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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位词在汉语语法研究上一直是比较重要的课题。
关于汉语方位词的性质、类别、范围、数量、语义特点等，学术界有较多的讨论，观点各有不同。
近年来有些学者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注重汉语方位词所反映的语言认知类型，认为汉语表达方位空间运
用的是两点定位法。
如汉语结构“在桌子上”，前面的“在”是介词，引出物体名称“桌子”，后面的“上”是方位词，
表示具体位置。
介词和方位词共同作用于名词表达空间方位。
英语表达空间方位运用的是单点定位法。
如英语结构“on the table”，前面的“on”是介词，在语义上相当于汉语的“在⋯⋯上”，引出物体
名词，后面没有表示具体位置的方位词。
因此，可以把汉语出现在名词后的方位词称为“后介词”，以区别于出现于名词前的介词。
这是从普遍语法的思路来讨论汉语的方位词，值得重视。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一书尝试结合共时的描写和历时的演变来探讨汉语方位词的若干
问题。
作者详细考察了语法研究史上围绕“方位词”这个概念的各种观点，发现学者们对方位词的内涵和外
延的认识不是很统一。
因此提出了“方位类词”的概念，并具体阐述了方位类词的性质、方位类词的句法和语义特点、古今
汉语方位类词的异同和演变、方位短语的性质、方位类词的隐现规律等问题。
该书对汉语古今方位词的探讨较为全面，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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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结合共时的描写和历时的演变来探讨与方位类词有关的一些问题
。
主要议题包括：方位类词的性质；方位类词的语义和语法特点；古今汉语方位类词的异同和演变；方
位短语的性质；方位类词的隐现规律等。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先对方位类词的研究历史做了介绍，接着探讨了方位类词的归类问题
，并对现代汉语方位类词的空间语义及其隐喻进行了说明。
然后对《左传》中14个核心方位类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穷尽性描写，对新旧方位类词的交替情况做了调
查和分析，并对古今方位类词的语义特点和语法功能进行了比较。
最后探讨了方位短语的定义和性质，以及方位类词的隐现规律等问题。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分十章，各部分的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旨在确定《汉语方位类
词相关问题研究》所要研究的方位类词的内涵和外延。
在介绍了以往学者对古今汉语方位类词内涵的定义和外延的说明之后，定义了一个新的概念“方位类
相关词”：凡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文献中被认作是“方位词”或“方所词、方位名词、方位标、准方位
标、方位词汇成分、以指事成之处者、表所之方位之字、表有定位有界之所又表有定位有界之空、由
形容词转来的表地副词、地位副词、定位词”等的词，我们便将之归为方位类相关词。
根据这个定义得出古代汉语方位类相关词61个，现代汉语方位类相关词273个。
　　第二章叙述了方位类词的研究近况并说明了《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的研究方法。
首先分了两部分来叙述，一是以古代汉语方位类词为对象的研究近况，一是以现代汉语方位类词为对
象的研究近况。
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近期汉语方位类词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特点是成果多、角度广、重材料、求创新。
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人们对方位类词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是很统一，因而给研究和教学
带来一定的阻碍；二是方位类词的比较研究需要加强。
最后对《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一些有关语料的情况进行了说
明。
　　第三章探讨了方位类词和方位后置词的归类问题。
在对273个现代汉语方位类相关词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得出方位类词的四个主要属性：方域指示性、一
价性、名词相关性、可后置性。
然后通过分别从语义和语法角度对方位类词进行次类划分的尝试之后指出，方位类词是一个语义类。
另外提出方位后置词是作为语义类的方位类词和作为语法类的后置词的交集。
最后通过考察得出14个核心方位成分：东、西、南、北、左、右、上、下、前、后、外、里、内、中
。
　　第四章说明了现代汉语方位类词的空间语义及其隐喻。
首先对认知语言学家强调的空间语义的基本性做了介绍。
然后着重说明了不同物体之间的方位关系和同一物体的不同部位之间的方位关系，用空间概念来隐喻
时间的主要方式，用空间概念来隐喻的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词义扩展的主要方式等问题。
最后在分析了方向、位置、处所和方位类词语义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位置是属于物体的，处所是属
于事件的；方位类词本身的语义是用于表示方向或区域。
　　第五章以《左传》为例对古代汉语方位类词进行了专题专书的描写。
先按照字形搜索出《左传》中所有的“东、西、南、北、左、右、上、下、前、后、外、里、内、中
”，并剔除其中用于人名、地名、书名等的不成词语素以得到合格的语料；然后将方位类词分单用和
合用两种情况逐个进行描写，先描写其语义特点，再描写其语法特点，并进行出现频率的统计；最后
汇总成表格。
　　第六章描写了新旧方位类词的演变和交替情况。
首先对新方位类词的产生原因和构词方式做了简单的说明；然后着重考察了双音节方位类词的产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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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一”、“以一”类双音节方位类词的结构多数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以前”“以后”“
以内”“以外”“之里”等在两汉时期已经出现，“以左”“以右”的用法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
；而“一边”、“一面”、“一头”类双音节方位类词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的文献中才开始逐渐出现；
另外还以现代汉语为例讨论了新方位类词的用法，旧方位类词用法的保留，旧有方位类词的新用法等
问题。
　　第七章对14个核心方位类词做了古今汉语的对比分析。
首先指出这14个核心方位类词组成的语义场分三类：空间方位语义场、时间方位语义场和顺序等级方
位语义场。
这些不同语义场的形成有些时代较早，有些时代稍晚；有些义项现在还用，有些已经不用了。
然后通过语义的古今对比研究揭示了这些方位类词由成词语素向不成词语素演变的过程。
最后通过考察这些方位类词的语法功能，来描述它们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第八章探讨了方位类词和方位短语之间的关系。
首先给出方位短语的定义：方位短语是以方位类词为核心的短语，并且方位短语不能够是双核心或多
核心结构。
然后讨论了一些单音节方位成分能否作为方位类词来构成方位短语的问题。
另外还提出：方位后置词短语的结构规则不能够递归使用；方位短语在句子中一般用于表示范围、时
间、处所、方向等语义；方位短语和名词短语的语法功能十分相似，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语义
上。
　　第九章对方位类词的隐现情况做了分析和探讨。
首先对方位类词的“隐”和“现”做了界定。
然后对方位类词出现时的语义和句法特点进行了描述。
接着对语序和方位类词隐现的关系、介词的隐现和方位类词隐现的关系、处所语义和方位类词隐现的
关系、处所论元的话题化和方位类词隐现的关系做了探讨。
　　第十章是结语，对《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论点进行了整理，并指出了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邱斌，1974年1月生，江西信丰人。
1990年入读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
班，200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入读复大学中文系，2007年获文学博上学位。
现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兴趣有汉语语法学、修辞学、音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
发表过论文《Nn类“差点儿没”的固化》、《方言词语的修辞学价值》等十余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

书籍目录

序摘要ABSTRACT1 方位类词及相近概念1.0 引言1.1 以往文献对古代汉语方位类词及相近概念的理
解1.2 以往文献对现代汉语方位类词及相近概念的理解1.3 以往文献中出现的方位类相关词2 方位类词的
研究近况及本书的研究方法2.0 引言2.1 以古代汉语方位类词为主要对象的研究2.1.1 从语法学角度进行
的研究2.1.2 从语义学角度进行的研究2.1.3 从词源学角度进行的研究2.1.4 从文化学角度进行的研究2.1.5 
一般性的研究2.1.6 针对个案的研究2.2 以现代汉语方位类词为主要对象的研究2.2.1 一般性的研究2.2.2 
针对个案的研究2.3 以往汉语方位类词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之处2.3.1 以往汉语方位类词研究的特点2.3.2 
以往汉语方位类词研究的不足之处2.4 本书的研究方法2.4.1 本书想解决的主要问题2.4.2 本书的主要研
究方法3 方位类词归类问题探讨3.0 引言3.1 方位类词的主要语义和语法属性3.1.1 方域指示性3.1.2 一价
性3.1.3 名词相关性3.1.4 可后置性3.2 从语义上给方位类相关词分类3.2.1 没有价性的方位类相关词3.2.2 
参照词只能是谓词的方位类相关词3.2.3 具有二价性的方位类相关词3.2.4 和参照点同指的方位类相关
词3.2.5 表示参照点内部非任意区域的方位类相关词3.2.6 表示参照点内部任意区域的方位类相关词3.2.7 
表示参照点外部区域的方位类相关词3.2.8 表示非单一方向的方位类相关词3.2.9 不表示参照点内部区域
的方位类相关词3.2.10 只表示参照点内部区域的方位类相关词3.2.11 只表示空间语义的方位类相关
词3.2.12 不只表示空间语义的方位类相关词3.3 从语法上给方位类相关词分类3.3.1 不可进入“向XV”格
式的单纯方位类相关词3.3.2 可进入“向XV”格式的单纯方位类相关词3.3.3 不可后置的合成方位类相
关词：里外里3.3.4 只能后置的合成方位类相关词3.3.5 可受“最”修饰的可后置合成方位类相关词3.3.6 
不可受“最”修饰的可后置合成方位类相关词3.4 本书讨论的方位类词是语义类3.5 方位类词的核心和
外围4 现代汉语方位类词的空间语义及其隐喻4.1 空间语义的基本性4.2 空间认知方式和方位类词4.2.1 
凸显维度特征和方位类词4.2.2 空间关系和方位类词4.3 空间语义的隐喻4.3.1 隐喻时间4.3.2 隐喻社会关
系4.3.3 隐喻其他无形事物或关系4.4 方位类词词义的扩展方式4.5 空间语义中的方向、位置、处所4.5.1 
什么是方向4.5.2 汉语如何表示方向4.5.3 方位类词和方向4.5.4 位置和处所的本质4.5.5 位置、处所和方位
类词5 古代汉语方位类词——以《左传》为例5.0 引言5.1 单用的情况5.1.1 东5.1.2 西5.1.3 南5.1.4 北5.1.5 
左5.1.6 右5.1.7 上5.1.8 下5.1.9 前5.1.10 后（後）5.1.11 外5.1.12 里（裹）5.1.13 内5.1.14 中5.2 合用的情
况5.2.1 “东、西、南、北”合用5.2.2 “左、右”合用5.2.3 “上、下”合用5.2.4 “前、后”合用5.2.5 “
内、外”合用6 新旧方位类词的演变和交替7 方位类词的古今对比——以14个核心方位类词为例8 方位
短语9 方位类词的隐现10 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

章节摘录

　　同样是表比喻，《史记》中名词作状语表比喻的句子比例大于“如”、“若”比喻句，《世说新
语》情形相反。
《史记》中，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世说新语》中，不仅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而且方位
短语作状语大量出现，体现出近代汉语口语化的特色。
郝长留（1999）研究近代汉语短语的句法功能。
该文先将近代汉语短语共分十九类：主谓、动宾、动补、兼语、连动、偏正、数量、指量、并列、同
位、介宾、方位、处所、的字、之字、者字、所字、比况、固定。
然后文章逐一描述了十九类短语的句法功能，其中包括方位短语。
这类涉及方位类词而不以方位类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文献还有很多，本书不作详细的
介绍。
　　以方位类词（或相关的空间语义范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文献比较丰富，这些文
献体现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并且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2.1.1从语法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有些文献是从语法学角度出发来研究方位类词的语法特点。
例如：魏丽君（1991）从《史记》一书研究方位词在古汉语中的用法，该文对《史记》一书中的方位
词的特点和用法加以了一定的分析，对单纯方位词、合成方位词以及常与方位词组合的词分别进行了
讨论。
王恩林（1995）研究方位名词作状语的分类情况，该文认为方位名词加在动词前边作状语，表示动作
行为与方位的关系，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指向、朝向），即表示动作行为之所向；二是表示动作行为所及的范围或
处所，即表示动作行为之所在；三是表示动作行为之所自。
张世禄（1996）研究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他认为所有的方位词都可以表示处所，表示时间的
只限于“前、后、上、下、内、外、中”等几个。
方位词可以算名词的一个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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