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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却”与“倒”的灵活用法
	(ㄍ)表不变—“仍旧”，“依然”，“还是”，“尚且”，
	100. 数量副词(分三种)
	(1) 关于次数的(再分三项)
	(ㄅ)表一次—“一次”，“一趟”
	(ㄆ)表重复—“又”，“再”，“也”，
	[注意]“也”字用法的总说明—词尾，词助
	(冖)表多次—“再三”，“屡次”，“每每”，
	[注意]有定数词用成副词
	(2) 关于程度的(分四项)
	(ㄅ)表估量—“几乎”，“差不多”，“大约”；“多半”，“稍微“，
	(ㄆ)表比较—(一)平比—“一样”，“似的”，
	[注意]图解上的便利法
	(二) 差比—“更”，“些”，“比较地”，“越发”，
	(冖)表极点—(一)极比—“最”，“极”，
	(二) 泛说—“狠”，“满”，“绝对地”，“格外”，
	[注意]副词附在述语后的习惯法
	(ㄈ)表过甚—“太”，“过于”，
	[注意]关于「形容词比较法」的总说明
	(3) 关于范围的(分五项)
	(ㄅ)表单独—“仅仅”，“只”，“不过”，
	(ㄆ)表各别—“各”，“双方”，
	(冖)表相互—“相”，[注意]“相”字的活用法
	(ㄈ)表共同—“共”，“一同”，“一块儿”，
	(万)表统括—“都”，“全”，“尽”，“一概”，
	101. 否定副词—“不”，“没有”；“莫”，
	[注意]表禁戒的副词之结合公例
	102. 对话时的然否副词(分两种)
	(1) 表肯定—“是”，“对”，“不错”，
	(2) 表否定—“不是”，“不”，“不见得”，
	用法上之(ㄅ)(ㄆ)(冖)(ㄈ)(万)五式，与英语之比较
	103. 疑问副词(分五种)
	(1) 问时间(再分两种)
	(ㄅ)时期—“几时”，“多倃”，
	(ㄆ)时数—“好久”，“多久”，
	(2) 问数量—“多”，“好”，“几”，
	[注意]副词“好”字的引伸用法
	(3) 问原因—“怎么”；“何故”，“何为”，“何以”
	(4) 问方法或情形—“怎样”；“何如”，“如何”
	[注意]疑问副词在直述语气中之表『不定』的用法
	[附] 表无条件的副词—“无论”，“任”，
	(5) 表反推或感叹—“难道”，“那”，“岂”，“无乃”，
	第十一章 介词细目
	104. 介词的分类(四大类，两个特别用法)
	105. 时地介词(分五种)
	(1) 介所在—“在”，“于”，“当”，
	[注意1] 所介名词后面的『方位词』
	[注意2] “在”字用在述语的前或后与内动词的种类有关系
	[注意3] “在”“于”两字的引申用法(一)—『介所关』
	(2) 介所从—“从”，“自”，“由；“距”，
	(3) 介所经—“过”；“靠”，“沿”，
	[注意]兼用作『介所在』—介词活用的一例
	(4) 介所向—“向”，“往”，“朝”；“对于”
	[注意]反面即『介所背』—“背着”，
	(5) 介所到(再分两方面)
	(ㄅ)所到之境—“到”，“至”，“于”(在)，
	[注意一] “到”“得”“的”一声之转
	[注意二] “在”字的引申用法(二)—即「介所到」
	(ㄆ)所到之人—“给”，“与”，“于”；
	[注意]介词“给”字也可带补足语
	106. 时地介词的充实性和连续性
	107. 原因介词(分二种)
	(1) 介所因—“因为”，
	(2) 介所为(再分两方面)
	(ㄅ)为谁而动—“替”，“给”，“与”，
	[注意]所介的实体词之省略—“赐予”动作
	(ㄆ)被谁所动—“被”，“于”，“由”，“给”，“教”，
	108. 方法介词(分五种)
	(1) 介所用—“把”，“将”，“以”，
	(2) 介所依—“依”，“据”，“按照”，
	(3) 介所除—“除”，“除非”，
	[注意]介所依和介所除即『介所限』
	(4) 介所共—“和”，“与”，“给”，
	[注意一] 介词“给”字四个用法的总括
	[注意二] 方言中“替”字的误用
	(5) 介所比(再分两项)
	(ㄅ)平比—“和”，“像”，“与”，
	(ㄆ)差比—“比”，“较比”，
	[注意]介词之添加副词或后附助动词
	109. 领摄介词—“的”(底)
	110. 介词的特别用法(有两种)
	[注意一] 提前宾语的“把”字之奇特用法(并图解法)
	[注意二] “将”字在旧小说中用法之归纳与分析
	“将”字由实动而成虚介的历史
	第十二章 单句的复成分
	111. 复主语(分两种)
	(1) 平列的(三例)
	(2) 选择的(三例)
	112. 复宾语和复补足语
	[注意]共同的形容附加语之两种图解法
	113. 复述语(分四类)
	(1) 平列的(共七例)
	(2) 选泽的(共六例)
	(3) 承接的(共六例)
	[注意]连词“而”字之随宜的图解法
	(4) 转折的(共五例)
	[注意1] 复述语与复句
	[注意2] 新式句法之复成分(凡三式)和图解法
	114. 复附加语(共八例)
	第十三章 附加成分的后附
	115. 后附的形容附加语(分三种)
	(1) 后附的数量形容词(共两种)
	(2) 后附的性状形容词(共两种)
	(3) 后附的形容词(共两种)
	(4) 后附的形容句(共三例)
	[注意]“谁”字后附形容语
	116. 后附的复形容附加语(文学的修词法，共四例)
	『变式的副位』之一种成因
	117. 后附的副词附加语(分二种)
	(1) 后附的副位实体词(再分二项)
	(ㄅ)用“介所到”的介词介绍的
	(ㄆ)副词性的宾语(引申的七例)
	[注意]后附于外动词的副位名词
	(2) 后附的副词、副词语、副词句
	(ㄅ)直接附加的(八例)
	[注意]“去”“来”的两种图解法
	(ㄆ)用特别介词‘得’字引起的
	118. 特别介词‘得’字的用法
	(一) 引起副词(九例)
	(二) 引起副词语(六例)
	(三) 引起副词句(九例)
	[注意一] ‘得’字引副以表『可能』
	[注意二] ‘得’字后之宾语，‘的’字后之主语
	[附言]‘得’‘的’辨惑
	119. 后附的复副词附加语(文学的修词法，共两例)
	『变式的宾位』之一种成因，动词之复牒法
	120. 复副词附加语的综合观和分类法
	十一组
	八系
	两大类
	[注意]关于复句的声明
	第十四章 包孕复句
	121. 包孕复句(“子句”—分三类)
	122. 名词句(三个用法)
	123. 形容句(三样句式)
	124. 省略本名的形容句(三种述语)
	125. “所”字的用法—三条原则(凡四列)
	(1) 必用在「形容句」里边
	[附言1] 省略本名的形容句和名词句之区别
	(2) 有兼代实体词的作用
	(3) 只作形容句中『倒装的宾语』，并代表母句中的主语
	图解上确定的位置〓(附例题)
	[附言2] 联代“的”字之欧化的图解法
	[注意]“所”字用作「表示被动性」的助动词
	[注1] “所”字与形容语
	[注2] 「接读代字」释疑
	[注3] 历史上代名词之三种倒装法
	[注4] “所”字用作被性助动词并非根论；“所”字探源
	126. 副词句(两样句式)
	[注意]副词句与「从句」(亦名「副句」)的区别
	第十五章 等立复句—连词细目(上)
	127. 等立复句(“分句”—分四类)
	128. 平列句(分三种)
	(ㄅ)等价的(凡五例)
	平列连词[1](等价连词)—“和”，“同”，“以及”；“并且”，“也”，“又”，
	[注意]关于“和”、“及”等(专连实体词的)之两个注意事项
	(ㄆ)分割的(凡四例)
	(冖)进层的!(凡八例)
	平列连词[2](进层连词)—{“既……又”……，“不但……而且”；“尚且……何况……；甚至，乃至，}
	[注意一] “连”字与“就是”、“即”、等之同一的用法(并图解法)
	[注意二] “何况”与“况且”的用法区别
	129. 选择句(分二种)
	(ㄅ)两商的(凡四例)
	选择连词[1](两商连词)—“或者……或者”……；“还是……还是”……
	(ㄆ)相消的(凡五例)
	选择连词[2](相消连词)—{“不是……就是”……，“非……即”……；“不然”，“否则”}
	[注意]选择变为假设，选择涉及因果
	130. 承接句(分三种)
	(ㄅ)顺序的(凡四例)
	承接连词[1](顺序连词)—{“就”，“从此”，“于是”；“才”，“然后”，“只得”，“那么”，然则“}
	(ㄆ)类及的〓(凡三例)
	承接连词[2](类及连词)—“至于”，“说到”，“此外”
	(冖)推证的(凡七例)
	承接连词[3](推证连词)—{“例如”，“像”，“怎么讲呢”，“何也”；“可见”，“乃知”}
	[注意]“像”“似”等词之证实的用法
	131. 转折句(分三种)
	(ㄅ)重转的(凡六例)
	转折连词[1](重转连词)—“然而”，“但是”，“可是”，“惟独”
	(ㄆ)轻折的(凡三例)
	转折连词[2](轻折连词)—“只是”，“不过”
	(冖)失望的(凡五例)
	转折连词[3](失望连词)—“不料”，“岂知”，“反而”，“偏巧”，“争柰”
	第十六章 主从复句—连词细目(下)
	132. 主从复句(“从句”—一名‘副句’—分六类)
	133. 时间句(分四种)
	(ㄅ)同时(凡四例)
	时间连词[1](同时连词)—{“当”，“恰好”，“等到”，“及平”；(相应词)‘就’，‘自然’，‘才’}
	(ㄆ)前时(凡三例)
	时间连词[2](前时连词)—{“以前”，“当……之前”；(相应词)‘已经’，‘还是’}
	(冖)后时(凡两例)
	时间连词[3](后时连词)——{“以后”，“当……之后”，“不多几时”，“自从”；(相应词)‘就’，‘才’}
	(ㄈ)永久时(凡三列)
	(注意)利用时间副词作连词
	134. 原因句(分五种)
	(ㄅ)连词用在从句的(凡五例)
	因果连词[1](表因连词)—{“因为”，“由于”，“原来”；“为……起见”，“为的是”，“以便”}
	(ㄆ)连词用在主句的(凡四例)
	因果连词[2](表果连词)—“所以”，“因此”，“故”
	[注意]“使”“致”等用为表果连词；图解上之便利方法
	(冖)主从各有连词相应的(凡三例)
	(ㄈ)不用连词的(凡两例)
	(万)插一个连词语的(凡两例)
	询问式的表因连词语—“为何呢”，“怎见得”，“何以故”
	135. 假设句(凡七例)
	假设连词—“若是”，“假如”，“倘若”，“如果”；……“时”
	136. 范围句(分三种)
	(ㄅ)条件在范围内的(凡五例)
	范围连词[1](积极条件连词)—“只要”，“但须”，“以……为限”；“一经”
	(ㄆ)条件在范围外的(凡十例)
	范围连词[2](消极条件连词—“除开”，“除非”，“除是”，“除……外”
	[注意]语文中之复句省变法
	(冖)无条件的(凡两列)
	范围连词[3](无条件边词)—“无论”，“不拘”，“任凭”
	137. 让步句(凡七例)
	让步连词(认容推宕)—{“虽然”，“虽”，“固然”，“尽管”；“〓令”，“就使”，“那怕”}
	[注意]“虽然”在口语中和在文言中用法不同
	138. 比较句(分三种)
	(ㄅ)平比(凡六例)
	比较连词[1](平比连词)—“像”，“好比”，“犹如”；“无异于”，“等于”
	(ㄆ)差比(凡两例)
	[注意1] 图解上主从复句上下位置的通变法
	比较连词[2](差比连词)—{(过于的)“赛过”，“强如”；(不及的)“不如”，“差似”}
	[注意2] 差比连词之分析的图解法
	[注意3] 省略成分很多的比较句
	(冖)审决(凡两例)
	比较连词[3](审决连词)—“与其……宁可”，“与其……不如”
	[注意]图解法之随宜活用(复句和单句有时可活看)
	第十七章 语气—助词细目
	139. 助词的分类(分五类)
	[注意]助词与口语的关系和研究法、练习法
	决定句(附祈使句)
	140. 表语气的完结—“了”，“啦”，
	助判定事理的完结语气(十五例)
	[注意]兼带感叹语气的记号；句中述说词的重要
	助过去完成时的完结语气(十一例)
	助现在完成时的完结语气(二十四例)
	助未来完成时的完结语气(四例)
	[注意]动词时制与助词“了”字无关
	助预期或不定的完结语气(十一例)
	[注意]「预期」与「未来时」不同之点
	助虚拟结果的完结语气(十例)
	助虚拟原因的完成语气(三例)
	[注意]「虚拟」与「未来时」分列之故
	助请求或劝阻的完结语气(十三例)
	[注意]助词使语气软化；助动词“了”字可兼〓助词—音延而句住
	141. 表语意的制限—“罢了”(九例)；“就是”(七例)
	[注意]制限语气变为「承允」；副词“得了”和“也罢”
	142. 表语态的警确—“的”(二十六例)
	[注意]助词“的”字和联接代名词“的”字之活看法
	—“哩”，“咧”，“呢”(二十六例)
	[注意]兼感叹的语气；又“呢”“勒”等字『提读』的用法(五例)
	商榷句(附祈使句)
	143. 表语气的商度—“罢”，“吧”
	助揣度事理的语气(七例)；又『提读』用(二例)
	助自己裁量的语气(五例)
	助向人商请的语气(十五例)
	疑问句
	144. 表然否的疑问—“么”，“吗”
	表有疑而询问的语气(九例)
	[注意]语气的改变，述语的要点
	用否定副词表疑问的语气—“没有”，“否”，“不”，…(十例)
	用在句首或句中的疑问助词—“可”，“阿”，(十六例)
	表无疑而反诘的语气(廿六例)
	[注意]“吗”字表警脆的语态—“嚜”(三例)
	145. 助决择或寻求的疑问—“呢”
	助选择的疑问语气(四例)
	[注意]缩约的句法，标点法
	助寻求的疑问语气(十例)
	助无疑而反诘的语气(十一例)
	[注意]“？”“！”两标符的活用
	不用疑问助词的疑问句(用他种助词的两例)
	惊叹句
	146. 助惊叹的情态—“啊”.(六种音变)
	(1) 上词收音于『—』韵的—“呀”，“哟”，(十二例)
	[注意]「ㄞ」「ㄟ」「ㄩ」同属此韵的说明
	(2) 上词收音于『ㄨ』韵的—“哇”，“〓”，……(八例)
	[注意]「ㄠ」「ㄡ」同属此韵的说明
	(3) 上词收音于『ㄢ』『ㄣ』两韵的—“哪”，“喏”，……(七例)
	[注意]附声「ㄋ」之说明
	(4) 上词收音于『ㄤ』『ㄥ』两韵的—“〓”，……(三例)
	[注意]附声「兀」之说明
	[附言]「ㄥ」韵开齐两呼多混于「ㄣ」韵(京曲例证)
	(5) 上词收音于『ㄚ』『〓』或『ㄓ』『〓』等的—“〓”.(七例)
	[注意]「ㄚ」「〓」的互转法
	(6) 又上词收音于『ㄚ』『ㄦ』的—“呀”，“哟”，(四例)
	[附言]以上助词转声六个公例的总说明；
	北京儿歌张果老和京剧武家坡的转声例证
	第十八章 叹词
	147. 叹词(分五种)
	[注意]叹词的研究法和练习法(标准北京词)
	148. 表惊讶或赞叹
	“啊”(ㄚ)，“啊呀”，—(五例)；
	“哦”(〓)，“哦哟”，—(六例)；
	“嘿”(ㄏ〓)，“嚄”(ㄏ〓)，—(两例)；
	“啊哈”，“哦嚄”，—(三例)
	“咦”(—)，—(两例)；
	“〓”(ㄧ〓)，“哟”，—(三例)
	[注]古叹词的对照(1)—[注意]古今通用字
	149. 表伤感或痛惜
	“嗳”(ㄞ)，—(三例)；
	“嗳呀”，“哎哟”，—(三例)
	[注意]表伤痛与表惊叹的声势不同
	“咳”(ㄏㄞ)，“咳呀”，—(两个)
	[注]古叹词的惊照(2)
	150. 表欢笑或讥嘲—“哈哈”，“呵呵”—(四例)
	[注]古叹词的对照(3)
	[注意]北方语中的转成叹词“好”—(两例)
	151. 表愤怒或鄙斥
	“呸”，“哼”，“啐”，—(六例)；
	“〓”(冖)，—(两例)；
	“唗”；“ㄒㄩ”
	[注]古叹词的对照(4)
	152. 表呼问或应诺
	“唯”，“嘿”(ㄏㄟ)，—(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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