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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释义是以一定语言形式对特定语词的意义进行解释。
这是一种常见的语言活动，与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释义不单存在于词典学中，也频见于日常语言交际之中。
当你把别人不甚明白的语词或语词所代表的事物、事件和现象的概念讲清楚，让听话人明白你所传达
的信息或意图时，你就是在进行释义。
在各种学科领域，一切需要人们理解和说明的东西都需要释义，包括语言学、哲学、美学、宗教、逻
辑学、数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等。
可见，释义是人们习得和学习新知识的重要来源和保证，因此释义历来受到各类学者的重视，他们把
意义视为解决专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释义学历史悠久，从公元前的古典文献修辞解释到现代的哲学释义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近几十年来，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结合释义理论对各种释义方法进行了探索，取得
了重要成果。
在此期间，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释义实践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理论或经典范畴理论受到众多哲学家和
语言学家的质疑。
他们认为，多数词都难以用概念范畴的集合特征来释义，一个词的若干所指对象在一种语言中的正常
应用和理解，并不需要有共同的元素（Wittgenstein 1953）。
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根据现代认知科学发展起来的原型理论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描写和解释语词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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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义·认知·释义》采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语义、认知与司典释义之间的关系，
深入探讨了意义的本质特征及语义内结构、语义的单位、语义的关系、语词的释义等多方面的问题，
并提出了多维释义的理论构想和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模式，为丰富意义理论、促进二语教学、改进国
内学习词典释义工作作出了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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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义位义位（glosseme）是一个语言符号（语词和固定短语）所标记的能表达独立概念的最小的意
义单位。
义位是由一定的义素组成的意义结构，一个多义词可以有多个义位，在词典中对应于义项，即每一个
义项表达一个义位。
义位还包括义位本体和义位变体，本体和变体义位可分为静态义位与动态义位，动态和静态可以双向
转化。
多义词的静态义位受其动态义位的影响可以发生两种变化：义位数量的增减和义位范围的扩大、缩小
或转移。
词典释义要考虑义位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反映一个语词在一定语言发展时期的整体义位以及该义位的
各种意义成分。
概括之，义位为概念义、情感义、形态义、语法义、语用义等意义成分之和。
　　3.义素义素（sememe）是对义位的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进行分析和分解所得到的语义单位
。
因此，义素不是自然语义单位，而是用一定的理论方法分析出来的，是义位所标记的事物现象的一个
特征。
义素有时对应于某一语素（morpheme）的语义（Bloomfield 1933），但在许多情况下，义位的微观层
次没有对应的语言形式（音+形），不能直接观察到，只有对其微观结构进行语义特征的分析才能获
得更小的意义单位，如英语的girl／女孩”在词汇层面是无法分解的，但可以在语义层面上分解成
“+HUMAN／人类，-MAIJE／男性，-ADULT／成年”。
在语义场中，义素又分为类属义素和区别义素，前者反映所指事物的概念范畴，后者指区分同一范畴
其他成员的语义特征。
　　4.语义语义（Linguistic meaning）是语言学视角的意义——语言义，指静态语言系统中的语言符号
——语素、语词、固定短语、成语等所标记的基本内容，是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事件和现象在人们头
脑中的抽象反映，体现了人们普遍的认知习惯，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约定性和常规性。
语义是语言体系中各种语言符号固有的属性，在一种成熟的语言中具有规定性、稳定性、系统性和生
成性的特点，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表达命题内容的基本信息单位。
语义也表示句子的意义，但它指的是这个句子抽象的字面意义，反映约定俗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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