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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六部分。
　  第一章绪论。
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引言。
主要阐述选题的意义和研究重点。
义符是汉字结构中的表意字符，然而对它的表意问题却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
不了解义符在字义结构中的关系，不全面分析义符的表意作用，就无法彻底解释汉字的表意性质，那
么对于汉字结构的研究也是不全面的。
我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依据《说文》的释义研究义符的表意问题，试图从全新的角度，从更深的
层次，诠释汉字结构的表意元素。
其二，汉字义符相关研究概况。
长期以来，义符研究与汉字部首研究和形声字义符研究交织在一起。
汉字部首研究主要围绕着两方面进行，一是部首字形本义的考释，二是部首与本部字形体上的孳乳关
系。
形声字义符的研究，主要探讨义符与形声字意义上的关系。
其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试图将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传统的文字学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文字学研究寻求新的途径，因
而我们借鉴结构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其四，研究所依据的语言材料。
义符在字义结构中的关系，只体现在义符构形时凝结在字形中的意义。
《说文解字》分析的字形、探求的字义，正是义符系统形成阶段的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因而我们把《
说文》．的释义，作为义符研究所依据的语言材料。
     第二章  汉字义符。
首先界定义符。
从表意形式上看，义符由独立的汉字充当，它用字义来表意；从表意功能看，义符很少直接表示构成
字的字义，只是表示字义的某些构成因素。
义符与形符外在形式相同，但其来源和性质却不相同。
义符与汉字部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次，分析了义符的语义。
义符语义就是义符在构成字中所使用的字义。
在构成字中，义符主要用字词的本义来表意，除此之外还用字词的引申义和假借义表意。
    第三章  汉字义符系统。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义符系统的形成。
义符系统是随着形声字的大量增加而形成的。
据现已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分析，汉字义符系统最晚形成于战国文字时代。
其二，义符系统的描写。
宋元以来就主要根据事物的类别来描写义符系统，这是因为义符与物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义符
是象形字，它们代表具体事物，用一个义符构成的字，往往围绕着某一事物的性质、状态、功能等方
面形成不同的意义范畴。
其三，分析义符的表意系统。
一个物类义符的表意范畴，涵盖了其相关的所有义类，这个义符系统才能成立。
同一物类几个义符的表意范畴有所分工，相互补充。
同一物类义符表意范畴的划分，不仅是为了汉字表意系统的需要，有时也是一种社会道德观念的表现
。
       第四章义符的表意作用。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义符义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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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义学认为意义是关系和义素的组合，他们从分析意义的组成单位人手解释语义，并认为一
个义位中诸义素的性质和作用都不相同。
其二，义符义素分析的语言材料。
《说文解字》的释义是我们进义符义素分析的重要依据。
分析《说文》释义例证，我们看到，虽然《说文》对字义的解释，不能像现代字典辞书那样按照属、
种、种差的层次将字的概念意义全面详尽地展开，但许慎对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具体特征有深刻的认识
，对事物的属种有清晰的界定。
《说文》的释义完全可以作为义符义素分析的语言材料。
其三，义符表意作用分析。
借鉴结构主义语义学义素分析法，对《说文》释义进行义素分析，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义符在字义结构
中的关系和角色，全面掌握义符的表意作用。
    第五章义符构形过程中的认识模式。
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论述认知语义学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关系。
虽然，认知语义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但它的哲学基础和认知模式，与中国
传统思维形式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而，运用认知语义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义符表意系统形成的内在规律，是比较符合义符构形时
的心理过程。
其二，义符是原型范畴。
义符所表示的事物都具有完整的外形特征，易于感知，容易区别，它们都属于认知的基本等级范畴。
义符集中体现了同一语义范畴所有成员的共同属性和典型特征，它是范畴类典型，即原型。
其三，义符构形过程中的转喻认知模式。
转喻即指代，因为显著或接近，处于同一认知框架中的喻体指代目标体。
义符主要表示构成字的某一语义特征，起提示区别字义的作用。
它在字义结构中的多种关系，主要是通过转喻的认知模式而建立的。
其四，义符构形中的隐喻认知模式。
隐喻是用一种概念去说明另一种概念，喻体与目标体并不在同一认知框架中，是因为认知过程中的主
客观的共同作用使二者建立起了联系。
有一些义符与构成字所表示的意义，不属于同一认知框架中的相关概念，这类义符与字义的关系，往
往是通过隐喻的认知模式而建立起来的。
    第六章汉字义符例说。
对汉字义符进行个体研究，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我们选取了38个常用义符，以《说文》释义为分析依据，并参考后人的注释，运用结构主义语义学的
理论，分析义符在字义结构中的关系和角色，及其所发挥的表意作用；运用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分析
汉字构形时选择义符的心理过程，揭示义符构形的内在规律。
我们还吸收了前人对义符的字形和本义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说文》的收字归纳义符的表意范畴，从
全新的角度、从更深的层次来解释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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