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词汇学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语词汇学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133675

10位ISBN编号：7301133677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许威汉

页数：2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词汇学导论>>

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基础。
 全书分述“叙论”、“词”、“词汇”、“词汇学”、“词义”、“词语的运用”，从字面看来，与
现有同类的词汇学书并无二致，但内容多具特色。
 本书先后述例有复出者，一方面是笔者对同一现象在不同的场合要求作典型有效的选用而不加避复；
另一方面是内容重要特一再强调，自度虽复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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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词　　第一节　词是什么　　古今行文，往往综合运用词汇、语法、修辞等各种手段，
而我国古代对词汇、语法、修辞没有作独立分科的系统研究。
今天的词汇学、语法学研究首先要涉及词的问题，“词是什么”或“什么是词”便作为汉语词汇学和
语法学的一个特殊问题提出来了。
所谓特殊，就是其他语言中一般少有这个问题，而汉语中有这个问题。
不弄清这个问题，可能关系到汉语语法和词汇中一连串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也影响到对古文献及一
般书面文字的正确理解。
下面就对词的问题作一些具体说明。
　　一、古人对词的认识与说解　　古人没有对词汇现象作系统研究，《尔雅》、《说文》、《方言
》之类，只是汇集语言里的语词(字)，将它们按某种次序排列，并加解释以供查阅的工具书，未能显
示古人对词的科学认识。
　　科学认识固然说不上，但可以断言古人已初步知道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
这可由贮藏在《尔雅》、《说文》、《方言》等书中的语言单位(是词，不是句子)的实际情况得到有
力的证明。
　　古人不仅知道语言单位中的词，还能区别虚词与实词。
比如《说文》释“者”为“别事词也”，释“皆”为“俱词也”，释“各”为“异词也”，释“只”
为“语已词也”；郑玄笺注《诗经》里的“勿”为“禁词”；高诱注《淮南子》也注意到“矣、也”
等等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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