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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吉艳的博士论文《汉语新词群研究》再次呈现在我的面前，她虽然已离校近两年，但在校三年
学习期间，刻苦钻研，对学问追求精神历历在目。
　　现在她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千里来信嘱写书序，遂使我回想起她三年的学习历程。
我的博士生的论文已出版30本，近几年来，好像出版频率明显高于过去。
已有谢之君、张辉、冯奇、代树兰、陈丽江、胡剑波、余素青、林玫、刘吉艳的论文先后问世。
这除了社会学术繁荣的原因之外，他们个人的努力也是主要原因。
　　刘吉艳论文研究的是汉语新词群现象。
主要从汉语新词群的产生原因、类型和特征、语义转化、发展预测以及在外汉教学中的作用这几个方
面进行探讨。
她对汉语新词群的研究主要是以词素为单位进行的，因为新词群是以共同词素（极少单音词）作为外
在形式标志，同时对于共同词素的探讨可以发现新词群中部分共同词素的语义虚化趋势，有利于规律
性的探求和发现。
　　论文在探讨新词群的产生原因基础上，对其结构类型、语义类型和按照共同词素特征划分的类型
进行描写，并总结出新词群的共同特征，即词素重合性、语义连接性、搭配选择性、词缀化倾向等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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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是汉语新词群现象。
主要从汉语新词群的产生原因、类型和特征、语义转化、发展预测以及在外汉教学中的作用这几个方
面进行探讨。
     本书在探讨新词群的产生原因基础上，对其结构类型、语义类型和按照共同词素特征划分的类型进
行描写，并总结出新词群的共同特征，即词素重合性、语义连接性、搭配选择性、词缀化倾向等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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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新词语词群，简称新词群。
新词群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新词群内成员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展。
　　这些以"群"的面貌出现的新词语，并不是单一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数量，而且呈现
出一定的体系性和完整性。
根据语言发展原理，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文化环境与语言词汇体系互动的结果，这种结果——新
词群现象，是错综斑驳、层出不穷的新词语大潮中具有较强规律性的一种语言现象。
它的形成受汉语构词法的制约，同时也存在偶尔的创新，与语义的发展和变化有密切关联。
这种在类推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规律性较强的语言现象，值得我们对之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根据我们对现阶段的新词群研究的成果的考察，发现很少有学者从语言现象人手，对新词群的产
生原因、结构类型、语义类型、意义变化、发展趋势、教学应用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考察。
大多是在对汉语新词语进行探讨时，对其中的词群现象稍有涉及。
同时，对于新词语词群内部词与词之间在结构上、语义上以及语法上内在联系性更鲜有学者对之进行
分析和阐述。
　　"汉语新词群现象研究"就是基于我们对身边语言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在现有研究状况的背景之下
产生韵。
我们在综合运用词汇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汉语新词群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全面考察。
共时研究，是抓住了汉语新词群的现时面貌对之进行一个全面的描写，包括汉语新词群的产生原因、
内部结构、语义变化、发展趋势、外汉教学等方面，是对汉语新词语词群现象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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