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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词典比较研究初探》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在词典研究领域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辛勤耕耘的成果
。
《语文词典比较研究初探》以现代语文词典为立足点，运用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心理学、
二语习得等诸多理论，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系统地对半个多世纪
以来我国语文词典，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和比较研究，发现并揭示了
我国语文词典不同的发展趋势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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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词典比较概述 1.1 什么是词典比较 比较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方法，通常是为了
一定的目的而对有一定关联的两个或多个事物，从某一个或几个角度进行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探究
各比较对象之间的区别或联系，或探究它们的相互作用或影响，或探索它们产生或存在的原因、条件
或背景，或预测它们的发展趋势或结果。
在本书中，“比较”常和“对比”换用，但意思不变。
 词典比较研究以语言学及其相关理论为指导，对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相同或不
同类型的词典，或同一部词典不同版本的总体及其内外部相关要素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其某种现
象的内外在原因，得出有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的结论，或预测其发展趋势。
这种研究基本要求及特点如下： 第一，必须采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避免就事论事。
词典本身就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是由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一些内外部
要素构成的整体。
因此，无论比较涉及词典的整体还是其内外部要素，都应根据系统的运行机理，把它们放在系统内外
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
这就是说，词典的比较研究离不开对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与外部条件之间的
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考察。
 第二，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
比较研究不只是为了简单地作出是非得失或优劣高低的表面评价，而是要透过表面现象去发现本质性
和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在必要时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三，必须在相关学科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这些学科除词典学和语言学的各个分科之外，还可能包括
诸如认知科学、计量学、统计学等其他相关学科。
 第四，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用事实说话，结论要具有说服力，因此不但要有一套操作规程，还常以
调查和统计为辅助手段，避免臆测或想象。
 第五，涉及范围较广，包括词典本身以及与词典有关的事物，甚至兼及词典的编者和读者。
比较的项目可大可小，大到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不同词典（如从古代的《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
当今的《汉语大字典》），小到词典中的某个细节（如某个词的释义或附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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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文词典比较研究初探》在对规范型、应用型及学习型词典的相同、不同类型及不同国别的学习词
典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语文词典转型的一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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