少、父 - 子……;

  同平式的“人为”字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用价值观包括审美理念把原本的同平字

进行了孰先孰后的排列。如：君 - 臣、男 - 女、夫 - 妻、江 - 河、山 - 川、龙 - 凤、红 - 绿、虎 -
狼、牛 - 马……;

3.2.2 修限式

前字划定大范围，以修限、细化后字，即“从虚到实”的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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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义修限：

政府、政策、政治、政纲、政党、政务……“政”是“虚”，是大范畴。

府、策、治、纲、党、务……是被“政”的大范畴所限定的“实”的具体内容。

以下例子是同样的组构方式：

飞 - 机、飞 - 船、飞 - 奔、飞 - 快、飞 - 行、飞 - 逝……“飞”是虚，是大范畴。湖 - 水、湖 - 泊、

湖 - 蓝、湖 - 蟹、湖 - 怪、湖 - 色…… “湖”是虚，是大范畴。乐 - 天、乐 - 趣、乐 - 土、乐 - 园、乐 -
意、乐 - 得……“乐”是虚，是大范畴。寻 - 常、寻 - 找、寻 - 人、寻 - 求、寻 - 访、寻 - 觅……“寻”

是虚，是大范畴。美 - 丽、美 - 好、美 - 妙、美 - 味、美 - 人、美 - 梦……“美”是虚，是大范畴。

·  逻辑修限：

漂 - 亮：“漂”是一种洗法，是“虚”，“亮”是显眼、好看，是“实”（“漂”干净后得到的“亮”

是结果）。

红 - 火：“红”是“虚”（字义之一是“普遍性”），“火”字义之一是有温度，是 “实”（“红”

激起了大众的热度，达到“火”的高温）；

难 - 受：“难”是“虚”（困难、艰难），“受”是感受、忍受，是“实”（“难”的处境要去

忍“受”）……。

3.3 各类短语团的组构

3.3.1 短语团的修限

· 前面的短语团（包括字词）通过虚词“的”修限后面的名词

我的书、图书馆的书、我看的书、这本书是我的（书）……

· 动词直接修限动词或者形容词

跑 - 完、做 - 好、关 - 上、写 - 对、说 - 清楚、抓 - 紧 ……

· 动词通过虚词“得”间接修限动词 / 形容词

跑 - 得 - 完、做 - 得 - 好、关 - 得 - 上、写 - 得 - 对、说 - 得 - 清楚、抓 - 得 - 紧……

· 形容词通过虚词“地”间接修限动词

很快 - 地 - 跑完、干净利落 - 地 - 做好、严严实实 - 地 - 关上、无需多想 - 地 - 写对、清楚 -
地 - 说明、刻不容缓 - 地 - 抓紧 ……

3.3.2 成语、习语的修限

成语（包括习语）的修限配置以下面的四个成语为例：刻 - 舟 - 求 - 剑、守 - 株 - 待 - 兔、得 -
寸 - 进 - 尺、口 - 蜜 - 腹 - 剑。

刻 - 舟 - 求 - 剑：A 刀刻在何处？ B 在渡舟上；C 寻求何物？ D 一柄落水的剑——一字一

个画面，最后是答案。行文是虚至实的字序，即一系列的信息——在“剑”字未出现时语义不明。

守 - 株 - 待 - 兔：A 守住什么？ B 那株树；C 等待什么？ D 另一只来撞破脑袋的兔子——

四个字逐步推进，直到“兔”字出现，句义才明晰。一个由虚推衍到实的行文过程。

得 - 寸 - 进 - 尺：A 得到了什么？ B 一寸；C 进而又怎么样？ D 得到一尺。一尺是实，一

寸是虚。目的在句尾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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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蜜 - 腹 - 剑：A 口，怎么样？ B 如甜蜜糖；C 内心（腹），怎么样？ D 如利剑。口说

漂亮话为虚，腹藏杀机为实。

以上的例子都说明汉语成语（包括习语）的组构方式也是从虚至实。以上任何一个成语都

显示出汉字的字位的“不可调位”性，不然这些故事会变成另一番样子。

3.4 自然序法是字词与短语团组构而成句的法则

自然序法有两个特征：虚实性特征和不可调位性特征。

3.4.1 虚实性特征

我们暂不谈“序法”这个抽象的概念，而从形象入手。可以把“序法”比作一部摄影机，

而且开机后不停地拍摄，拍摄后也不做任何剪接与编辑，仅做实拍纪录。那么情形会怎么样呢？

“字词和短语团”的组成顺序：就目前人类的认知，一切都包含在“时”与“空”的范畴里。

那么，“虚实”的理念是否也适用于时、空维度呢？

时：时间短语。举例，有三个时间词出现： 21 日、2022 年、6 月。汉语表达其关系的顺

序是 2022 年 - 6 月 - 21 日。很简单，2022 年这个词不仅在人类生活中率先出现，它还表示一

个时间为 365 或 366 个日子的长度。然后 6 月跟进，因为按人类的纪年法，是从 1 月逐渐推进

到 6 月的，月的时间跨度短于一年；最后，跟进的是 21 日。21 日是这个时间短语团的“实”，

前两者都是表示大范畴和较大范畴的“虚”。

空：空间短语。比如有三个词：利兹市，地球，英国。我们以同样的分析法可以排出正确

的短语团词序：地球 - 英国 - 利兹市。利兹市是这个空间短语的“实”。前两者都是表示大范

畴和较大范畴的“虚”。

天体物理学认为，宇宙生成于“大爆炸”的一瞬间，因此时间与空间同时起步。不过，地

球空间的生成晚于宇宙，人类的出现又晚于地球。所以，我们祖先的陈述方式是将“时间”放

在 “空间”的前面（卜占文明，“天时”处于卦首，其后是“何地”，再后是“做何”）

组段法（包括组句）。众所周知，时、空涵盖了万物，包括地球的运行和人类的各类活动。

那么在由单独的汉字及这些汉字组成短语的句子与段落时，是否也贯穿着这个虚 - 实的规律和

自然序法的不可调位的特征呢？

3.4.2 不可调位性特征

自然序法的不可调位性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设想把这个研讨会视为一个字词短语团，在

它与时、空短语交织的时候我们用两个“天眼”的摄像头同时开拍，分别把时间与空间旅程纪

录下来。一位远在天王星座的外星人 XX 接受了利兹大学研讨会的邀请，要从他的星座飞过来

参会；XX 要计算好时间，确认 2022 年 6 月 21 日准时抵达。时间短语摄像头记录下了他在这

个隧道的一切；而行程则由空间摄像头纪录了其离开天王星飞往地球，再英国，最终抵达利兹

市的全过程，所以，句子开头是 XX ( 某某 )（没有 XX 一切都不会发生），然后是时间隧道的

短语（XX 的时间表），继而是空间行程的短语（XX 到达）。

汉字的排列是 XX 2022 年 - 6 月 - 21 日 地球 - 英国 - 利兹市

其后就是要说明 XX 到达此时此地 做 - 什么——要加入动词短语 - 目的短语来完成。同样

的例子可以参看几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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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阳

摄影计划：

锁定角色 1 ：太阳（选择一个全天有阳光的日子）；纪录时间：日出到日落；

纪实情况：1，太阳在东边的地平线处发出青光。2，露出一点。3，渐渐升起。4，脱离地平线。5，
向中天运行。6，在中天。7，向西边前行。8，接近西边的地平线。9，部分沉入西边的地平线。

10，从西边消失。

(2) 岩浆 - 火山 - 土地或岛屿

 

锁定角色 2 ：“岩浆”纪录时间：数万年

纪实情况：1，岩浆在地球深处聚集。2，向四处流动。3，找到了山峰的突破处。4，积聚能量。

5，冲至山峰形成火山口。6，喷向天空。7，流向大地或海洋。8，失去能量渐渐冷却。 9，形

成土地或岛屿。

(3) 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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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角色 3: 麦子

纪录时间：数个月

纪实情况：1，麦种埋进耕地。2，出苗。3，成长。4，出穗。5，成熟。

如果这部摄影机以每一个镜头捕捉到的景象来“定一个胶片的画格”和配上对应的文字的

话，那么“太阳”就有 10 个画格，有 10 段文字，而且会是十句很好的中文；“岩浆”有 9 个格，

也是 9 段很好的中文； “麦子” 有 5 个格，情况也是一样；简言之，胶片的格序就是汉语表达

意思的序法——顺序、次序之法；更重要的是这些画格具有“不可调换位置”（简称“不可调位”）

的特性。

诚然，以上是人类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果反过来，从大宇宙的角度来看：“序法是自然法则。

即，万物以何种形式发生，其形式以何种方式运动，其运动的结果是什么，这一切都是自 - 然 -
而 - 然的。把这个次序用文字纪录下来，就是汉语‘序语法’的实质所在”。

现在拿一个汉语的长句作例子来证实序语法是如何将以下的几十个汉字布局的：具体的、

细小的方面。

“我明天早上得去飞机场把一个从英国伦敦来的、只在北京开一天会的代表团送到市中心

的希尔顿酒店。”

全句 43 个字。这 1-43 的顺序就是 43 个电影胶片的画格，其顺序如同那三个“锁定的角色”

太阳、火山和麦子一样，具有“不可调位”性。其中明天、早上、飞机场、英国、伦敦、北京、

代表团、城中心、希尔顿、酒店，这 10 个是由汉字组构起来的词；意味深长的是这 10 个词也

呈现了“不可调位”的“字序”。比如明 - 天，“明”在这里是时间的字词，“天”是长度的字词，

组构在一起，就形成了“明天”的词义。“早 - 上”也是同样，“早”是时间的字词，“上”是

时间段的字词，组构在一起就表达了“早上”的词义；以此类推，10 个词都是一样的组构顺序。

包括“飞机场”，3 个单独的字串构在一起：“飞”是运动的方式，“机”是此物具有的机械属性，

“飞机”是“飞行的机械”，“飞”修饰、限定（下文简称“修限”）了“机”；如果把修限词“飞”

换成“手”，就是“手机”。如果把“机”这个被修限的字换成“鸟”，就成了“飞鸟”。以上这

些，表明了由一个“单个汉字”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的“字序规律”。  
下一步的解析是，这句由所列的 10 个“组构的词”与其他 20 个“单字词”，是以何种规

则连在一起来生成句义的？我们再把“天眼”牌的摄影机架上，可以看到它拍下来的画格顺序

正是“我 -明天 -早上 -得 -去 -飞机场 -把 -一 -个 -从 -英国 -伦敦 -来 -的、只 -在 -北京 -开 -一 -
天 - 会 - 的 - 代表团 - 送 - 到 - 市中心 - 的 - 希尔顿 - 酒店。”。这个 1-43 的顺序，与话语者用陈

述句说明其明天早上要做的事情的顺序完全一致。更进一层，不论这句话是发生在未来（我们

的例子）、平时还是过去，其顺序都不会改变：

平时：（把原句只改一个字，但其字位不变） “我（明）每天早上得去飞机场把一个从英国

伦敦来的、只在北京开一天会的代表团送到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

过去：（删一个字，但其字位不变；加两个“了“表示行为动作的完成）“我昨天早上（得）

去了飞机场把一个从英国伦敦来的、只在北京开一天会的代表团送到了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

回到语言学的层面，汉语“序语法”是：“我口说我做，我手记我为。”为了说得更清楚，

更具体化：这个陈述句的——

   （1）“我”与“明天”不可以调位，因为这个话语者是从今天（或当下）在说未来的“明

天”所要做的事，所以“我”的字词位一定要在“明天”字词位的前边。（注：如果“我”与“明

天早上”调位，即“明天早上我……”，句义是从这个特定的时间“明天”以后，“我”将要做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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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天”与“早上”不可调位，因为先有“明天”然后才有“早上”。

（3）“去飞机场”不可与“明天早上”调位，因为话语者出发去飞机场的时间是明天的早上，

时间在前，行为动作在后，调位则违反实际生活的顺序。

（4）“一个从英国伦敦来 ”的、“只在北京开一天会”的，这两个短句团都是在修限后面的“代

表团”，说明此团的来历与计划，有来历与计划才会有这个特定的代表团，所以不可调位或倒置。

（5）“送到 - 市中心的 - 希尔顿 - 酒店。”这个四词素也不可调位，因为“送”必须有一个

地点可去，“到”是到达；“送到”组构是：先“送”，才能“到”。送到什么地方呢？希尔顿的

酒店在北京有几个，而字词的排列顺序告诉我们，要先去“市中心”，尔后才能抵达“希尔顿”，

希尔顿什么？不是饭馆或其他的处所，是“酒店”，因此，“希尔顿”置于“酒店”的前面，也

不可调位。

再举一个句式为例“他是北京人”与“他是北京人吗”：仅一字之差，句义全变。“吗”字

未出现前，是一个陈述句，可是当句尾有一个“吗”，就变成了疑问句。或“他是北京人”与“他

是北京人不是”：前者是陈述句，后者是疑问句。

总括起来说，汉语的语法是如实地纪录万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是“自然之法”，即“序语法”。

4  汉语的母句

这个来自序语法的“五他”，即，他是谁；他做什么；他有什么；他在哪儿；他怎么样。

这是人类在远古荒蛮时代天天都要面对问题。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语言越来

越丰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从这五个方面衍化出来的。请注意，在序语法里，我们把

“是”“有”“在”都归于系动词。请看下表：

陈述句 此类动词 例句 / 注释

句型 1

他是老师。他不是老师。

是 / 姓 / 叫 / 当 / 大于 / 小于 /

等于……

他姓王。 他当老师。

他是我男朋友。血浓于水。

北京大于天津。

他不等于我。

以上结构：名词 + 系词是（不是）

+ 名词

其类型：左右对等句 / 不等句

特别句型：形动词 / 自动词

句型 2
他教汉语。他不教汉语。

此类动词数量巨大：吃 / 喝 / 看 /

睡 / 做 / 写 / 打 / 跑 / 想 / 等 / 演 /

出版

/ 觉得 /……

1 形动（形容词也是动词）：

他胖了 / 他出名了 / 他难过了 / 他

冷了 / 他犹豫了           

以上结构：名词 + 形动 + 了。

以上结构：名词 + 动词 + 名词

其类型：动作行为句

2 自动（主体自身动词）：

他哭了 / 他来了 / 他病了

以上结构：名词 + 自身动词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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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 3 他有汉语书 （拥）有……
注意：其句式的否定式是 “没”：

他没有汉语书。

以上结构：名词 + 有系词 + 名词

其类型：归属句

句型 4
他在教室。

在……

于（多用于文言文）……

注意：其否定式的“不”与 “没”

都可以使用，但产生的句义不同。

以上结构：名词 + 在系词 + 名词

其类型：空间地点句

他在看书。

以上结构：名词 + 在系词 + 动词

+ 名词

其类型：时间行为句

句型 5 他（很）认真。
好 / 坏 / 努力 / 用功 / 聪明 / 高 /

壮 / 伶俐 / 清楚 / 明了 / 深刻 /……

注意：这个句型

包括比较句 : 他比我认真

以上结构：名词 + 形容词

其类型：形容判断句

句型 2 的变形句

把字句

把字句用于“通过行动改变事物的现状。”

请大家把书打开。

请你把那本书给我。

以上结构：动词把 + 名词 + 动词

被字句

被字句用于“事物的改变是外力所致。”

教室的窗子被（那个学生）打破了。

以上结构：名词 + 动词被 +（外力名词）+ 动词 + 了

再一个特别的句型为“是……的”句。比如“我妈妈是昨天来北京的”。其实，这个句子

用文言文是 “吾娘者，乃昨日至北京者也！” ；再如“这个人是不吃肉的”。即“其人者，乃不

食肉者也！” 。两句话都是“是”字句：“我妈妈是昨天来北京的（妈妈）”；“这个人是不吃肉

的（人）”，语言的“自性”有省略功能，而把句子结束在“的”上，倒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成为一种强调的句型。

列一个公式：

人 / 物 / 事 是 什么样 / 归类 的 （人 / 物 / 事）？ /。再回到以上的举两个“人”的例句为：

人 / 物 / 事 是 什么样 / 归类 的（人 / 物 / 事——省略）

我妈妈 是 昨天来北京 的（归那类 / 拨人中的一个）。

这个人 是 不吃肉 的（那类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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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列举两个“物”的例子：

人 / 物 / 事 是 什么样 / 归类 的（人 / 物 / 事——省略）

你这个手机 是 在哪儿买 的（归类于地区——省略）？

这个房子 是 用银行贷款买 的（归类于钱获得的方式——省略）。

再列举两个“事”的例子：

人 / 物 / 事 是 什么样 / 归类 的（人 / 物 / 事——省略）

这件事 是 不可以说 的（归类于隐私——省略）。这个规定 是 很严格 的（归类于条款——

省略）。

这五个基本句是从千千万万个汉语句子中提炼出来了，具有代表性。任何一句话，都来是

五个句子中的一种或是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把”、“被”和“是……的”也都包括在内。

如，“他在中学教英语。”分解后是句式 4+2——他在中学 / 他教英语。

再如，“他在中学教英语比在小学合适。”分解后是句式 4+2+5——他在中学 / 他教英语 / 中
学教英语比在小学合适。

再复杂一点，“他在中学教英语有比在小学教英语更多的经验。”分解后是句式 
4+2+3+5——他在中学 / 他教英语 / 他有经验 / 中学比小学更多。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5. 汉语的灵活表达句式

语言进化的脚步不会停止，经过无数个世纪，人们把字词顺序由服从原始自然秩序的陈

述方式中提取出两个分支，一个用于实用的“语境语”，一个用于审美的“艺术语”。到现今，

形成了三个基本的表述句式：1，陈述表达句式；2，语境表达句式；3，艺术语言（诗词歌赋）

表达句式。

三者中的第一种，是严格遵照天·地·人趋真向实公式的表述，是正式的语言，是很逼“真”

（符合自然法）的句式，在前面已经做了描述和解释。

第二种句式极为灵活，是日常生活与舞台、影视用语，其非但简约，且达意，是“善”述（善

于表述）的句式。

第三种句式也很灵活，是诗词歌赋所用的句式，追求的是音韵、节律、层次的美，是审“美”

的句式。

三者虽有差异，但是无论哪一种，它的“核目”（“核心目的”词的简称）字词（真、善、美）

都处于句末。

下面以六个汉字 （有、没、大、钱、是、事（儿））为例。    
（1）没…

01） 没大事 是有钱。 避免了诸多麻烦事，是因为有钱。

02） 没大事 是钱有。 避免了诸多麻烦事，是这笔钱——我们有。

03） 没有钱 是大事。 贫困、没有钱，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04） 没事是 有大钱。 没了麻烦，是因为我们为摆平这件事花了大钱。

05） 没钱有 是大事。 没有能使得上的钱，是件大事。

06）  没有大钱 是事。 这件事需要很多钱才能摆平，可是我们没有，所以是个“事

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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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

07） 大事 是没有钱。 要命的事，可是我们没有钱（没有钱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8） 大事是 钱没有。 要命的是这么多的钱凑不齐。

09） 大事钱 是没有。 大事要大笔钱，这钱（我们）没有。

10） 大事没有 是钱。 这个大麻烦得以化解，是钱。

11） 大钱没有 是事。 需要很多钱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定是个事儿。

12） 大钱 是没有事。 那笔大钱很安全没有出事。（只是小钱出了一点儿麻烦）

（3）事…

13） 事大 是没有钱。 事越闹越大，是因为没有钱。

14） 事 是没有大钱。 麻烦的事来了，是因为没有能用上排场的大钱。

（4）是…

15） 是有钱 没大事。 是因为有很多钱，才没有大的麻烦。

16） 是没钱 有大事。 是没有钱，麻烦才来了。

17） 是钱 没有大事。 如果说的是钱，就没出什么大事可顾虑的。

18）  是钱 大事没有。 如果只是钱，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对方见到了大钱，

事就没有了。

19） 是 大钱 没有事。 是那笔大钱没有出现麻烦。

20） 是大事 没有钱。 是做大事，没有钱给。

（5）有…

21） 有钱 是 没大事。 有钱，再大的事都能化解。

22） 有大事 是没钱。 遇到麻烦是因为没有大笔的钱。

23） 有钱没事 是 大。 不要吝惜花钱，解决问题为大。

24） 有大钱 是没事。 只有财大气粗才化险为夷，平安无事。

（6）钱…

25） 钱有 是没大事。 钱能买通一切，所以不会有什么大事。

26） 钱没有 是大事。 没有钱，穷，不是小事，是大事。

26） 钱是 没有大事。 关于钱，可以放心，主要是其他方面的麻烦。

27） 钱 大事是没有。 钱，只出了点儿小麻烦，大事倒是没有。

28） 钱 是没有事大。 钱没有那件事那么重大。

29） 钱 是 大事没有。 钱，什么大事都没有出（可能是出了其他方面的事）。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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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钱 是大事没。 有了很多钱，什么大事都可以没有。

31） 事大 是钱没有。 事情闹大了，是因为钱没有到位。

……

6. 汉语的语义序法

汉语是顺序法的语言，其句义是在字词排列的顺序中逐渐推进与展现的： 它的规则是前

字词修限后字词；前句（包括分句语团）修限后句；直至句末“核心目的词”（简称 “核目词”）

的出现，句义才明了。汉语行文的规律体现了“趋真向实”的特性。换言之，汉语句子在行文

尚未完成、核目词尚未出现时，无法判断句义。或者说，汉语的句子是由字词从头至尾一步一

步地传递时、空信息，最后让句末的核目词来完成句义。更进一步说：汉语字词的结构与句式

的组构是“重词后置”或“先虚 - 后实”的模式。

7. 结语

本文用“序语法”的框架来解读和诠释汉语的语法体系。汉语具有“我口说我做，我手记

我为”的序法规则。“序语法”，乃自然法则：万物以何种形式发生，其形式又以何种方式运动，

其运动又产生何种结果，都是合情合理、自 -然 -而 -然的；把这个自然之序转化成语言者即汉语。

汉语是继承了自然法的语言。同时汉语也包括从自然法则“重词后置”中衍生出来的“语境句

式”和“艺术语言句式”；三者各司其职，各显其能，构成了从古至今的汉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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