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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收的41篇文章，是从我1979年以来所写的上百篇语言学专业论文中选出的，全部围绕“词
汇学与辞书学研究”这个主题。
这里将它们分为“词汇学”与“辞书学”两组，只是按照文章题目的一个大致的划分。
实际上，词汇学研究与辞书学研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词汇学研究的许多课题，都是在辞书学研究与
辞书编纂实践中提出来的，而同时词汇学研究的所有成果几乎都可以在辞书编纂中派上用场。
　　我从事语言学，主要是词汇学与辞书学的研究，如果从读研究生算起，已经二十有七年了。
回顾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一是语言的继承性、渐变性与民族性、区域性，在
词汇或语义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种民族差异使语义规则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语
言研究的难点和重点；二是语言研究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历代成就卓著的语言文字学者，他们既有汉语传统语言研究的深厚功力，又能够
与时俱进，不断吸收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新鲜空气，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因此，语言学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必须坚持古今研究沟通、传统与现代融会、理论与
应用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本人从事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的一贯思想，也是本书的编纂原则。
虽然由于受历史与自身的条件局限，许多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但却一直在朝这一方向作不懈的努力。
　　本书所选的论文，从写作时间上讲，历时二十余年；从载体上讲，涉及十余家刊物或出版物。
由于不同年代、不同刊物(出版物)对行文体例(包括提要、附注、参考文献的有无及体例要求)有诸多
不同，如果本书强作统一要求，不仅极其繁复，也有失原貌；所以本书大体保持原文发表时的体例。
特别是讲词汇学与辞书学时要经常引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二十多年间已几经修订，而每篇文章是
就当时的版本立论或评述的，本书中就更不宜统一引述版本。
这里特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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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语言研究中，语义研究都是历史最为久远的。
上古的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涉及了语义问题。
西方语义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集》；汉语语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荀子的《正名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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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词汇学部分本质的同一性与特质的差异性 ——谈汉语词汇学研究民族特征的发掘与利用汉语语义研究
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与词两个层级论语素的大小与层级、融合与变异词的表层“所指义”与深层“
隐含义”论语境的“三个层面” ——“语境”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义素”的分析和“语素”的
切分词义的层次与义素的类型词的语境义与功能义词的功能义的层次分析词的功能的游移性与功能词
义研究词语兼类的功能显示与深层语义分析“隐喻类比”与“近义偏移” ——谈汉语多义词形成的两
种主要途径论文学作品中语词的“言外义”汉语词义演变规律新探不能“以今律古”，也不要“以古
限今” ——谈古语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理解和运用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联绵词(字)的义界
及其二字分合的历史考察 ——兼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联绵字研究注重民族特点，坚持汉语词汇
形、音、义的综合研究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词汇研究辞书学部分词的义系、义点、义位与词典
的义项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及其对释义的影响词性标注与“词性”术语的“泛化”“隐喻”认知
、词义变化与辞书释义词典的语言释义和语用释义专科辞典的语词释义和概念释义词的语言意义、文
化意义与辞书编纂汉语特殊词义探源与语文词典编纂文字的动态考释方法与字典本义文字的多源性与
字典本义的说解词义的语境偏移与语文词典释义语文辞书释义方式上的几个“误区”《说文解字》的
释字特征词义的系统性、两重性与辞书编纂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辞书的现实功能与潜在功能“语境”
理论与辞书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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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97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Breal)《语义学初探》一书问世，开始对语义进行系统的理
论研究，标志着语义学的正式诞生。
语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语义学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然而到了五十年代，由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把语言形式看作语言科学描述的唯一的依据，而且这种主
张影响所及，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使语义学遭受了不应有的歧视和冷落。
直到六十年代，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语言学相关学科(如心理学、逻辑学
、人类学等)的发展为语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二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单纯的形式描述将语言
研究引进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为代表的新的语言学流派的兴起，才使
语义学重新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从20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结构语义学、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逻辑语义学、言语行为语义学、
框架语义学等各种语义学流派如雨后春笋，纷纷产生。
特别是其中所提出的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理论，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反响。
虽然名目繁多的流派在语义研究上目前还难于取得共识，但却为现代语义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后人如果能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必定会在语义学研究上获得新的突破。
　　但毋庸讳言，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从语言研究的现状来看，语义和词汇的研究与其他学科
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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