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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描述了汉语词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了百年来汉语词汇学的丰富成果，系统总结
了20世纪汉语词汇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规律，宏观展望了21世纪汉语词汇学和语用学的发展前景。
主要内容如下：    1．对汉语词汇学史进行科学分期，厘清汉语词汇学的发展脉络；    2．对汉语词汇
学史上一些重大的问题、有影响的人物、学术争鸣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3．厘清传统训诂学与现代
词汇学的交接点和界限，阐明中国现代词汇学是如何在批判传统训诂学糟粕、借鉴传统训诂学精华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探究语法学与词汇学中构词法的区别点；    5．指出20世纪未能解决的问题
，并尽可能给出研究的思路，以启迪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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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汉语语汇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南开大学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
南开大学文学学士（1982.1），南开大学文学硕士（1988.7），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2005．3)。
主要研究成果：《汉语词汇新讲》（专著，语文出版社，2000），《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著指要
》（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编选，商务印书馆，2004）
，《词汇学词典学研究》（个人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汉语词汇结构论》（专著，上海辞
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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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章 词汇的构成  第一节 词汇单位问题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第三节 古代汉语、近
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本章小结第二章 词汇的形式和意义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的研
究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形式和意义的研究  本章小结第三章 构词法和造词法  第一节 构
词法和造词法概念的提出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第三节 古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第
四节 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理论探讨  第五节 关于“词缀”  本章小结第四章 词汇系统研究  第一节 现代汉
语词汇系统研究  第二节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  本章小结第五章 熟语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
熟语的研究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熟语的研究．  本章小结第六章 词汇学史研究  第一节 概观
——主要论文著作目录  第二节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第三节 《汉语词汇学史》  第四节 《二十世纪
的汉语词汇学》  第五节 《中国当代词汇学》第一、第二章  本章小结第七章 汉语词汇学研究方法  第
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本章小结第
八章 词汇应用与词汇规范化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库的研究  第二节 对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研究  第三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的研究  第四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的研究  本章小结附录一 20世纪汉语词汇研
究大事记附录二 20世纪中国词汇学家简介附录三 20世纪重要词汇学著作简介本书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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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词汇的构成　　第一节 词汇单位问题　　对于词汇由什么样的单位组成这一问题，学界
其实经历了一段认识过程。
这从称呼词语汇集的术语的更替也能隐约看出个大概来。
我国传统语文学界起先称呼词语的汇集为“字汇”，明代人梅膺祚还专门编著了14卷的《字汇》。
“字汇”之获名，显然与将“字”看成词汇的组成单位有关。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被介绍到国内后，“词汇”的使用才逐渐
推广开来。
受斯大林“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观点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不少学者也据此只将语言
中的“词”作为词汇的构成单位。
孙常叙指出：“每　　种语言所蕴蓄的词的总汇叫做‘词汇’。
”周祖谟也认为“‘词汇’是指语言中所有的词来说的，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语言的词汇”。
这些看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不过，张世禄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它的成分当中，还有一种‘固定词组’，也是值得注意的。
”并进一步分析了固定词组中的成语，认为成语“是一种现成的‘固定词组’”，“在语言中的功用
是等于一个词的”。
张氏提倡“值得注意”的固定词组，到了80年代，基本上已经得到词汇研究者的一致认可，并且还被
提升到与词相等的地位来对待。
张永言主张“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
符淮青指出：“词汇这个词可以指一种语言词语的总和（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
”刘叔新更是明确地指出：“‘词汇’不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
各种语言除了具有大量的词，又都具有很多成语之类的词的固定组合体。
”“因此，把词汇理解为一种语言（一个语言符号系统）全部词语的总和，方才合理。
”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有些学者对词汇的构成单位问题重新进行了思索。
徐通锵在《语言论》的自序中指出：“‘字’首先是说的，其次才是‘写’的⋯⋯这就是说，字是汉
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书写的符号，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
我坚信这一观察的正确性，认为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的建设就得以‘字’为结构本位去
探索前进的道路。
”他竭力主张“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
徐氏的观点石破天惊，是对现今语言认识基本问题的巨大反动，所提出的问题是需要研究者去作出进
一步思考的。
徐国庆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除了“词”和“固定词组”之外，还将“语素”纳入词汇的构成单
位中来，指出“语素是语言的词汇系统中构词词汇层的构成要素，是最小的词汇成分”　。
“语素作为最小的词汇单位，也是最小的词汇成分。
”　认为“语素”是构成其更上一层单位的词汇成分，这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把它与“词”和“
固定词组”并列而都当成词汇的单位，看来是有问题的，不同层次上的“语素”、“词”和“固定词
组”并置于一起，至少逻辑上很难行得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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