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字符号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字符号学>>

13位ISBN编号：9787532530076

10位ISBN编号：7532530078

出版时间：2001-10

出版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黄亚平,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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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字符号学>>

作者简介

黄亚平：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文学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训诂学文本注释、汉语音韵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等。
先后发表《古注类型刍议》等论文数十篇，编撰各类著作 4种，独立完成 2部。
专著《古籍注释学基础》（甘肃教育出版社1995年）先后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项，国家级
（全国教育类）图书优秀奖 1项，并被资深专家评为“具有一定开创意义，为国内该领域填补空白之
作”。
十余年间，先后为中文系本科生、函授生开设了古代汉语、古籍注释学基础、训诂五讲、中国文化概
论等课程，为中文、历史等专业研究生开设了音韵、文字、训诂等课程，并为汉语本科班外国留学生
教授中国文化、听力、精读、泛读等课程。
现为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会员。

孟华：
男，47岁，文学硕士，教授。
研究方向：符号学、现代汉语。
主要成果：专著《符号表达原理》、《汉字符号学》；发表符号学、现代汉语方面的论文四十余篇。
全国符号与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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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史前汉字符号研究
第一章 对以文字起源为核心的汉字理论研究的反思
第一节 以许慎为代表的传统文字观及其不足
一、许慎的文字形成观和变异发展观
（一）形成观
（二）变异发展观
二、许慎的形体结构观
（一）六书说
（二）偏旁、部首
三、许慎的文字功能观
（一）文字的神话功能
（二）文字的社会政治功能
（三）文字的社会交际功能
第二节 语言中心主义的文字观
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及其文字观的反思
二、文字改革运动
三、传统文字学研究的语言转向
四、古文字学的兴起
（一）甲骨文研究
（二）金文研究
（三）战国文字研究
五、现代汉字学理论著作述要
六、史前汉字研究的符号学视阈
第二章 史前文字符号表达的多样性
第一节 汉字符号是视觉符号之一
第二节 史前汉字符号表达的多样性
一、造型表达
二、图画表达
（一）写实性图画表达
（二）写意型图画表达
（三）象征性图画表达
三、记号表达
（一）结绳
（一）八卦
（三）陶器上的符号与文字
1、半坡系陶符
2、大汉口、良渚系刻符与文字
3、龙山系刻符与文字
四、徽号表达
（一）史前彩陶族徽
1、神性意味氏族图腾性族徽
2、写意型图腾徽号
3、象征型族徽
4、记号型族徽
（二）商周铜器族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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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前文字的成因、特征及其向有史文字体系的过渡
第一节 史前文字形成的相关因素
一、与书写媒体有关
二、与专门从事者有关
三、与生存方式和生活理念有关
四、与社会文化的需求有关
第二节 史前汉字的特征
一、结构上的单体性和非线性原则
二、表达手法上的写意性和二次约定性
三、功能上的独立性和强制性
第三节 史前单体汉字向汉字体系的过渡
一、图画文字、记号文字、族徽文字的互渗：符号化
二、史前意象的符号化扩充和转移：转注
三、汉字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假借
四、汉字体系的理想境界：形声
下编 汉字符号的共时研究
第四章 汉字理论的符号学批评
第一节 本原主义文字观
一、本原主义的含义
二、本原主义的两种文字观
（一）本义中心论
（二）语言中心论
三、本原主义的两种文化观
（一）本义中心论意指君权
（二）语言中心论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三）本原主义的局限
第二节 德里达的解构文字观
一、德里达揭示的零度文字观
二、德里达对零度文字观的批判
三、德里达的文字观
四、德里达对汉字的看法
五、德里达的贡献
六、德里达的局限
第五章 汉字的结构
第一节 几种不同的汉字结构现
一、传统文字学的汉字结构观
二、现代汉字学的结构观
（一）字体
（二）构造单位及规则
（三）构造理据
（四）意指结构
三、汉字符号学的观点
第二节 汉字符号结构分析
一、汉字的形体系统
（一）形体结构
（二）汉字的形体理据
二、汉字是二级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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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第一级符号结构系统
（二）汉字第二级符号结构系统
第三节 汉字的结合方式
一、意义关系
（一）“六书”――传统的汉字意义关系理论
（二）“两书论”――汉字的两种基本的意义关系方式
二、标记关系
（一）结构对应性方式
（二）层级对应方式
（三）零度与偏离
三、汉字的相互投射关系
（一）汉字的能指性与汉字投射原则
（二）汉字是在所指投射中坚持能指投射的
第六章 汉字的功能
第一节 汉字的结构、系统和功能
第二节 汉字的表达功能
一、美学功能
（一）结体
（二）用笔
（三）章法
二、隐喻功能
（一）理据性
（二）意指性
（三）转义性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功能
一、汉字的遮蔽功能
二、汉字的投射功能
第四节 汉字的文化功能
一、汉字的“自源／合流”模式的文化动机
二、表意制度是汉字文化功能的最高表现
第五节 汉字的信息处理功能
一、汉字的编码功能
（一）汉字字形的信息多样性
（二）汉字形音关系的不对应性
（三）汉字形音义关系的不对应性
（四）不按词连写
（五）编码功能的语境变异性
（六）数字化指数低
二、汉字的代码转换功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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