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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是对汉语释义元语言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既有理论探讨，
也有应用研究，重点放在汉语语文辞书的实践研究方面。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二章从宏观上探讨释义元语言的理论问题以及在各领域的应用价值；第三、四
、五章在释义元语言理论的观照下，统计分析了汉语字词典的释义用词，对汉语字词典、汉英词典的
异同进行了多种比较，并对汉语字词典提出诸多改进建议，尤其是对《新华字典》进行了全面而细致
的研究；第六章从多种角度探讨语文辞书的收词、词类标注、现代化等问题，最后提出编纂新型词典
的构想。
　　《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对汉语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直接参考价值，也可作为语言研
究者、语言学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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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释义元句法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成熟，只能谈点笔者的初步想法
。
　　首先，释义元句法源于自然句法。
只有自然句法研究好了，释义元句法才不会是无源之水。
例如，汉语的韵律句法问题近些年已有较多的认识。
释义元句法同样存在韵律问题。
在语义通顺、搭配合理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使释义语句韵律和谐。
《新华04》把“胎”的一个义项解释为“事的开始，根源”，把“建设”解释为“创立新事业或增加
新的设施”，语义、语法上都没问题，但韵律上不太和谐（详见第三章有关论述）。
　　其次，释义元句法又不同于自然句法。
比如，经常使用“指”、“形容”、“比喻”等释义引导词；从句法的角度看，被释字词通常是释义
语句的主语，从语用的角度看，被释字词通常是释语的话题；被释字词和释义部分通常省略连接成分
；释词的排序上不一定按正常的语序，等等。
举个例子，《现汉05》对“桌子”的解释是：“家具，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
。
”（1798页）按“类属-结构-功能”排序，自然语言完整的语句是：“桌子是上有平面，下有支柱，
可以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的家具。
”　　再次，思路上，可以先以权威的语文辞书的释义语句为研究对象，概括出句法规则和句法模式
，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加以调整和完善。
　　最后，方法上，同一义场比较法应该是基本方法。
把相同语义场的词项的释义语句放在一起比较，从中概括出共同的句法模式，一类一类地去做，最后
进行分类梳理。
来自“类”的规则一旦归纳出来，再用它检验“例”。
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也会经常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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