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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由作者的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修改而成，除个别问题有所改动外
，基本保持原貌。
　2001年秋我负笈江南求学，在导师黄金贵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古汉语专业的学习与研究，论文的撰写
与完成，花费了先生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论文完成后，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先生，南京大学滕志贤先生，复旦大学胡奇光先生，南开大学向光
忠先生、杨琳先生对论文进行了评阅。
由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先生，南京大学汪维辉先生，浙江大学祝鸿熹先生、黄金贵先生、方一新先生
、王云路先生，杭州师范大学汪少华先生组成答辩委员会听取了作者的答辩。
诸位先生对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浙大求学期间，我有幸得到祝鸿熹、张涌泉、方一新、黄笑山、池昌海、许建平等诸多先生的教诲。
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师姐李海霞的博士论文《汉语动物命名研究》一直陪伴我多年，其名物命名研究的方法对我的论
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特别说明，并深表谢忱。
昔日的学友王国珍、高列过、张小平、崔涛、包丽虹、季芹、张小燕，我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这
份沉甸甸的同学友谊，使我永记心中。
　　本书有幸成为200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0699），并得到了学校科研部
门领导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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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名物命名的相对可论证性认识的基础上对古汉语植物命名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通过对单
个植物命名的具体考释，总结和归纳了植物命名的特点和规律。
　　本书总结了前人植物释名中存在的错误表现，并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通过与源义素的对比，分析了植物命名义的意义性质、构成及特征，并归纳了几种探求植物命名义的
有效方法。
认为植物命名取象选择规律与人们在植物命名过程中的思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本书还从音义联系、词的形成的角度，描写与归纳了植物命名造词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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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宏姣，女，1974年生，吉林省松原人。
2001年毕业于延边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中文系
语言教研室主任。
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已在《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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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史略　　第一节 古汉语植物命名微观研究　　一、先秦与秦汉间的
植物命名研究　　名物命名的研究应是伴随着先秦“名实”理论的探讨和一些具体声训的出现而产生
的。
早在先秦时期，围绕名与实的关系、正名的有关概念等问题，儒家、名家、墨家、法家、杂家等都进
行了广泛的讨论。
孔子首先提出了正名的目的和意义，公孙龙最先从理论上揭示了逻辑正名和哲学正名的原则，后期墨
家不仅讨论了“名”的概念性质和语词性质，还提出了概念之名的划分原则和不同种类，荀子则提出
了一个正名学说的理论体系，韩非和《吕氏春秋》等也对正名学说提出了补充。
虽然先秦的正名学理论讨论的多是哲学与逻辑学问题，但对于语词的名实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
探讨。
例如墨子最先提出了语词之名的约定性质：“君、臣、萌，通约也。
”意思是说，“君”、“臣”、“萌”（民）这三个名（词）是大家共同约定之名。
《荀子·正名》则提出了“制名以指实”、“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以及“单足以喻则
单，单不足以喻则兼”等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学思想和主张，其中以“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
谓之宜。
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一论点最为著名，这就是语言学史
上著名的约定俗成说，被称为“我国语言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以声音为线索来训释词义，推求事物的得名之由。
例如，《周易．说卦》：“坤，顺也。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
”《孟子·滕文公上》：“徼者，徼也。
”“顺”与“坤”（同韵）是利用音同音近字相训；“正”与“政”是利用声旁字训释形声字；“徼
”（徼取）与“徼”（周代赋税名称）是利用同形字为训，这三者正是声训最常见的方式。
　　对于植物名称由来的探讨在先秦与秦汉间没有真正的出现，这可以从《山海经》与《尔雅》两部
书中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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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还从音义联系、词的形成的角度，描写与归纳了植物命名造词的方式方
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