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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组织策划了《现代语言学丛书》，并于198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心
理语言学》（桂诗春著）。
迄今这套丛书已出版14部著作。
此丛书的主编、编委和作者都是我国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现代语言学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为推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17年后的1999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当代语言学丛书》，邀请黄国文教授和秦秀
白教授任丛书主编，并成立了由12位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
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对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有很高的造诣。
　　近两年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引进了“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39本和“牛津语言学入门丛书
”6本。
这些著作在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考虑《当代语言学丛书》的组稿原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处理好“引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
我们认为，阅读和钻研引进的原版书需要一定的英语基础；对于那些英语水平不太高的语言工作者和
语言学习者来说，仍有必要用汉语为他们“引进”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引进，而是与国际学者对话，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国际相关的学术领
域接轨。
我们需要创新，也必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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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年后的1999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当代语言学丛书》，邀请黄国文教授和秦秀
白教授任丛书主编，并成立了由12位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
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对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有很高的造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际词典学>>

作者简介

　　雍和明，1963年生于江苏。
1992年获苏州大学“现代英语”文学硕士学位。
曾赴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深造或访问研究，获麦考里大学语言
学博士学位。
现任广东商学院外语系主任、教授，受聘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担任“词典学”方向硕士生导师。
先后在《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辞书研究》等学刊发
表论文30多篇，出版编著3部，主编和参编英语词典与教材5部：独立承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1个，主持厅部级项目3个。
研究兴趣包括英语语法、应用语言学、词典学理论与实践：获广东省政府授予“南粤教坛新秀”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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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语言作为工具则是源于人类对它的使用。
人类通过使用语言来推进语言的演化，词典交际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展开。
词典是记录语言使用情况的载体。
所有优秀的词典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基于这样一条原则：任何时期的语言都会因为一直为人类所使用而
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否则语言使用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从理论上讲，语言变化的过程是难以直接观察的，人们只能观测到语言变化的结果。
但是，当代词典学家已经从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变化的方法中有所启发和受益，通过他们编纂的词典告
诉用户语言是如何被人们使用的，以及人们如何才能用好语言。
这是词典交际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必须达到的根本目标。
围绕这一根本目标衍生出一系列关于词典编纂的基本问题，如词典为谁而编？
词典用于何种目的？
应该收录哪些词项？
记录哪些用法？
如何对词项进行释义？
每个词条应该提供哪些信息？
早期的词典学家就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他们的回答带有局限性，并且过于实用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重要思想渐渐形成，并主导着词典交际：（1）所有重要的词以及所有关于这
些词的重要信息都应该反映在词典之中，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对许多人来说是完全熟悉的；（2
）关于词的信息应该基于所收集的佐证、语言使用中的实例之上。
据此，词典编者的根本任务便可以看做是对语言佐证的研究、归类、评判和诠释，而不仅仅是对编者
所知道或所相信的东西进行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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