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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语言历时演变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用的语料主要是出土

文献（同时也使用传世文献），由于所使用的语料的特殊性，这种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 

本讲分析了出土文献的特点和语料价值，探讨了出土文献语言历时演变研究的理论方法，

认为历时研究要在断代描写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例如，若要研究上古汉语语法发展史，

可把上古时期分为殷商（253 年）、西周（275 年）、春秋（294 年）、战国秦代（269

年）、西汉（231 年）等五个时段，先利用出土上古文献和传世上古文献分别描写各个时

段的语法系统。在把各个时段的语法系统描写出来之后，再用“史”的线索把它们串联起

来，考察从殷商至西汉时代语法系统的演变，并探讨其演变的原因及规律。 

历时研究的语料应该以出土文献为基本材料，以传世文献为旁证。历时研究的理论主要有

历史语法学理论和语法化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