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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語言歷時演變研究，是漢語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使用的語料主要是出土

文獻（同時也使用傳世文獻），由於所使用的語料的特殊性，這種研究有其自身的特點。 

本講分析了出土文獻的特點和語料價值，探討了出土文獻語言歷時演變研究的理論方法，

認為歷時研究要在斷代描寫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例如，若要研究上古漢語語法發展史，

可把上古時期分為殷商（253 年）、西周（275 年）、春秋（294 年）、戰國秦代（269

年）、西漢（231 年）等五個時段，先利用出土上古文獻和傳世上古文獻分別描寫各個時

段的語法系統。在把各個時段的語法系統描寫出來之後，再用“史”的線索把它們串聯起

來，考察從殷商至西漢時代語法系統的演變，並探討其演變的原因及規律。 

歷時研究的語料應該以出土文獻為基本材料，以傳世文獻為旁證。歷時研究的理論主要有

歷史語法學理論和語法化的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