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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四十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集中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对《代词与意
义》一书内容的补充和修订。
本书广泛涵盖俄语及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诸多问题，主要涉及语法（首先是句法）理论、语法和词汇的
相互作用、作为语言系统核心单位的词、词汇学和词典学的普遍问题，以及语言意义和涵义理论、信
息类型学等。
读者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涉及语法学，还是涉及词汇学和词典学的著作中，无论在专门探讨口语特
殊结构的章节里，?是在对词的语义结构问题、词典学的现实理论问题的解决中，该书始终贯穿着统一
的”从形式到意义”的描写方法，这也正是什维多娃语言学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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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Н.Ю.什维多娃（1916—2009），——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语言学家，俄罗斯语言学界的卓越
代表。
她始终将保持、发展和丰富祖国语言学研究传统视为己任，倾其一生致力于语言单位的形式与意义的
整合性描写，特别是把语言体系性的思想贯穿其各领域研究之始终，将看似独立的语法学、词汇学、
词典学和俄语史研究统一在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之中，独树一帜，极大推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是俄罗斯语言学界居功至伟的人物之一。

　　什维多娃一生著述颇丰，先后发表170多篇学术论文及著作，主编和创作苏联科学院多部俄语语法
。
其中1980年的《俄语语法》创立了语言结构-功能整合描写的纲领，实现了结构语义学的原创性构想
，1982年荣获苏联国家奖金。
她主持编写的《俄语语义词典》开创了将俄语标准语所有词汇按语义类别进行分类和描写的先河。
1990年，她又作为著名的奥热果夫《俄语详解词典》的编辑和合作编写者获得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
希金奖章。
1997年，她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在去世前一直担任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并主持重大科研项
目“从语法和词汇体系、语法和词汇语义、篇章规律相互作用角度出发的俄语结构一功能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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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句法中的词
　作为18-19世纪俄语标准语句法发展史研究问题之一的词汇限制问题
　从18-19世纪俄语标准语中的性质二格的历史谈起(论句法中的词汇限制问题)
　俄语口语中作为句子语法意义成素的感叹词
　论俄语对话言语研究：重复一语句
　关于词组系统中的分析结构(由核心词操控的搭配)
　用于词的句法联系的词的范畴特性
语言?词汇系统·词·词在词典中的描写
　论包含于词中的积极潜能
　建构词的多角度描写的上下文类型
　作为俄语词汇系统主导的动词
　俄语动词的词汇分类(以捷克语义一成分分类法为背景)
　词汇系统及其在详解词典中的反映(人称代词的类别)
　词条的矛盾现象
　《俄语语义词典》研究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作者还是编者?(关于词典学家的责任)
语言指示系统·语言意义
　代词与意义(俄语代词类别及其所揭示的意义空间)
　　第一部分　作为语言意义结构基础的代词系统
　　第二部分　初始代词、它们的微系统及其意义潜能
　　结语
　关于动词
　以语言指示单位为基础的报道类型描写尝试
　关于意义交点的两则札记
　俄语表意词典的理论构想(节选自《俄语表意词典纲要“人的世界与周围世界中的人”》)
参考文献
作者学术成果编录
人名索引
附录《代词与意义(俄语代词类别及其所揭示的意义空间)》附表俄语指示系统基本单位图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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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对新时期标准语句法体系历史的研究包含着一系列与俄语语法体系发展的总体特点和速度相关
的特殊困难。
对该研究任务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一方面，它可以是传统上提出的对单个结构或者一组结构的历史的研究。
但是，在给自己提出目标要在较短且接近当下的时间里研究清楚结构的历史之后，研究者常常面对句
法结构本身缺少某些变化的事实，当然，这是以非常缓慢的语法体系变化为条件的。
因此，对单独选取的范畴的历史进行研究的传统方法，作为个别和独立的对象，在此并不适用。
尝试研究处于相对固定（但不稳定）的句法和语义相互关系之中的整个结构组的发展变化将是一个更
加合理、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方法。
这将是一个重建相互关系发展史，重建语义在使用上、存在环境中和相关句法现象修辞色彩方面变迁
的历史过程的尝试。
在此展现出广阔的研究视野。
相互关系系统比结构形式本身更加容易变化。
这些系统本质上就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正是处在经常变化和发展之中的历史句法现实。
　　2.但是如果这个或那个句法结构形式在最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外部变化，那么是否意味
着，在过去的时间里它没有任何内在的演变过程，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样的结论未免是片面的和不可信的。
问题在于，除了形式本身的变化之外（当它们存在时），除了与其他结构类型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方面
的变化之外，在使用上、存在环境中、在句法结构的变化过程中经常发生内在的结构功能条件的变化
，即句法结构和能够填充该结构的词汇材料之间关系的变化。
这些关系在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常常在整体上对模型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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