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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古汉语研究综述、中古复音词概述、中古并列式复音词、中古附加式复音词、中古其他类型复
音词、中古单纯式复音词、中古时期的单音词、中古时期的虚词(上)、中古时期的虚词(下)、中古词
汇的意义系统、中古成语的发展、中古汉语词汇与外族文化、中古常用记演变研究、中古汉语的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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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章  中古汉语研究综述    第一节  中古汉语的历史地位  　  一、中古汉语的时代划分   　 二、
中古汉语词汇的历史地位    　三、中古汉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第二节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与现
状    　一、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    　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    　三、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迅
速发展的原因与特色    　四、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任务    第三节  中古汉语的语料特征    　一、语
料的时代鉴别    　二、语料使用中的复杂问题    　三、中古俗语资料的分布及其价值　第二章　中古
复音词概述  　第一节  中古复音词概貌    　一、承袭先秦汉语的双音词    　二、中古产生大量新的双
音词    　三、复音词发展呈递进状态    　四、中古复音词的类型　  第二节  词的判别标准  　  一、词频
标准   　 二、词性标准    　三、词义标准    　四、构词标准    　五、音节标准　  第三节  中古复音词产
生的基本原因  　  一、减少同音歧义现象   　 二、解决难记繁复现象    　三、更加精确地表情达意    　
四、准确命名日益丰富的新事物    　五、适应和谐俪偶的表达习惯    　六、认知心理促使新词产生　  
第四节  中古复音词的发展趋势  　  一、一部分保留到现代汉语中   　 二、少部分简化为单音词    　三
、一部分被其他词语取代　第三章  中古并列式复音词    　第一节  语素义相同或相近的并列式   　 一
、语素义相同或相近的并列式动词    　二、语素义相同或相近的并列式名词    　三、语素义相同或相
近的并列式形容词　  第二节  语素义相关的并列式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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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担石一担一石之粮。
多指储蓄很少。
《东观汉记》卷17《吴祜传》：“吴事占年二十丧父独居，家无担石，而不受赡遗。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
”又《宣秉传》：“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
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
”李贤注引《汉书音义》日：“齐人名小罂为担，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
”《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松之注引《傅子》日：“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
不盈担石，必分以赡救之。
”唐王勃《上郎都督启》：“性恶储敛，家无担石。
”又比喻微小。
汉扬雄《法言·渊骞》：“吾见担石矣，未见雒阳也。
”代指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比喻，只是仅出现喻体，而被比喻的本体不出现罢了。
是人对两类事物抽象特征的类比。
还有一种是源于古语的借代。
下车此词源于《礼记·乐礼》：“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下车”由词组变为一个复音词，指到任、上任。
《论衡?感类》：“武王伐纣，下车追王大王、王季、文王。
”《东观汉记》卷19《周行传》：“周行为泾令，下车严峻，贵戚跼蹐，京师肃清。
”《后汉书·儒林传序》：“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
”诗骚本指《诗经》、《离骚》，后则泛指诗歌。
《陈诗》卷1沈炯《离合诗赠江澡》：“友朋足谐晤，又此盛诗骚。
朗月同携手，良景共含毫。
”《汉语大词典》以唐柳宗元诗及宋叶梦得文为例，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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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花费十多年工夫完成的。
1996年，我申报的“中古汉语词汇史”被列为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
2000年，完成了书稿，并结了项，但是我不满意。
2001年申请了教育部“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的重大课题，作为容之一，我对书稿全部重来，篇幅
也大大增加。
就这样，改改停停，一直到现在，已是接近半百之人，书稿也跨了世纪。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书稿，依然不太满意。
我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书稿的理论性不强，一些语言现象的阐释不够透彻。
理论的来源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古人学习，一是向洋人学习。
关于向洋人学习，我确实没有引用外国语言学理论的能力，我看不懂，无法引用，看译文或转抄他人
，又一知半解，只好作罢；我完全赞同恰当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因为语言是相通的，人
类认识事物的途径也是一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祖先早就教导我们了。
所以那些恰当利用西方学者研究理论而又真正解决汉语实际问题的学者我是从心里钦佩的。
关于向古人学习，我认为也是一条提高理论素养的很好的途径。
徐悲鸿说过这样的话：“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
者融之。
”这是针对绘画而言的，用于古代语言研究，我想也是非常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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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古汉语词汇史(套装上下册)》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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