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語

詞類：名詞，代詞，形容詞，介詞，動詞，副詞，連詞，感嘆詞

語類：主語，謂語 (賓語，補語，定語，狀語)

變格：主格，賓格，與格，奪格，屬格

變位：態，式，時，位，數

(主動態、被動態;

 無定式、命令式、直述式、情意式;

 現在時、常過時、將來時、全過時、先過時、未過時

 第⼀位、第⼆位、第三位

 單數、複數)


古漢語

實詞：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

虛詞：副詞、介詞、連 詞、助詞、歎詞

以單詞為主，每詞有多義，⽽詞性亦可靈活地轉換。


詞序:（表達語法結構）

句⼦的各種成分通常的固定位置⼀般是: 

1. 主語在前，動詞在後。如:

太祖⼤怒。

2. 賓語在動詞之後。如:

齊師伐我。

3. 定語在主語之前、在賓語之前。如:

晉⼈愛其妾⽽賤公女。

4. 狀語在謂語之前。如: 

吾恂恂⽽起。

5. 補語在謂語之後。如:

其劍⾃⾈中墜於⽔。


虛詞：(協助表達語法結構)

「于」、「以」、「為」等這些介詞，它們的作⽤就是把名詞介紹給動詞。

名詞後⾯有『介詞+賓詞』的組合時，這個名詞的詞性就可能臨時改變成為動詞。

如「館於虞」《左傳‧僖公五年》。 

「館」本來是名詞，

由於跟著它的是「於」[介詞] +「虞」[賓詞]， 

於是「館」便變成動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