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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淮扬文化研究文库：汉语移动域框架语义分析》是以框架
语义学（Frame
Semantics）为理论基础，以框架语义学理论指导下的英语框架网络（Frame
Net/FN）为重要参考，以框架语义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以汉语移动域为研究范围，以构建汉语框架
网络语义知识库（Chinese
Frame
Net/CFN）、服务中文信息处理为目标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是从事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语法学、认知
语言学、英汉语言对比和移动动词（位移动词）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业研究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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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领顺，1963年生，河南舞阳人，博士。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理事等。
主要从事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
、《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外语学刊》、《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外语》、《外语研究
》、《上海翻译》等几乎全部外语类主要学术期刊发表语言、翻译研究论文多篇，出版《散文英译过
程》、《译者行为评价：框架》、《译者行为评价：专题》等著作多部。
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和江苏省社科基金三项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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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框架又反过来对词元的组合特征，亦即句法一语义特征作出解释。
从纯语义分析的角度来说，定语可以看做下一层次表述的谓项，例如“那顶漂亮的帽子很贵”，语义
结构是：[那顶帽子（那顶帽子很漂亮）很贵]；“小王的帽子很贵”的语义结构是[“那顶帽子（那顶
帽子是小王的）很贵”]。
赵元任（1979：147）把这类定语称为“逻辑谓语”。
因此，作为框架语义结构的结构中心的词元，句法上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名词。
它们能够激活不同层次的框架语义结构。
FN系统的框架语义分析，词元有动词，有形容词，也有名词。
主要着眼于信息提取、情报检索、自动文摘等应用目的的CFN，在现阶段的研究中，首先致力于小句
以上层次语义结构的分析，因此CFN分析的词元都是动词性的。
移动域的词元主要由移动动词的各个“义项”来充当。
本章在概述移动动词词元的性质和范围类别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移动域词元的类别和特点。
　　（一）国内外移动动词研究　　1.国内外移动动词研究的特点　　移动动词是根据[+移动]的语义
特征划分出来的一类动词，或表现移动主体位置的移动（如“跑、走、跳、逃、漂”），或表现移动
客体位置的移动（如“放置、装填、清除”），或表现移动主体伴随移动客体移动时产生的位置移动
（如“搬运、搀扶、带领”）。
　　20世纪50年代，汉语学界和国外英语学界几乎同时开始了对移动动词的研究。
汉语学界较早涉及这类动词的有王还（1957）、范方莲（1963）等，此后到了1980年，才由邢公畹
（1993）正式提出“位置移动”语义特征的动词，也就是在80年代才有了“位移动词”（“移动动词
”）这个名称。
①从50年代到80年代，其间的有关研究比较零星，真正的系统研究当属齐沪扬（1995；1996
；1998a;1998b；1999；2000）在90年代撰写的系列研究论文和著作。
齐沪扬针对这类动词的典型特征，集中研究了现代汉语的空间问题。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移动域框架语义分析>>

编辑推荐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自古就是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之地，为国务院1982
年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其山川形胜，人文氤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源远流长，绵亘至今。
扬州大学是淮扬文化区域唯一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整合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精干力量，对
传统文化、区域文化进行综合研究，阐扬其独特蕴涵并寻找其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变革相结合的生长点，以求对地方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以区域名称命名的《淮扬文化研究文库》，是扬州大学“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
历史文化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方向的标志性成果。
“文库”汇集了扬州大学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识，是一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大型文化工程。
“文库”的出版，将对当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文明”建
设，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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