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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整理了《唐律疏议》的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确定了来源，分清了种类，探讨了整理词义的方法，
对法律义位进行了语义特征分析，还分析了系统中的上下义、平行义关系以及多义词内部义位之间的
语义关系。
    本书基于训诂学原理，结合西方结构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理论，从具体材料的整理、分析、描写中
归纳了许多符合汉语特点的法律词汇语义理论，并着力探索了训诂学语义理论与西方语义理论的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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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东海（1971— ），男，山东省烟台市人，博士，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
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部语信司、鲁东大学共建“汉语辞书研究中心”之“词汇学与词典学”
研究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词汇学、语义学、词典学、法律语言学，曾经在《中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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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论与方法的择定　　第二节 汉语词汇分类理论与实践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基于分
类的。
分类是“广泛规定的分级的科学”，是根据语义将词语进行有序化、系统化的相似特征群组类聚的工
作。
分类中各词语在相应的等级链中有特定的上下位含义。
层次性、等级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而层次是通过语义分类形成的，成功的分类实践本身就是对词汇
语义系统性的证明与描写。
同时，语义分类是研究语义关系的基础，是有序语义关系的总体形态。
对于语义分类，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怎样科学地划分类别，如何按层级关系进行大类-小类-实
例成员的划分。
　　一 语义场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的分类观念　　传统的语义场理论有自己的分类方法。
在某个语义场中，我们看到的是由上到下的层级性，而在确定语义场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从下往上
，先建立最小范围的子场，确定它的类属，一般会由这一类属的共同义素来命名上一母场，再往上一
层层地推出上一级母场，这样就可以建立语义场的树型结构。
这种分类研究的局限之一在于它是基于经典范畴的操作方法，分类时对于兼类等现象会犯“一刀切”
的错误或出现无法处理的结果。
　　认知语义的原型范畴理论可以弥补语义场分类的一些不足。
该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点：一是将范畴的成员分为原型成员、一般成员、边缘成员；二是认为范
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原型范畴显示出家族相似性结构，呈现出一定的梯度。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认知语义学派将语义范畴分为基本范畴、上位范畴和下属范畴，从认知角度先确
立基本范畴，然后根据基本范畴来建立相应的上位范畴和下属范畴。
它突破了经典范畴理论成员地位平等、靠共同特征武断分类的不足，也突破了语义场分类中的自下而
上类聚的单一性，在本研究的法律词义上下义语义模型建构中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