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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拙著《语林探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之后，感触良多。
该书的编审写了“内容提要”提醒读者注意，“本书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系统地反映和研析了古
代及现代的语文诸现象，涉及文学及有关边缘学科，巧妙地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达了本属深奥难懂的
学术研究成果，使‘阳春白雪’变成了‘曲高和众’的雅乐，有利于增进知识、提高阅读、欣赏与表
达能力，对广大语文爱好者及语文工作者颇具参考价值”。
　　上述嘉誉，愧不敢当，唯愿以为永生之鼓励与鞭策，俾老马奋蹄再尽余力。
今另积有拙文近百，经筛选，愿继就教于同道学人。
许多篇为近年新作，不避谫陋，酌选若干有重要见解者，长论短议（长论三万余字，短的一二千字）
，兼收并蓄，集结成册。
记得一位同乡前辈著名数学家在给我颁发“上海市高校文科著作、论文特等奖”时说过：“在某种意
义上，教学比一般科研难。
教师先要懂透教学内容而后教懂学生，学生懂了要会得用，用要见成效，经过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而
得到真理性的证明。
”我深表赞同，更在教学上狠下工夫，同时更力求教学结合科研，科研促进教学，相辅相成，因而许
多拙作多寓教研陋见。
　　桑榆虽晚，而问学之心未已。
拙论《复音词的产生主要是应词汇内部调节需要》发表后，河南大学沈怀兴教授《汉语词汇复音化新
探》一文在论述“七十年来汉语词汇复音化的成因的研究”中，剖析包括高本汉、王力、张世禄以来
的众多学者的申论，指出“真正能够集过去七十余年研究之大成的文章，只有许威汉一篇（1988年）
。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2000年第12期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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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威汉语文研究文存》汇集了作者数十年来在汉语研究上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涉及训诂
学、汉字史、词汇学、语法学等多个语言学领域。
《许威汉语文研究文存》作者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名
誉教授，韩国留学生（博士生）导师。
先后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国学大师唐文治攻古文献；从复旦大学郭绍虞、朱东润、张世禄等
攻文学和语言学。
发表文学、语言学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
获高校文科论著特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奖，获国家教委、人事部等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奖章，
获国务院颁发的高校教育突出贡献证书，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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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师范犬学名誉教授，韩国留学生（博
士生）导师。
1926年出生于浙江苍南。
先后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国学大师唐文治攻古文献；从复旦大学郭纠虞、朱东润、张世禄等
攻文学和语言学。
发表文学、语言学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
获高校文科论著特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奖，获国家教委、人事部等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奖章，
获国务院颁发的高校教育突出贡献证书，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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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研究的考辨论晚清一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研析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一
失之我见谈训诂学研究谈研习训诂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谈汉字的发展演变论汉字发展的趋势漫谈汉字
体态及其演变因素略论汉字与汉语的适应性简论《说文》研究对词汇研究的启示汉语词汇学引述论汉
语词汇体系复音词的产生主要是应词汇内部调节需要语词研习的认知与实践论词义学习王力对词音义
关系的理性综合的概示——兼述何九盈、蒋绍愚对王力概示的施用佛经音义研究的新收获——首届佛
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论《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汉语白话发展史》叙论论杨树达力作《
词诠》汉语语法学历史画卷的成功展示——论《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古汉语语法习研导论古汉语语
法研究三议议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取向简论汉语学和语文学古汉语教材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张世禄
在文字学上的贡献王力在词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语文学科的方法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展望模糊语言学聋
哑人的思维问题《南北朝的诗和散文》自评和补议浅谈格律诗的认识与创作从古代作品中看用词的正
确、简练与生动《孙子》研习丛议丛论古籍·章句·训诂·句读·注释——兼论古书的阅读与研究试
论20世纪传统训诂学的新发展序言·书评《戴震全书》序言《孙子世系考述》序言《(慧琳音义>研究
》序言《玄应研究》序言《汉语词义学》序言《汉字古今义合解字典》序言《古汉语精解词典》序言
《中国文化源》序言《简明文言语法》序言“语言书林”序言评《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词义学
与词典学研究的新成果《扬雄(方言>集释》读后札记·随想·答疑·小考“理”的承继与发挥的论述
评要——陈白沙研讨会发言辑录故作高深，非学林正轨端正文风，达到文质相资从纳西东巴文假借字
研究所想到的文言文中的省略答语文教师的提问——针对所提有关语言文字的学用问题苏州悬奖征联
与澳门悬奖征联之缺憾“俊”与“隽”同异说《兮字的读音》一文指误附录缅怀、追记恩师——一代
文化巨人唐文治老校长学习教研历程断片新拟诗韵、词韵合检(兼上溯《切韵》，下及曲韵)笔者著作
、主编、主审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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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语言的模糊性展望模糊语言学　　语言用于人类交际活动，始终具有模糊性特点。
这一模糊性特点，并不影响交际活动的有效进行。
　　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音，即语言的物质结构系统，它的模糊性是很明显的。
比方说，汉语里“a”这个音，可以是前元音a、央元音A和后元音a，可是汉语拼音方案却都只用一个a
来代表。
汉语拼音方案这个a除了表示央元音之外，在ai里属于前元音，在ao里属于后元音。
如果把a这个音细加分析的话，还可以分列出许多不完全相同的a来。
可是这许许多多的a在语言的实际交际使用中，人的生理机能是很难把它明辨出来的，事实上也无辨
别之必要。
因此，汉语拼音方案以简驭繁，只用一个a来概括，并用它来对汉语语音作一般的描写。
这种描写当然谈不上精确，但是不影响实际应用。
再比如汉语里的轻声念得十分模糊，它的调值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它仍不失区别词义的作用。
其他如语流音变现象（包括同化、异化、弱化、脱落、交替等）、同音现象（“教室，，与“教士”
、“报复’’与“抱负”之类）等等都不排除模糊性，但并不因而导致影响语言交际职能的发挥。
　　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词汇，也具有模糊特性。
比如“红”这种颜色，古代表示它由深到浅的不同程度有“绛、朱、赤、丹、红”（后来“红”与“
赤”没有区别）；现代可以有“深红、浅红”的说法，也可以通过加程度副词“很、极”之类，说成
“很红、极红”等等，而这些究竟表示“红”到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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