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探討語言的共性和殊性，類型學

研究可分為四個面向：跨語言類型學研究、漢語類型學研究、

方言語法類型學、歷史語法類型學，本課程理論學習與語料

分析並重。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1.Comrie, B. 1987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沈家煊譯《語言共性和語言類型》，華夏出版社

1989 

2.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克勞夫特(W. Croft)

《語言類型學與普遍語法特徵》，外研社 

3. 橋本萬太郎 1985語言地理類型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4.劉丹青 2003《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商務印書館 

5.李藍 2003〈現代漢語方言差比句的語序類型〉，《方言》，

第 3期，214-231 

6.熊仲儒 2007現代漢語與方言的中差比句的句法結構分

析，語言暨語言學，(4)，1043-1062 

7.過玉蘭 2008《現代漢語差比句的結構類型研究及其類型學

意義》。上海市：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 

8.張頳 2010漢語語序的歷史發展，第 1版，北京，北京語言

大學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理論講述與討論(50%)、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5%)、行動實

作與報告(25%) 

五、教學進度 

每周進度暫定如下 

1.課程介紹 

4.語序類型學的發展—Comrie 1987第三編 

2.語言共性—Comrie 1987 第一編 

3.語言類型—Comrie 1987第二編, Croft 2003 Ch.2 

4.理論前提—Comrie 1987第三編 

5.Greenberg的語序類型學—劉丹青 2003, Ch.2, Comrie 

1987第四編 

6.語序類型學的發展—劉丹青 2003, Ch.3, Croft 2003 Ch.3 

7.跨語言語序比較與討論 

8語法類—Croft 2003 Ch.4 

9.期中口頭報告 

10.格標記—Comrie 1987 第六編, Croft 2003 Ch.5  

11.跨語言格標記比較與討論 

12.句法結構類型—Croft 2003 Ch.6-7  

13.歷時類型學—Comrie 1987第十編, Croft 2003 Ch.8 

14.漢語句法結構發展—橋本萬太郎 1985 Ch.1-2,張頳 2010 

15.方言句式類型—李藍 2003, 熊仲儒 2007, 過玉蘭 2008 

16.次方言句式比較與討論 

17.期末口頭報告 



18. 期末報告繳交 

六、成績考核 
上課報告 30% 作業 20% 期末報告 30% 上課參與討論 

20% 
七、講義位址 

    http:// 
暫不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