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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基础理论"修订版#$是在旧版教
材基础上修订的!很多考生关心本书体系%内
容%观点及研究方法的变动&本文就修订版教
材的知识理论框架作一简单介绍& 既方便广
大读者了解本书改动& 也希望为考生的备考
提供帮助’

篇章联系紧密!体系更加合理
修订版教材共分八章&以语音%语义%词

汇%语法%文字为体系建构了语言学的基础理
论框架(纵观全书的理论体系&篇章联系十分
紧密&普通语言学的四大组成部分环环相扣)
编写的思路开阔清晰& 由浅入深的同时又做
到深入浅出&紧密结合当代研究前沿成果&又
兼顾读者的接受能力& 体现出鲜明的学术性
和可读性(

在教材知识排列上& 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并突出了言语的语言学比重( *一条红线+&即
*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
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一个才能有它
的价值( +其实这正是以哲学二分法贯穿始终)
以语言,,,言语- 共时,,,历时为分界线&组
织全书的理论框架)以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
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
学和历时语言学作为全书的组织脉络(

从全书的结构可以看到&语音%语义%词
汇% 语法各部分都明确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
大部分进行阐明& 既明确了二者的联系和区
别&又使全书理论框架条理清晰( 书中 "# 次
提到或论述言语的语言学&举例通俗有趣&不
但增加了该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也在潜移
默化中为学生融入了言语的语言学的相关知
识(

加入全新理论!内容更加丰腴

$!"五段两线三解放#理论的提出

!理论"修订版 #.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段
两线三解放+%为揭示人类对语言学的研究进
程的新理论(该理论既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点-
线-面的完美结合&明确了语言学史的发展脉
络& 又在认知上理清了语言学流派纷繁复杂
的局面&化繁为简&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音段#概念和非线性语音学等内容的
引入

/理论"修订版#.的第二章*语音+部分在
论述了语音基本特性-音素-音位理论的基础
上引入了非线性语音学等内容( 介绍了世界
各国语言学家对汉语音韵学-音段-生成音系
学及非线性音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对于丰
富读者的专业知识& 开阔理论视野起了很好
的导向作用(

&!对"句义#!"语义指向#理论的全面阐述
本书第三章*语义+新增了*句义+-*语义

指向+等理论&先后论述了句义结构模式的聚
合-组合关系&语义指向的源起-内容-结构模
式-确定方法及其价值和不足等相关内容&是

/理论"修订版#.增加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这
些理论的阐述使语义部分的内容更加充实和
全面(

#! 语言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言语
的词汇#

第四章词汇部分*言语的词汇+内容的全
新加入&正体现了这一特点(通过对名家名著
词汇-文学作品中*呆傻语+词汇及新鲜网络
言语的分析& 实现了语言学与文学的完美结
合&不但使/理论"修订版#.对言语的语言学
的论述更加完善&而且使语言学和文学-语言
学和实际社会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语法中的新成员&&&语序类型分类及
主位推进模式

语法是语言发展中较为稳固的部分&但
此次修订仍在旧版基础上作了较大改动( 不
但包括对语法意义和语法范畴进一步系统化
的论述& 也包括语序类型分类及主位推进模
式等全新内容的加入(另外&对语法演变的特
点-语法现象的消长-语法演变的机制等相关
内容的论述也可谓是高校语言学教材中鲜为
出现的内容(

(%文字部分的相关变动
这部分的变动主要表现在0 对 *文字系

统+ 的扩展性论述&*文字的应用+ 的全新亮
相(这部分内容通俗易懂&会引起很多读者的
阅读兴趣 &尤其是对文字创制 -文书-计算机
信息处理及书法等内容的介绍饶有趣味(

)%交叉语言学的丰富
此 番 修 订 将 交 叉 语 言 学 内 容 进 一 步 扩

充&新增了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神经语
言 学 和 认 知 语 言 学 等 新 兴 的 前 沿 语 言 学 理
论& 希望给广大读者以更加丰富的语言学相
关知识和更开阔的视野(

加入每章小结!学习更加方便
修订版教材内容的丰富不仅表现在全新

理论的加入&更丰富了相关例子(教材对理论
的论述不再以简单的文字讲解为途径& 而是
通过大量举例的方式进行(

为使本书的理论清晰可见& 修订版教材
在每章之后都增加了 *本章小结+&对每一章
的主要内容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 既使读者
了解到本章的基础理论框架& 又使得本书的
整体构造显得条理系统(

思考与练习内容也进一步丰富& 考生可
以针对自己的不同需求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
有计划的练习% 更便于考生对教材的学习和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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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劳动与娱乐

%知识点解析&
$!题解
工作-劳动和娱乐怎么定义1它们之间有

什么不同1我们通常认为这些问题不难回答0
工作与劳动基本上是一回事& 两者没有太大
的差别)至于娱乐&它与工作或劳动却是完全
不同的概念( 但是本文作者对这些问题有其
独特的见解(什么是劳动1他认为一个人为了
养家糊口& 为生活所迫而从事的活动是劳动
"*+,-.#)劳动者"*+,-./.#是工资的奴隶( 与劳
动相反的活动是娱乐"0*+1#)娱乐是人们喜爱
的-纯属个人的活动(处于劳动与娱乐之间的
是工作"2-.3#(工作是社会所必需的&同时又
是 个 人 所 喜 爱 的 活 动)工 作 者"2-.3/.#因 此
是从事本人喜爱而有报酬的活动的人( 某一
活动是劳动还是工作并不由这个活动本身决
定&而是看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对它是否喜爱)
喜爱者是工作& 否则便是劳动( 对工作者来
说&娱乐是一段时间的休息或放松&目的是为

了更有效地工作)对劳动者来说&娱乐意味着

被迫性劳动的解脱&因此&娱乐的时间愈长&
劳动的时间愈短&劳动者的感觉愈好(

对于作者的这套说法& 我们只能认为是
一家之言&姑妄听之)我们没有必要因此改变
我们自己对劳动或劳动者原有的一贯尊重(

"!第 $ 段第 # 句的结构分析
首先这是一个并列句& 被并列的两个分

句由连词 ,45 连接( 其次这又是一个复合句&
其主句是 56/ 789: 2 87 56+5 2’ 从句共有三
个0第一个是由 26/./ 引出的定语从句&修饰
名词 7-;8/51) 第二个从句是由 789: 后的第一
个 56+5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 在这个同位语从
句中&26+5 引 出 的 是 主 语 从 句 ) 第 二 个 56+5
引出的是表语从句’ 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

一个包含两个并列分句& 一个主句和四个从
句的并列复合句结构’

&!关于 8:5/./75 的一些用法
课 文 第 < 段 最 后 一 句 中 有 56/ =-, 2 87

-> :- 8:5/./75 5- 68?7/*> 的句子结构 ’ 这里的

8:5/./75 是名词&词义是*兴趣+’8:5/./75 还可作
动词用&词义是*使2感兴趣+’ 8:5/./75 的现
在 分 词 是 8:5/./758:9&常 作 形 容 词 用 &词 义 是
*有趣的+)过去分词是 8:5/./75/@&也常作形容
词用&词义是*感兴趣的+’上面这句话的意思
是*他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 这个意思可以
用以下六种结构形式表示出来’ 需要注意的
是 每 个 结 构 中 8:5/./75 的 词 性 和 所 搭 配 的 介
词不尽相同’

"<#A6/ =-, 87 -> :- 8:5/./75 5- 68?B "名
词&搭配 5-#

""#A6/ =-, 6+7 :- 8:5/./75 >-. 68?C "名
词&搭配 >-.#

"&#D/ 6+7 E5+3/7F >8:@7G 76-27H :- 8:5/./75
8: 56/ =-,B "名词&搭配 8:#

"##A6/ =-, @-/7 :-5 8:5/./75 68?B "及 物
动词&无介词#

"’#A6/ =-, 87 :-5 8:5/./758:9 5- 68?B "现
在分词&搭配 5-#

"(#D/ 87 :-5 8:5/./75/@ 8: 56/ =-,B "过 去
分词&搭配 8:#

上一单元 I 课文*知识点解析+中&曾讨
论到句型转换’ 一个意思的英语句子可以用
多种不同的句型表达’ 这些同样是多种句子
形式表达同一句意的例子’

#!26+5 J 56/ 568:9’7( 268;6
课 文 第 & 段 第 " 句 中 的 26+5 引 出 的 是

主语从句’
26+5 作 疑 问 代 词 时 &词 义 是*什 么 +&这

是大家所熟悉的’ 例如0
K6+537 1-4. :+?/1 你叫什么名字1
但当 26+5 引 出 一 个 从 句 & 在 句 中 作 主

语-宾语或表语时 &它的词义就有两种可能0
一是*什么+&另一个是*"所#2的"情况-东西

等#+&相当于 56/ 568:9"7# 268;6’ 例如0
L @-:35 3:-2 26+5 76/ 87 @-8:9B 我不知

道她在做什么’ "宾语从句&词义0*什么+#
K6+5 76/ 28** 7+1 +5 56/ ?//58:9 87 :-5 1/5

;*/+.B 会上她会说些什么还不清楚’ "主语从
句&词义0*什么+#

L3** 5/** 1-4 26+5 L 7+2 8: M/-4*B 我要告
诉你我在首尔看到的情况’"宾语从句&词义0
*2的情况+#

K6+5 76/ 7+8@ 87 ./+**1 5.4/B 她说的事情是
千真万确的’ "主语从句&词义0*2的事情+#

N :/2 ?-,8*/ 06-:/ 87 26+5 O+P8@ ://@7
+5 0./7/:5C 一部新手机是大卫目前所需要的
东西’ "表语从句&词义0*所2的东西+#

%重点词组例解&
<!7- >+. +7 L 3:-2 据我所知
M- >+. +7 L 3:-2% ?-75 ;-:58:48:9 /@4;+"

58-: ;-4.7/7 +./ :-:Q;./@85 ;-4.7/7C 据我所知&
多数继续教育课程都是无学分课程’

D/*/: @8@:35 0+77 56/ /R+?% 7- >+. +7 L
3:-2C 据我所知海伦考试不及格’

"!8: 56/ 75.8;5 7/:7/ 在 严 格 的 意 义 上)严
格地说

L: 56/ 75.8;5 7/:7/% ;68*@./: 26- +./ */77
56+: <" 1/+.7 -*@ ?475 6+P/ +: +@4*5 *--3 +>5/.
56/? +** 56/ 58?/C <" 岁以下的儿童在严格的
意义上必须整天有成年人看管’

A687 =-, 8: 56/ 75.8;5 7/:7/ ./S48./7 70/;8+*
?+:4+* 738**7C 这种工作严格地讲需要特殊的
手工技能’

&!5- 9- 8: >-. 从事*参加*有+习惯!爱好
T8;5-. @8@:35 2+:5 5- 9- 8: >-. 5/+;68:9

+5 7;6--*C 维克多不想从事学校教学工作’
M6/3** 9- 8: >-. + 78:98:9 ;-?0/5858-:

:/R5 ?-:56C 她下个月将参加歌唱比赛’
N*8;/ 2/:5 8: >-. 2/+.8:9 P/.1 4:474+*

;*-56/7C 艾丽丝有穿奇装异服的习惯’
O+:8/* 87 :-5 -:/ -> 56-7/ 0/-0*/ 26- 9-

8: >-. @8/58:9C 丹尼尔是个不爱节食的人’

企业会计学中& 固定资产折旧的计
算一般有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
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等’年限平均法属
于基本计算& 工作量法适用于各会计期
间使用负荷不均衡的固定资产和专用设
备 "如汽车- 专用机床- 大型施工机械
等#&这两种方法都比较简单’ 下面通过
举例&介绍双倍余额递法和年数总和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是按平均年限法
用原值计算出 的 折 旧 率 的 两 倍 作 折 旧
率& 乘逐年递减的固定资产期初净值&
求各年应计折旧额的方法’

由 于 双 倍 余 额 递 减 法 平 时 不 考 虑
固定资产的残值收入&因 此&在 应 用 这
种方法时必须注意两点0!计算年折旧
率&不考虑净残值)"不 能 使 固 定 资 产
的账面折余价 值 降 低 到 它 的 预 计 残 值
以下&即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的固定资产&应当在其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到期前两年&将固定资产净值扣除预
计净残值后 的 余 额& 在 两 年 内 平 均 摊
销’ 以其计算的基本公式表示则为0

年折旧率J"U预计使用年限#<VVW
月折旧率J年折旧率$<"
月折旧额J固定资产年初账面余额%

月折旧率
使用年限最后两年"或两个月#的每年

"月#折旧额J4最后两年"月#第一年"月#
年"月#初固定资产净值&预计净残值5$"

’例( 机 器 设 备 一 台 原 价 为 <VV
VVV 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 年)预计净残
值率为 #W) 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
旧)每年折旧额计算如下,

年折旧率J"U’%<VVWJ#VW
第一年应提折旧额J<VVVVV%#VWJ

#VVVV"元#
第 二 年 应 提 折 旧 额 J"<VVVVV&

#VVVV#%#VWJ"#VVV"元#
第三年应提折旧额J"(VVVV&"#VVV#%#VWJ<##VV"元#
从第四年起改按年限平均法"直线法#计提折旧0
第四-五年每年应提折旧额J4"<(VV&"<VVVVV%#W#5$

"JXXVV"元#
将上述系统计算列表

年序 年折旧的计算 累计折旧 折余价值!

V <VVVVV
< <VVVVV%#VWJ#VVVV #VVVV (VVVV
" (VVVV%#VWJ"#VVV (#VVV &(VVV
& &(VVV%#VWJ<##VV )X#VV "<(VV

# 4"<(VVY"<VVVVV%#W#5
$"JXXVV X)"VV <&&VV

’ 4"<(VVY"<VVVVV%#W#5
$"JXXVV Z(VVV #VVV

年数总和法 又称合计年限法-折旧年限积数法-变率
递减法& 是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
乘以一个以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为分子&以预计使用年
限逐年数字之和为分母的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
旧额的一种方法’ 其计算的基本公式0

各年折旧率’ 各年的尚可折旧年数
各年可折旧年数之和

或’ 折旧年限&已折旧年数
折旧年限%"折旧年限()#$*

各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当年折旧率
或’"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

各年的尚可可折旧年数
各年可折旧年数之和

月折旧率J当年折旧率+<"
月折旧额J固定资产净值#月折旧率

’例( 按上例资料&采用年数总和法计算各年折旧额如下0
第一年应提折旧额’4<VVVVV&"<VVVVV#,-#5#’ . <’

’Z(VVV%VC&&’&<(XV"元#
第二年应提折旧额’4<VVVVV&"<VVVVV%,-#5%# . <’

’Z(VVV%VC")’"’Z"V"元#
第三年应提折旧额’4<VVVVV&"<VVVVV%,-#5%& . <’

’Z(VVV%VC"V’<Z"VV "元#
第四年应提折旧额’4<VVVVV&"<VVVVV%,-#5%" . <’

’Z(VVV%VC<&’<"#XV"元#
第五年应提折旧额’4<VVVVV&"<VVVVV%,-#5%< . <’

’Z(VVV%VCV)’()"V"元#
将上述系统计算列表则为0

年序
应计

折旧额
年折旧率

的计算
折旧额

累计
折旧额

折余
价值

V <VVVVV
< Z(VVV ’U<’JVC&& &<(XV &<(XV (X&"V
" Z(VVV #U<’JVC") "’Z"V ’)(VV #"#VV
& Z(VVV &U<’JVC"V <Z"VV )(XVV "&"VV
# Z(VVV "U<’JVC<& <"#XV XZ"XV <V)"V
’ Z(VVV <U<’JVCV) ()"V Z(VVV #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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