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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词汇的重要性，如李如龙先生就提出“对外汉
语教学应以词汇为中心”的观点。
近几年来，通过对比研究来完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汉语和英语词汇总特征、构词法、词汇理据、词的搭配等对比研究已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得到宏观的论
述，如潘文国的《汉英语对比纲要》、邵志洪的《英汉语研究与对比》、何善芬的《英汉语言对比研
究》等。
这些专著为汉语与英语词汇对比研究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研究中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注重以某类词为研究对象，从构词方式、造词理据、认知模式
、文化内涵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的描写、细致的分析、微观的解释；其后，再将这些研究成果引入到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中，以增强汉语词汇教学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这样的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例如，对汉语“心”词群的研究，就我们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就有：①王文斌《论汉语“心”的空
间隐喻的结构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②齐振海《“心”的隐喻——基于
英、汉语料库的对比研究》（《外语研究》2003年第3期）；③吴恩锋《论汉语“心”的隐喻认知系统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④张建理《汉语“心”的多义网络：转喻与隐喻》（《修
辞学习》，2005年第l期）；⑤冯英《汉语“心”词群的造词造字理据》（《语文学术》，云南民族出
版社，2005年）；⑥陈枫《（说文）“心”都字的语义范畴》（《汉字义符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6年）等。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和推动了汉语词汇研究，也丰富和推动了汉语与非汉语词汇的对比研究，而且
还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汉语与非汉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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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1)》是《认知词汇学研究丛书》之一的《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
究(1)》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汉英语反义形容词的修辞特点、英语反义形容词的修辞特点、汉语反
义形容词的教学策略、汉语动物词的文化内涵、汉英语“言说类”词语对比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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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类”词语的构词方式对比第三节 汉英语“言说类”词语的语义类别一、汉语“言说类”词语的
语义类别二、英语“言说类”词语的语义类别三、汉英语“言说类”词语的语义认知比较第四节 汉英
语“言说类”词语的隐喻认知一、汉语“言说类”词语的隐喻认知二、英语“言说类”词语的隐喻认
知三、汉英语“言说类”词语的隐喻认知比较第五节 汉语“言说类”词语的教学策略一、对比类比策
略二、联想记忆策略三、语义结构策略四、隐喻认知策略五、文化认知策略六、网络归类策略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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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动物词的语义范畴四、汉英语动物词的语义对应模式第五节 汉英语动物词的隐喻认知对比一、汉英
语动物词隐喻的宏观对比二、汉英语动物词隐喻的微观对比——以禽鸟类动物词为例第六节 汉英语动
物词的文化对比一、汉语动物词的文化内涵二、英语动物词的文化内涵三、汉语“狗”与英语“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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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的世界五彩缤纷，色彩将我们的生活装点得绚烂多姿。
丰富的色彩需要与之匹配的颜色词来描述，这也为颜色词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颜色词也随
着色彩的增加而变得纷繁复杂，构成了庞大的词汇系统中一个引人关注的子系统。
　　颜色词属于词汇范畴，那么什么是词，什么是复合词，什么是颜色词，这些基本的定义是我们在
研究颜色词之前必须界定的问题。
　　语言学上要给词下定义非常不容易。
索绪尔（1916）曾经说过：“对词下任何定义都是徒劳的。
”事实上，不仅是下定义难，要想把词和语素、短语清楚地区分开来也很难。
自从1933年布龙菲尔德发表《语言论》以来，复合词和短语的界限就一直困扰着语言学家。
吕叔湘（1959）对汉语词和短语无法清楚区分的原因有过精辟的分析：“汉语的词之所以成为一个争
论不休的问题，是因为汉语的形态标志极其贫乏，汉语的主要构词手段不是派生而是复合，因而词的
界限不能一望而知。
”胡明扬（1999）也认为：“谁想推出一种‘一体遵循’的分词规范是不现实的。
”（以上均转引自朱彦，2004：273-275）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对词进行基本的界定，因为这直接
关系到颜色词系统中颜色词语的选择。
汉语“词的界定有两种路子，一种路子就是根据最宽泛的标准，把双音节复合单位都当做词，而后分
别建立从严的标准区分出不同典型度的词；另一种路子就是根据最严格的标准把双音节复合单位都当
做短语，而后分别建立从宽的标准按典型度区分出各类词”（朱彦，2004）。
我们采用第一种分法，将那些一般认为的典型的词和亦词亦语的中间单位都囊括其中。
　　学界通常给复合词下的定义是：复合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具有新的不可分割的意
义的词。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董秀芳（2004：4l～42）对复合词的见解有独到之处，她认为汉语中的复
合方式包括词根复合和词复合两类，且词复合是更为典型的复合方式，并以“在英语中，com-pound
word（复合词）就定义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起来而构成的新词”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更认同董的观点，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中，我们都不会将computer table（电脑桌）和“汉语书”
判断为短语，这是凝固的整体，具有新的意义。
在邢福义、汪国胜（2003：178）主编的《现代汉语》中提到了“合成词的层次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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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