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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在作者于1986车出版的《语义学导论》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原来的《语义学导论》，是一本不成熟的、比较浅显的小书。
因此早在1986年它刚一出版作者第一次捧到样书时，就有了一旦条件成熟作者要大大修改它的想法。
但是，作者写《语义学导论》又是认真慎重、字斟句酌的，那本书的基本观点与思路、那本书的框架
、那本书的大小标题乃至文字和例子，有不少作者至今仍然认为是对的、可取的。
只要它们对、可取，作者就保留下来，作为新书的基础。
　　作者这次写《汉语语义学》，不是把重点放在保留《导论》的什么上，而是把功夫用在对《导论
》做出尽可能多的补充，进行反复的修改并进而做一些尝试上。
这些努力集中表现在作者想试着为建立汉语语义学做一点准备。
从作者开始研究现代语义学起，作者就在把语义学的理论、方法与汉语结合起来这一环上下功夫。
这在《语义学导论》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可是在那本书里结合得还不够，还很浅。
这一次写书，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　　一、要把国外现代语义学与汉语结合起来，
根本的一点，是要把现代语义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汉语语义方面的材料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这里，与汉语信息处理的研究相结合特别重要。
因为汉语信息处理不可能坐等国外的成果，必须由作者们自己解决汉语语义的问题。
它要求最新的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但要求借鉴，还特别需要创新；它对有关的语义研究的成果
，进行大面积的严格的检验。
近几年来，作者参加了汉语信息处理的科研工作，有不少初步的心得与体会。
经过整理，作者都写进书里。
　　二、研究现代语义学不应割断历史，而是应该尽量从传统语义学和训诂学中吸取营养。
传统语义学虽然也起源于国外，但作者国学者利用它研究汉语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这次写书作者注
意更多地吸取一些这方面的成果。
至于训诂学，那是作者们的一大优势。
作者对训诂学懂得不多，但作者是很重视作者国训诂学这个宝库的，本书很注意从这个方面吸取养分
。
　　三、目前国外学者研究现代语义学只限于对现代语言的描写，在现代语义学还不成熟时这是有一
定的道理的。
作者这本书的研究重点就是现代汉语。
可是现代汉语语义是古代汉语语义的延续而现代汉语语义本身也在不停地演变。
因此这次写书也适当涉及古代汉语，讲一讲汉语语义的演变。
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要适用于对语言的共时研究，也应适用于历时研究，并在历时研究中
再次检验它们、丰富它们。
　　四、要做到以上三点，只靠国外现代语义学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这时，作者总是十分慎重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办法。
作者提自己的见解和办法时，都以尽可能多的汉语材料为依据。
　　尽管作者做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努力，但远不能说本书已经把现代语义学和汉语结合起来了。
建立汉语语义学不是作者一个人，更不是作者目前的水平所能做到的。
它需要我国所有从事语义研究的人长期的努力，也包括海外从事汉语语义研究同行的努力。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参考、查阅了国内外不少有关的著作、论文和工具书。
从中吸取了许多观点、见解和材料。
作者在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和科研活动中，在语义和与语义有关的问题上，曾经得到语言学界和信息处
理界不少专家、同行的热情帮助，受到他们的启发，获益良多。
作者在这里虽然无法列举，但是却应表达作者对他们由衷的谢意。
作者在教学中接触的同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提到过一些对作者很有启发的语义现象和见解，也在
此向他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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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十分感谢邢公畹老师对作者从事汉语语义研究所给予的教导与勉励，非常感谢陈力为先生、董振
东先生对作者参加信息处理科研工作给予的指导与帮助。
作者还要感谢写这本书时叶蜚声教授自始至终给予的关心与鼓励。
感谢他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为书写了序。
感谢唐作藩教授认真审阅了第十三章的书稿。
现在出版一部教材、学术著作是不容易的，作者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向本书的责任编辑梁惠陵同志
深表谢意，是他们的努力使得这本书能够和读者见面。
　　早在1986年下半年。
作者就开始为写本书做一些准备工作。
1988年11月初动笔，1990年9月完稿。
这以后又做了不小的修改和补充，最后的书稿是1991年6月完成的。
这本书的内容，作者曾作为讲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试用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给研究生讲，
一次是1990年给本科生讲。
　　现代语义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变化很快，涉及的面很广。
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疏漏、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渴望读者批评指教。
　　这部书的书名叫《汉语语义学》，只是指出作为教材它的性质与方向是汉语语义学，不是从它的
水平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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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彦德，中共党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信息学会会员。
1930.12.13－1995.9.23。
祖籍山西闻喜县。
1950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54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1958年毕业留校，从事
语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80.5－1981.6在日本东京Time Life Language Center讲授汉语。
1989.6起参加由电子工业部陈力为教授负责的“八五”课题“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运用平台”（905工程
）的研究，任语义学方面的顾问。
1994年被ABI列入世界五百名人录（Five Hundred Leaders of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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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语义对社会的能动作用　　我们前面讲的是语义反映外部世界的情况，但语义不仅仅是消极地
反映社会、自然界和心理，它反过来，还对社会、心理，并通过社会对自然界有着极大的能动作用。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这种能动作用的主要的体现，但我们在这里
不准备全面地讲这些。
我们想讲的是语义对社会中任何一种秩序、观念的形成和破坏，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产品、科研成
果等的出现、产生、流传或淘汰，都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
这种作用或大或小、或明显或不明显，但总是有的，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
语言（我这里指它的语义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对于语义的教育、
宣传的作用，或是破坏教育、反宣传的作用，古今中外有许多名人、学者强调过。
　　孔子就很重视语言（实际上是语义）对社会的作用，对此发表过不少议论。
《论语·子路》有一段话讲得比较清楚：“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日：‘必也，正名乎？
’子路日：‘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
’子日：‘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所谓“名”是指“君”“臣”“父”“子”这样一些名分、名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这样
一些词。
当然孔子关心的不是词的读音，而是词的含义。
所谓“正名”是说要求社会上的人为人行事合乎名分、名称，或者说合乎“君”“臣”“父”“子”
这样一些词的含义。
如果说命名是用词（词义）指称对象、反映对象，那么“正名”就是用词（词义）去要求对象，对客
观对象发挥能动作用了。
孔子这里讲的“言”是注意正名的君子的言谈话语，实际上是指“言”的内容即句义和言语作品义。
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是因为考虑到“言”对社会的能动作用，因而“慎于言”。
　　孔子的上述言论，把“正名”的作用夸大了，但他看到言语的语义对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则是对
的。
　　我们要求人们写文章讲话条理清楚、语句通顺、用词准确、语汇丰富规范，这不仅培养了人们的
表达能力，也培养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
我们反对说脏话、粗话，反对骂人，提倡与人相处谈吐文明、礼貌，这就可以减少纠纷，调整、改善
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反对说假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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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国外语言学自从六十年代初以来，重点由句法向语义转移。
这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社会、科技的发展对这一学科的要求。
现代语义学在国际上已成了一门重要的、与许多学科其中包括计算机信息处理关系密切的新学科，但
在我国至今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贾彦德同志结合汉语，研究语义学理论，给北大汉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专题课，在1986
年出版了《语义学导论》，不少兄弟院校用作教材。
最近几年，他又参加信息处理的语义研究，在教学和科研中增添了不少新的认识。
他总结自己的体会，大大增补修改《导论》，三易其稿，完成了这部书。
我怀着学习的心情，仔细通读，得益良多。
此书用国外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深入探讨汉语语义，包括它的系统、特点与历史演变，
是国内有关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可用作大学语言系科的教材，并可供信息处理界参考。
　　彦德同志这部著作广泛吸收现代语义学家如J．Katz（卡兹）、C．Fillmore（菲尔摩）、G．Ieech
（里奇）、J．Lyons（莱昂斯）、R．Kempson（肯浦森）、F．Palmer（帕默）等人的学术成就，尊重
传统语义学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花大力气解决汉语语义的实际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他以实际语言材料检验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取舍综合，并提出不少自己的见解，
在方法上也作了改进与补充。
　　义素分析、语义场、句义结构是现代语义学的三个关键问题。
作者以此为纲，展开论述。
　　在义素分析方面，作者比较详细地整理、介绍了国外的方法，又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将义素分析
与传统语言学的词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方法。
它比较简便、适用，可以使义素分析超出有限的范围，克服分析得过于简略，乃至主观随意的毛病。
这种方法在未来的实践中还会继续改进，臻于完善，但它的提出，是汉语义素分析中一项可喜的、值
得注意的进展。
　　在语义场方面，作者调整充实了国外的成果，提出了汉语语义场的十种类型。
此外还首次为现代汉语的总语义场勾画出框架，作出说明。
这两点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句义结构方面，作者比较、综合国外的成就，加进自己的心得，研究、处理了汉语的一些特殊
问题。
作者整理、注意将义素分析、语义场，乃至句义结构适当地联系起来。
　　书中还论述了与总纲有关的其他问题。
譬如对汉语与外语、普通话与方言的语义特点，用现代语义学的观点进行比较，写了专章。
关于现代语义学还没有很好研究过的附加意义，作者吸取前人的成果，也用专章写出了自己的研究心
得。
　　现代语义学在国外还只用于对现代语言的描写研究。
作者重视我国训诂学的丰富、独特的成就，在以共时研究为重点的同时，也钻研了汉语语义的演变，
进行了历时研究。
作者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义素分析、语义场等理论研究了没有演变的义位，义位的量变、质变
和义位的成系统的乃至大规模的演变，为汉语的语义演变理出简略的脉络。
这些研究有的有新意，如用义素分析研究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有的则是第一次探索，如汉语语
义场的演变。
　　作者在书中阐述的义素分析、语义场和句义结构，不但适用于自然语言，对于汉语信息处理也有
参考价值。
计算机只有依靠语义学的最新成就（当然也要靠语法研究），才能逐步地、越来越好地“理解”语言
，处理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离开现代语义学就不可能有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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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不断对现代语义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并检验它的研究成果。
彦德同志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汉语信息处理的科研活动。
在这一科研工作的有力促进下，他把义素分析等理论方法用于信息处理的新领域，并将这方面的成果
包括大量的实例写进书稿。
这对提高此书的科学性，扩大它的适用范围都是很有益的。
　　此书的论述方式体现了继承、创新、严谨、务实的学风。
对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作者总是先讲训诂学、传统语义学是否接触过做过研究，然后讲现代语
义学的成果，再讲自己的看法。
全书重视汉语事实，根据材料说话。
问题越重要、越棘手，提供的语言材料就越多，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把力气放在解释材料的道理和分析
材料的方法上。
研究语义难度很大，从国际的范围看，现代语义学还处在成长的过程中，用以研究汉语时间更短。
书中的各个部分都反映出作者慎重周到，注意分寸，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努力探索、勇于创新的精
神。
　　总之，此书就汉语语义做了比较系统而又突出重点的探讨。
全书面貌新颖，涉及面广，材料丰富，立论稳妥又有新的见解，方法切实可行，是一部有学术分量的
综论。
　　彦德同志多年来潜心研究汉语语义，不断做出成绩，受到好评。
这几年他在研究上又有了新的进展，相信这部书将会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现在《汉语语义学》即将付梓，彦德嘱我作序，因欣然命笔，略述浅见，权作此书之序。
　　　　　　叶蜚声　　1991年6月于北大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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