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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随着时间转移，地域更迭，汉语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那么，从
古到今，汉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各个时期不同地域有哪些差异（变异）？与周边其他语言间发生过
那些影响？这些变化、变异、影响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规律？为什么会发生？与世界上其他
众多语言相比，这些变化、变异、影响哪些是汉语特有的，哪些是更多语言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如此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汉语史研究者需要加以解决的。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有可靠的语言材料。
值得庆幸和骄傲的是，我们保存有殷商以来历代用汉字记录的文献典籍，这是研究其他语言所难以匹
敌的有利条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任何一部文献随便拿来就可以作为汉语史研究资料的，比
如由于言文分离，书面文献反映的未必是当时口语，由于时代久远、辗转传抄，后世的版本未必保持
着原来的样子，这就需要从浩繁的文献中筛选那些能够较多地反映当时口语特点的语料，需要对相关
文献加以整理、校勘。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不是汉语史本身，却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环节。

Page 2



《近代汉语研究索引》

内容概要

《近代汉语研究索引1987-2007》内容简介：“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随着时间转移，地域更迭，汉
语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那么，从古到今，汉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各个时期不同地域有哪
些差异（变异）？与周边其他语言间发生过那些影响？这些变化、变异、影响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
有什么规律？为什么会发生？与世界上其他众多语言相比，这些变化、变异、影响哪些是汉语特有的
，哪些是更多语言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如此？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汉语史研究者需要加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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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拿”的语源／齐冲天／／文史知识，2001.3“感冒”小考／彭磊／／汉字文化，2001.3“指日”语义
探源／周建成／／古汉语研究，2001.4近代汉语词义辨正(二则：甫能、七林林)／秦存钢／／泰安师专
学报，2001.4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史演变／崔宰荣／／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2001.11诗词曲语
辞续考／王镆／／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2001.11略论短语词“睡觉”词义与结构的演变／徐时仪
／／语言问题再认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和尚”的语源及其形义的演变／储泰松／／语
言研究，2002.1帘押小考／黄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近代汉语语词举正／宋开
玉／／古汉语研究，2002.2从来源与演变看“裹足”的释义／汪少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2.2 H1语言文字学，2002.7说“令尊”及其它／周志锋／／辞书研究，2002.3“贤”字词
义探讨／蒋信／／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3“会儿”探源／吴波／／辞书研究，2002.4同根词“玉”
文化考察／唐瑛／／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论时间标志词的来源与流变／杜翔／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2.4“草”的词源和俗词源／汪化云；张志华／／汉字文化，2002.4古剧脚色
“捷讥”来源考／康保成／／文史(总第六十一辑)，2002.4“割股”词义的演变／刘光明／／池州师专
学报，2002.4“男女”略考／郝志华／／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跳槽”一词探
源／鲍延毅／／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0期)，2002.5释“种火”、“顶门”／蒋宗许／／辞书研究
，2002.5“娘”字小考／俞理明／／汉语史学报(第二辑)，2002.5从“患饥”“患渴”谈“患”的用法
及演变／栗学英／／咸宁师专学报，2002.5“不待见”试释／张泰／／江海学刊，2002.6也释“牙婆”
／武荣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高中语文第三册注释献疑／岳泽和等／／语
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2.9释“粪土”／李索／／语文建设，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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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6年7月，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高中语文教师的岗位，被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报刊资料室工
作。中文系资料室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已积累图书六万余册，报刊合订本一万余册。
资料室琳琅满目的书籍立即吸引了我，我开始与资料室结下了不解之缘。高校资料室是“为教学科研
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我在思考，除了日常管理工作之外，如何为教学科研服务？我喜欢语言学，近
代汉语是汉语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之一，当时学术界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于是就决定收集近代汉语研
究方面的专题资料，为研究者提供线索。对近代汉语的认识，也是在阅读有关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逐
步加深的。所谓近代汉语，蒋绍愚先生认为：“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
用的汉语。”（《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
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和‘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
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似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
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所以，本索引把《红楼梦》、《歧路灯》、《儿女英雄传》等
也收录在内，收录的时段是从唐初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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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汉语研究索引1987-2007》为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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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所收的研究成果还是有局限，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按图索骥。
2、编者不是专业人员，导致索引所收论文范围不明，虽然提供了很多线索，但是编排颇觉混乱。夸
张一点说，其实编者还搞不清近代汉语是什么，不是说近代文献都是近代汉语写的，也不是所有文献
问题都能纳入到近代汉语的范围里面来的，范围设定不清楚，具体的小类划分不明，编出来的索引当
然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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