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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义与语音、语法相比，显得更为复杂，它不但属于语言学，还涉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
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数理科学、翻译学等学科。
语义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息息相关，它处于各种矛盾的思潮和各类学科的汇合处，是人类研究
的焦点，因此无论是在西方的语义理论中，还是在我国的语义研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观点众
多，学派林立”的现象。
单单就对意义的理解和定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就有几十种论述（
王寅，1992，1993）。
就像滚滚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一样，种种语义观在不断地相互启发、批判与继承的过程中发展至今。
　　语义研究不仅仅是个语言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人类认知的过程，反映了不同的语言观和
世界观。
在语义学这个大家族之中，成员如此之多，这是其他学科所少见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语义研究自有
迷人之处的道理，也揭示出其间深刻的内在矛盾；更反映出人们对牵涉自身生活的关切，当然也暴露
出人类对语义理论研究仍不成熟的缺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汉语界的训诂学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了近30本训诂学
专著，还成立了训诂学会。
在外语界，一批学者出国留学，不断带回西方最新语义理论，在短短二十几年中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并出版了约10本介绍西方语义理论和学习体会的著作和教材。
此时，中国进入了一个语义研究大丰收的高潮时期，这令西方学者刮目相看。
但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国内整个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外语界和汉语界两界人士未能很好
地携手共进，将中外语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对比论述，而多半是在各自的学术圈中谈古说今。
吕叔湘先生所说的英汉语言研究的“两张皮”问题，在语义理论的对比研究中尤为突出，这可从近年
来出版的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各类论文、论文集、专著中可见一斑，这一情形令许多有识之士甚为担忧
，认为不可再延续下去。
因此，在本世纪进行中西语义理论的对比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势在必行。
　　中西方民族风俗习惯各有特点，国情差异可谓甚大，语言也多有不同，对语义的认识和研究必定
也有仁者智者之别，自有长短。
但是有一条必须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西方语义学家不可忽视我国学者在语义研究方面的丰硕
成果，外语界的同事也必须避免只谈西方学者的理论，而忘记中国古人宝贵而又丰富的训诂研究，正
如苟子所言“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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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义与语音、语法相比，显得更为复杂，它不但属于语言学，还涉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
、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数理科学、翻译学等学科。
语义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息息相关，它处于各种矛盾的思潮和各类学科的汇合处，是人类研究
的焦点，因此无论是在西方的语义理论中，还是在我国的语义研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观点众
多，学派林立”的现象。
     本书主要从11个方面对中西方语义学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和对比，通过对比可见，西方语义学家所述
及的许多观点我国古代学者早有论述，而且有些观点比西方学者提出的要早很多，论述要精彩得多，
我国古代学者对语义理论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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