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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以语义类的方位词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将文献中出现的所有方位
词形式都作为统计和分析的对象，还要根据其语法单位的特点来分类统计和分析，其中主要是对词和
语素进行区分。
《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不将方位语素作为统计用例。
原因是方位词是汉语的基本词，进入词的层面是非常多的，例如它们可以成为专有名词（如地名、官
名等）的构词语素，如果将它们都作为统计用例，将无法在历时层面上进行有效的对比，例如由于内
容特点，有些文献专有名词出现的多，有些则少，如果都统计下来，出现频率高的方位词并不一定是
语言中真正活跃使用的语法单位，因此无法反映方位词真正的使用特点，更谈不上进行共时和历时的
对比了。
所以，本书在统计中并不严格区分语法研究中所说的词和词组，但严格区分词和语素。
因为词和词组是语言中的活跃因素，是使用单位，而词素只是材料单位，并不具有使用上的活跃性。
　　汉语作为孤立型语言，语素构成词、词构成词组的规则大体是一致的，尤其是方位成分出现在修
饰性位置如定语、状语等位置时，与汉语的词法一致，很难区分出词和语素，这增加了划分的难度。
因此，《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特拟定区分词和语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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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选题缘起一、方位词系统研究的不平衡使得研究无法深入二、方位词系统变化最
突出的时期是中古时期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内容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第四节 研究方法一、共时描写
与历时比较相结合二、语义研究和语法研究相结合三、语义动态分析和语义静态分布研究相结合四、
描写归纳和解释分析相结合五、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第五节 语料统计原则一、同一性界定的原
则二、区分词和语素的原则三、本书所使用的符号和缩略语第六节 调查文献说明第七节 相关研究综
述一、方位词研究概况二、现代汉语的相关研究三、古代汉语的相关研究第二章 方位词概说第一节 
方位词的内涵与外延一、方位词的两种不同界定角度二、方位词的内涵三、方位意义四、方位意义的
专职化与方位词的形成五、方位词的层次体系和范围第二节 方位词的意义一、方位词的具体空间意义
二、方位词非具体空间意义三、方位词指代用法及意义第三章 中古汉语方位词的形式系统第一节 中
古汉语方位词的结构类型第二节 中古汉语方位词的具体形式第三节 中古汉语各语义类方位词单复音
节 形式的差异一、中古汉语各语义类方位词单、复音节 形式种类数差异二、中古汉语各语义类方位
词单、复音节 形式用例差异第四节 中古汉语方位词形式系统情况小结一、中古汉语方位词结构类型
的特点二、中古汉语方位词结构类型的发展第四章 中古汉语方位词的意义状况第一节 中古汉语各类
方位词的意义状况一、中古汉语&ldquo;上&rdquo;类方位词的意义状况二、中古汉语&ldquo;下&rdquo;
类方位词的语义状况及分布三、中古汉语&ldquo;前&rdquo;类方位词的意义状况四、中古汉语&ldquo;
后&rdquo;类方位词的意义及分布五、中古汉语&ldquo;左&rdquo;类方位词的意义状况六、中古汉
语&ldquo;右&rdquo;类方位词的意义状况&hellip;&hellip;第五章 中古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第六章 中古
汉语方位词的特点及方位词系统的确立参考文献附录一 语料来源附录二 单音方位词的功能分布附录
三 双音方位词的功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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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方位词概说　　第一节　方位词的内涵与外延　　一、方位词的两种不同界定角度　　
既然探讨&ldquo;方位词&rdquo;，就应对它的内涵和外延有充分的认识。
&ldquo;方位词&rdquo;这一名称是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提出来的。
最早使用&ldquo;方位&rdquo;名称并进行界定的学者是陈承泽，他认为&ldquo;字之表&lsquo;物&rsquo;
、&lsquo;时&rsquo;、&lsquo;所&rsquo;或&lsquo;物&rsquo;、&lsquo;时&rsquo;、&lsquo;所&rsquo;之一部
者为名字&rdquo;，而&ldquo;表所之一部之名字&rdquo;分为三种，&ldquo;方位&rdquo;是&ldquo;表所
之一部之名字&rdquo;的&ldquo;第三种&rdquo;，&ldquo;如&lsquo;中&rsquo;、&lsquo;旁&rsquo;
、&lsquo;上&rsquo;、&lsquo;下&rsquo;、&lsquo;左&rsquo;、&lsquo;右&rsquo;、&lsquo;前&rsquo;
、&lsquo;后&rsquo;、&lsquo;东&rsquo;、&lsquo;西&rsquo;、&lsquo;南&rsquo;、&lsquo;北&rsquo;
等&rdquo;（陈承泽，1922）。
可见，&ldquo;方位字&rdquo;（即方位词）是&ldquo;名字&rdquo;（即名词）中根据语义特点划分出来
的一个小类。
这类词语的发现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人们开始关注这类词。
但是，早期对方位词的研究并没有明确这类词语到底是语义类还是词类，因此对该类词的性质和地位
鲜少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词类研究开始关注这类词语，往往出现在名词的介绍和研究章节之中（黎锦熙
，1924；吕叔湘，1944；王力，1942）。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方位词意义和功能进行认真考察之后，又产生了两个新的认识：第一，方位词与
处所词和时间词并不处在一个平面，因为&ldquo;处所词常常带&lsquo;上、下、前、后、里、外、内、
中&rsquo;这类字，时间词也常常带&lsquo;前、后、里、外、内、中&rsquo;这类字（丁声树，1961）。
&rdquo;第二，两种不同音节形式的方位词在意义和功能上并不完全一样。
单音节方位词比双音节方位词在意义上具有更明显的泛向性（吕叔湘，1965）。
功能上，单音节方位词则具有黏着性，多后置于其他词语使用，而双音节方位词如&ldquo;上头、中间
、以前、之后&rdquo;等，既能像单音节形式一样后置于其他词语使用，也能单独使用。
　　单音节和双音节方位词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差异并未在词类划分中体现出来，大多数现代汉语教材
及专著仍把它们归入一类，并列入名词或体词（张志公，1956；黄伯荣、廖序东，1991；邢公畹
，1992；胡裕树，1995；储泽祥，1998）。
一般的定义是&ldquo;表示方向或（相对）位置的词&rdquo;，&ldquo;分单纯的和合成的两类&rdquo;。
其中，&ldquo;单纯的一般不单独使用&rdquo;，&ldquo;合成的一般可以单独使用&rdquo;。
单纯的方位词是&ldquo;上、下、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里、外、内、中、问、
旁&rdquo;；合成的方位词由单纯的方位词以下面的方式构成：①前边加&ldquo;以&rdquo;或&ldquo;
之&rdquo;，如&ldquo;以上、之下&rdquo;；②后边加&ldquo;边、面、头&rdquo;，如&ldquo;前边、左
面、里头&rdquo;；③对举，如&ldquo;上下、前后、里外&rdquo;；④其他，如&ldquo;底下、头里、当
中&rdquo;。
这一定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ldquo;方位词&rdquo;词条中仍被引用。
这就是方位词的第一种界定方式，是语义角度的界定。
至此，&ldquo;方位词&rdquo;已基本上被用作词类名称，是用其语义特点来界定的，并通过列举的方
式来说明的一个词类。
不过，以语义特点界定方位词，在该词类范围上的争议颇多，不同观点差异很大。
例如，有人认为&ldquo;间、边、附近、四周、两旁、四周&rdquo;等是方位词，有人则认为不是。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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