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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把语言学相关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分析的专著，同时也是一部现代俄语词汇学的教材
，继承了一般现代俄语教科书的理论阐述体例。
介绍了现代俄语词汇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始终遵循语言与言语研究相结合的原则，试图通过语言
学与诗学交叉研究的方法在词汇层面上揭示艺术语言的特点。
每一个章节的理论阐述，都紧紧围绕文学文本的实例分析，还专辟一章，用词汇学知识对特定文学作
品进行综合考察。
此外，本书特另吐选编了几个附录，原汁原味地展示了与俄语词汇学密切相关的最新资料，其中不乏
名家之言。
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俄语专业学生归纳、总结所掌握的俄语词汇，对词汇学有较为系统的了
解，特别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学知识解决理论应用问题的能力。
所以此书力求实例详尽，文本分析细致，有理论阐发，但浅显易懂，是俄语专业各个方向本科生、研
究生跨人现代俄语词汇学研究门径的比较理想的读物，也是俄语语言文学爱好者认识词汇学与文艺学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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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建侯，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巴赫金研究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挂职副院
长。
研究方向为俄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独立承担并按时完成省部级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项，另有1项在研。
出版专著《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译著有《20世纪俄罗斯文学》
(第一译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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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 研究的体例　　自19世纪末以来，语言学与文艺学的交叉研究一直是俄国语文学研究的传统，
涉及不少俄国著名的语文学家。
总体上看，这一传统既符合语文学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现状，但在中国俄语语言
学学界，虽然李锡胤、白春仁、张会森、王加兴、黄玫等老中青学者都在强调并推广语言学与文艺学
交叉研究的视角，但与国外相比，对这一跨学科视角的重视程度远远落后。
实际上，从语言学角度说，文学名著是公认的言语典范；而从文艺学角度看，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特
殊的言语。
要想评价文学是如何参与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要想理解其话语的意义，必须首先认识它固有的特
殊性。
语言与文学、语言学与文艺学的这种天然的联系，早应该为我国俄语学界（俄语语言学界与俄语文学
界）所重视了。
　　由于教学任务的需要，本项研究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介绍俄语词汇学知识，二是用这些知识分
析具体的文学作品。
这是主要内容，两者并重，主要目的在于能够让学生对词汇学研究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的高度，帮
助他们了解、认识并最终掌握这门学科的某种研究方法。
所以，我们将按照词汇层的每个分类，譬如词义类型、同（近）音词、词汇来源、词汇与辞格的关系
、词汇的语体归属等等，选取对这些分类有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并对之进行语言学诗学的分析；此外
，我们也会选一些作品进行综合分析，如从词的多义、同义、近音以及违反词汇搭配规则（修辞上的
和语义上的）等角度来探讨双关与作品幽默风格的关系。
我们也将从作家如何用好和用活了词汇的角度，分析并发现现有词汇学理论某个或某些方面的漏洞与
不足，分析并归纳作家特有的用词规律，以便对某个或某些理论面进行必要的补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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