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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终于隆重推出“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第
一批出十本。
序齿列锦：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语文学习》1955一1957；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刘叔新《词汇研究》（新选论文集）。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新选论文集）。
　　周光庆《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新著）。
　　张绍麒《汉语结构词汇学》（新著）。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周荐、杨世铁《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1995）。
　　遗憾的是，因为版权关系，有些书不能如愿编入本丛书。
如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开山之作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本丛书的作者老少年龄相差43岁，有国学渊博的宿将，也有中坚和新星。
出版时间先后相差46年，内容有开垦探索的讲话，承前启后的概论，别树一帜的描写，朴实创新的分
析，思辨独特的新论，务实严谨的史论。
总之，有传统的平实，现代的新潮，当代的前卫。
　　本丛书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轨迹史册，是语义学的一条源水，是信息处理的一块基石，是语文辞
书的一支血管。
一个语文辞书出版单位的信誉，是跟其出版物的学术含量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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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入丛书的十种著作都是经与有关学者反复商议而定的，大体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
过程。
但也有遗憾，由于丛书规模的限制，有些原本很优秀的著作未能收入，或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
拿到出版权，最后只好忍痛割爱。
这是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由于这套丛书的编选宗旨主要是反映已然的历史成果，所以我们对原书采取的处理原则是尽
量保持原有面貌，编辑的改动仅限于个别文辞的调整。
像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从报纸连载到现在差不多快五十年了，书中所举的许多语言材料尽
管在当时是最新词语，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词汇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同当时作者的
“预见”截然相反的情况。
书中的个别观点和语言表述在今天看来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其他一些著作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很正常，因为这些著作“史”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论”的价值，大可不必强改故书以就
今论，希望读者理解。
    第三，这套丛书还收入了几部未曾出版过的新著，目的是在作历史总结的同时也能反映当今词汇学
研究的最新成果。
汉语词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从表层的描写转为深层的解释，从词的结构分析转为语言理据的探求，
从单个的语义分析转为对汉语语义系统整体结构的认识，从平面的语言研究转为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
的立体考察。
这些转变标志着传统词汇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全面革新。
另外，我们还想借最新入选的论著向读者表明，本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还会有更多的词汇学新著
走入这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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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光庆，男，1944年生，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汉语历史词汇学和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古汉语词汇学简论》、《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
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主编了《古代汉语教程》，参与主编《文化语言学》、《文化学通论》；先
后在《中国社会科学》、《语言文字应用》、《孔子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
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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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语词汇研究感言第一章　基于“互动中介”的语词符号论  第一节　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  
第二节　从互动的中介系统看语词符号  第三节　基于“互动中介”的词汇研究思路第二章　汉语词
汇研究的多维思路  第一节　汉语词汇研究的认知学基础    一　分类与所指事物的类型化    二　概括与
所指事物的词义化    三　表征与所指词义的词符化  第二节　汉语词汇研究的解释学路径    一　解释学
路径的周遍性与独特性    二　词汇的形成发展对存在的解释    三　词汇的运用接受对存在的解释  第三
节　汉语词汇研究的文化学视角    一　文化的创造发展与词汇的创造发展    二　文化的超越方式与词
汇的运用解释    三　文化的内在秩序与词汇的内在秩序  第四节　汉语词汇研究的哲学目标    一　确立
词汇研究哲学目标的理论依据    二　实现词汇研究哲学目标的基本思路第三章　汉语词汇认知——哲
学的专题研究  第一节　汉语命名造词中的哲学意蕴    一　从目的与功用看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    二　
从分类与概括看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    三　从理据与表现看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  第二节　隐喻：汉语
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机制    一　隐喻作为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动力    二　隐喻作为汉语词汇形成
发展的一种方式    三　隐喻作为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效应  第三节　汉语一词多义中的认知规律    
一　从一词多义的形成动力看    二　从一词多义的“家族遗传”看  第四节　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
理    一　探讨词义引申中文化心理的理论依据    二　从词义引申看古代价值系统    三　从词义引申看
古代思维方式    四　从词义引申看古代审美意识  第五节　词义的召唤性与解释的创造性    一　词义的
召唤性及其形成与功能    二　解释的创造性及其根据与效应  第六节　汉语成语中介意象符号论    一　
成语中介意象符号的发现与证明    二　成语中介意象符号的类型与功能第四章　汉语词汇认知——哲
学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教”族词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哲学意蕴    一　“教”系同源词的形成及其文
化哲学意蕴    二　“教”系同素词的形成及其文化哲学意蕴  第二节　名词“时”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
哲学意蕴    一　名词“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哲学意蕴    二　名词“时”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哲学意蕴   
三　名词“时”词系衍生中的文化哲学意蕴    四　衍生词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哲学意蕴　⋯⋯第五章　
汉语词汇书写符号的认知——哲学研究　第六章　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启示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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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本来，鉴于我国悠久的学术传统，我们在研究古代汉语词汇时，一向重视对于疑难词语的
训释，重视对于传统训诂等成果的发掘、借鉴和转化。
可是，由于受到研究理念、研究目标、研究视角的限制，对于训诂学以外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对于春
秋战国时代汉语词汇哲学的宝贵成果，缺乏应有的认识，很少进行发掘、借鉴与转化。
其结果，不仅使先哲先贤首创的优秀学术传统有中断的危险，而且使我们的研究实践失去一种应有的
参照，更使人们开拓研究途径、建设词汇理论的努力缺少一种可贵的借鉴。
　　当然，此外，我们或许更加应该注意，尽可能地拓展自由的学术空间，培养自主的原创精神，激
励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志气，提倡多元，提倡尝试，提倡争鸣，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史“轴心时代”的
“哲学突破”与学术精神。
　学术兴亡，学人有责。
每位学人责任的大小应该取决于自己的志向能力和条件。
如果他怀有适当的责任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就能在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人虽然一直在热切地关注汉语词汇研究的趋势，既为学者们的优秀成绩而高兴，也想担负起自己的
一点小小责任；但是自知不能对汉语词汇进行全面系统的或“窄而深”的研究，又多好奇之心和任率
之性，时时都会想见春秋战国时代自由争鸣中哲人学者的人格风采，于是就到当今汉语词汇学苑的边
缘地带，作些垦荒式的尝试。
这些系列性的尝试，使我逐步认识到，人的语言能力关乎人的心智奥秘，人是通过语言而与其生存空
间开展互动的，而进人生存空间，而拥有生存空间并在其历程中创造文化的；生存空间是通过语言而
向人敞开的，而变得可以理解并因此而具有意义和价值的。
人与生存空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是意义的关系，也是语言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人才能够创造文化，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生存价值。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认知到哲学>>

编辑推荐

　　《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特色：　　总结归纳，梳理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历史
脉络。
　　条分缕析，探讨现代汉语词汇、语文、扁编纂等层面的理论问题。
　　推陈出新，反映当代词汇学研究最新成果。
　　指点后学，昭示汉语词汇学治学六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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