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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导师范晓教授（图）

[ 作者 ]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 单位 ]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 摘要 ] 范晓(1935.4—)笔名求知、田申瑛、田农、贺诚，男，汉族，上海市人。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复旦

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科研范围比较广泛，涉及语言学理论等许多领域，研

究的主攻方向为语法学。研究范围涉及语言理论等领域，主攻语法。承担并主持了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动词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句型研究”上海市社科重点项目“句模研究”、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语法理论”等重大科研项目。已出版《三个平面的语法

观》等（含合作）10余部著作。已发表学术论文170 余篇。科研成果获多种奖励，《动词的配价与汉语的把字句》获上海市2002年第6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 关键词 ] 博士生导师;教授;语言学理论;语法;修辞

       范晓(1935.4—)笔名求知、田申瑛、田农、贺诚，男，汉

族，上海市人。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留

校后，历任实习研究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现为复

旦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汉语言文字

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并被聘担任浙

江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客座教

授、福建师范大学和南通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锦州师范学院

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学习》杂志特约编委。曾任复旦

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语法修辞研究室主任。曾应邀到日本、

香港、韩国等地讲学和进行合作研究。科研范围比较广泛，

涉及语言学理论、语法、修辞、方言、词典编纂等许多领

域，研究的主攻方向为语法学。研究范围涉及语言理论、语

法、修辞、方言、词典等领域，主攻语法。承担并主持了国

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动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句型研究”上海市社科重点项目“句模研究”、上海市教

委重点项目“语法理论”等重大科研项目。已出版《三个平

面的语法观》、《语法理论纲要》、《语法述要》、《动词

研究》、《动词研究综述》、《汉语动词概述》、《汉语的短语》、《汉语的句子类型》、《上海语》、《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吴

方言简明词典》等（含合作）10余部著作。已发表学术论文170 余篇。科研成果获多种奖励，其中学术论文《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

获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动词的配价与汉语的把字句》获上海市2002年第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

奖。在语言学领域中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语法研究上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  积极倡导“三个平面”的理论。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地

阐释三个平面的理论并用此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还以三个平面为纲出版了《语法理论纲要》。围绕此理论

还发表了《语法研究中的十大关系》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主张在语法研究中要把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既界限分明地区别开

来，又互相兼顾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语法分析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结构和结合、描写和解释相结合，从而求

得语法分析更全面、更系统、更丰富、更科学。这个理论受到语法学界的普遍关注，人们认为它“不仅拓宽了语法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深



化语法研究指出了一条新路”（《语法研究座谈会纪要》）。对汉语的动词有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先后主持撰写了《汉语动词概述》、

《动词研究》、《动词研究综述》等书和发表了《汉语动词的"价"分类》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对汉语动词的性质特点、内部再分类以及动

词的配价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推动了汉语动词和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对汉语的短语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70年代末关于结构和短

语问题的讨论中，发表了《关于结构和短语》一文，全面论述了短语的性质、特点、分类及语法地位等问题。此文"对这一讨论作了比较

全面的概括，可以说是（这次讨论的）一个小结"(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此后又出版了《汉语的短语》、《介宾短语、复指短

语、固定短语》等书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进一步论述了汉语短语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  对汉语的句子分析及其

类型问题有深入的、开拓性的研究。发表了《谈谈析句问题》、《句型、句模和句类》、《略说句系学》等有关句子分析和句子类型的一

系列论文，还出版了《汉语的句子类型》一书。把三个平面的理论运用到句子研究上，对句子的合格度的标准给予新的解释，提出了区分

句型、句模和句类并把三者结合起来最终建立句位系统（句系）的新观点，还提出了建立句系学的新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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