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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密笔记词汇研究（繁体版）》是以周密笔记为切入点，把周氏笔记中的语言放在宋代语言乃
至整个汉语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兼顾共时和历时的专题研究，因而它不同于简单的抽样调查。
周密笔记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就语言研究的层面分析，在这些从不同角度记录下的材料中，有的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的反映当时人们日常用语中有别于文言的成分；有的对当时的一些用语从当时人的角度作了记录和
分析；也有的通过仿拟的方式，在记载前代人物言行时保留了前代俚俗语言成分。
这些保存在笔记杂着中的材料，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有零星引用，但是缺乏系统的搜集和整理，使
用不便，多数未受到足够的注意；尤其是其中的百科词语及在叙述中夹杂在字里行间的俚俗语言成分
，更是有待发掘和整理。
有必要对笔记小说中这些对汉语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价值的材料作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为汉语史研究
提供更充足的材料，对前人的研究作填补疏漏、拾遗补缺的工作，促进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周密笔记杂着本身含有丰富的内容，是我们了解宋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数据，本项研究可以为读者解决
阅读中遇到的疑难语言问题。
通过对百科词语的语言学考察，为深入了解宋代社会文化提供更为可信的文本解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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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观，男，1974年9月生，四川南江人，文学博士。
现为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四川省语言学会会员，兼任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汉语
教研室主任。
主要从事近代汉语的研究及古籍整理。
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先后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四川省教育厅文科基地项目各一项，参研省级及以上项目三项。
参与孔子基金会项目、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项目《儒藏》和绵阳市方志办清道光版《绵州志》点
校工作；共完成五十余万字。
获绵阳市政府社科三等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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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花赏】　　宋时宫中给乐伎、侍从的赏赐。
《旧事》卷二《赏花》：“堂中设牡丹红锦地裯，自殿中妃嫔，以至内官，各赐翠叶牡丹、分枝铺翠
牡丹、御书画扇、龙涎、金合之类有差。
下至伶官乐部应奉等人，亦沾恩赐，谓之‘随花赏’。
”又卷三《重九》：“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
夕。
内人乐部，亦有随花赏，如前赏花例。
”《大词典》未收此词。
　　【台阁】　　宋代酒庳向官府呈验新酒时所执仙佛道具。
《旧事》卷三《迎新》：“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驾空飞动，谓之‘台阁’。
”台合本谓尚书台，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
《杂识》前集《送刺》：“又《杂说》载司马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之
。
”’《野语·自序》：“我先君博极群书，习闻台阁旧事，每对客语，音吐洪畅，缆欐不得休。
”《旧事》此例中称宋代酒库向官府呈验新酒时所执仙佛道具为台合，不知何据。
《大词典》“台阁”谓“宋代酒库于每年迎引新酒时所举行的游艺活动”，书证引《旧事》例，但词
典释义不确。
　　【御退】　　宋时称帝后赏赐给外臣的衣服。
《杂识》后集《簿录权臣》：“盖大臣之家平日必与禁苑通，往往有赐与，帝后之衣谓之御退，衣服
皆织造龙凤，他如御书，必籍以龙锦，又何足为异。
”又，“余妻舍有两朝赐物甚多，亦皆龙凤之物。
至于御退罗帕，四角皆有金龙小印凡数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诸阁分递相馊，无足怪者。
”此二例中，“御退”均明指帝后赐给外大臣的衣服。
《大词典》未收此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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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观所著的《周密笔记词汇研究》一书，涉及面很广，历史的跨度很大。
对周密笔记中的名物词、俗语词分门别类细致考察，描写了周氏笔记中百科词语的基本概貌，并根据
词汇间的个体差异采用最为合适的方法对四百余条词语作了个案分析，平面描写其分布状况，历时考
察其源流演变。
并参照《汉语大词典》等语文辞书，对未收或释义尚不周延或书证滞後的三百多个词语进行了匡补，
分析了周密笔记辞汇与辞书编纂的关系，突显周氏笔记辞汇研究在辞书编纂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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