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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论》

内容概要

好几个学科都关注语义问题，各有自己的角度，本书是一部语言学的著作，不是其他学科特别不是哲
学的著作，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语言学中的语义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我只能就自己熟悉的，有些心得体会的问题中的某些方面，写
出来与大家共同研讨。有些也许是读者关心的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写到，只好请求原谅了。
    本书大部分内容，在几所大学的研究生专题课和几个全国性教师进修班以及北大本科生课程中讲过
。我还发表过有关内容的若干论文。这些是我写作本书的基础。自然，书稿有它自身的系统性，写作
时对材料和论述都重新作了安排，并加进了我一些新的考虑。我力求写得更好一些，但到1989年秋天
，健康上的原因迫使我不得不就此搁笔。
    伍铁平同志是本书未定稿最热情而细心的读者和评论者。看过本书未定稿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的还
有刘勋宁、王远新、孙景涛诸同志；何九盈同志看过第四章并提了意见。谢谢他们和其他鼓励我写作
并让书稿早日问世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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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薄，简单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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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论》

章节试读

1、《语义论》的笔记-第43页

               同一语言在不同时代，词义的概括情况也不尽相同，因而也不能以此一时代的情况为标准去要
求彼一时代。例如，古汉语曾经以“沐”“洗”“盥”“浴”四个词分别表示洗头、洗脚、洗手、洗
身4个行为，现代汉语则一概说洗，不能比照古代汉语而说现代汉语的“洗”有洗头、洗脚等四个语
义单位。

2、《语义论》的笔记-第48页

               历史短的词，本义易于确定；历史长的词，本义不一定好找，特别是本义已经早不是用的。例
如“表”是很早见于先秦古籍的词，东汉时许慎认为他的本义是“外衣”，近人的研究纠正了这一误
解，指出“表”的本义指裘的有毛的这一面，古人穿皮衣服，皮子有毛的一面在外，所以“表”字在
篆文中从“毛”。“外衣”义是后来派生的。

3、《语义论》的笔记-第47页

               例如，“引”的本义是“开弓”，“引而不发”就是说把弓拉开而不把箭射出去。由“开弓”
义派生出“延长”义，如“引领”就是伸长脖子，由此派生出“延请”义，如“引赵使者蔺相如”。
还由“开弓”义派生出“导引”义，如“引河水”“引兵”，现在还有“引路”。由“导引”义又派
生出“惹起”义，如“引火”。
    又如，“主”的本义是火把，甲骨文的火字就像点着的火把。远古时期，夜晚一个火把往往是团聚
人们的核心。由此派生出“主人、君主”等义，进一步派生出“主持、主要”等义。

4、《语义论》的笔记-第33页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定义为“无羽两足的动物”，一共提到三个特征：“动物”“无羽”“两
足”，都不是人的本质特征，然而合在一起确实足以使“人”与“非人”区别开来。
    词的理性意义与概念对所指物的反映都是概括反映，也就是说，都能反映某类事物普遍具有而又足
以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征。这里说“足以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征”是有意回避提“本质特征”。
本质特征固然是足以使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征，若干非本质特征的组合也可以使这一事物
与其他事物相区别。

5、《语义论》的笔记-第18页

               由于“俗词源”的产生，某些词可以新生某种内部形式或改变原有的内部形式，从而新生或改
变了非理性意义，尽管这是讹变。例如，“西瓜”借自女真语的xeko，然而现在人们理解“西瓜”为
从西域引进的一种瓜。又如“望洋”本是联绵词，语义不可分解，本义是“视觉模糊”或“仰视貌”
，但后世人们多理解为“望着海洋”，从而把成语“望洋兴叹”理解为“望着海洋儿感叹”，以致仿
此格式新创了“望书兴叹”“望钱兴叹”等等说法。
    “水泥”强调此种事物加水搅合后如泥状，“洋灰”强调此种事物是外来的某种粉末状物品，两者
理性意义相同，但因不同内部形式而带来的形象色彩不同。“西红柿”和“番茄”都强调标示的事物
是从外面引进的，前者突出如红柿子的外形，后者突出茄子的形象，两者理性意义相同，但形象色彩
不同。

6、《语义论》的笔记-第22页

               个人对词的运用的创新，在取得社会承认以前，是偏离语言义的言语义；取得社会承认以后，

Page 4



《语义论》

转化成语言义。例如，“老乡”在建国初期只有“对不知姓名的农民的称呼”一义，后来，一些人用
它指“同乡”，再后来，“老乡”的“同乡”义普遍通行，在口语中这一意义上的“老乡”甚至几乎
完全取代了“同乡”。“老乡”之“同乡”义就经历了由言语义到语言义的转化过程。

7、《语义论》的笔记-第17页

               具有相同理性意义的词，可因内部形式不同而带不同的非理性意义，如“留声机”和“唱机
”(限发明电唱机以前)两者指称同一事物，表达同一概念，理性意义相同，但前者强调它贮存声音的
功能，后者强调它放音的功能，两者所附加的非理性意义有区别。又如“水泥”和“洋灰”，“电子
计算机”和“电脑”。
    “椅”来源于“倚”，“椅子”之为“椅子”，与它有靠背可以倚靠有关；“婚”有“结婚”的意
思，与古时候男女成亲的仪式通常在黄昏举行有关。

8、《语义论》的笔记-第46页

               语言学界争论过“反训”问题，“美恶同辞”问题。首先要分别，讨论的是共实现象还是历时
现象。作为历时现象，词义是可以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无论理性意义还是非理性意义，例如，“乱”
由“治理”义转化为“紊乱”义，“爪牙”的感情意义由褒而贬。作为共时现象，就要分别理性意义
和非理性意义来说。理性意义，是不允许在共时系统内在同一个词中包含两个相反的语义单位的，因
为那违反概括性原则。例如古时“臭”，既指香气，又指臭气，也指其他气味，它只有概括的“气味
”义。“借”有人说既有“借出”义，又有“借入”义，其实“借”只有概括了借出和借入两者的单
一的语义单位。英语中没有相应的概括，而用lend标示借出，borrow标示借入。但不能用英语的情况
来套汉语，正如不能因为汉语中有“哥哥”和“弟弟”的分别就断言英语brother既有“哥哥”义，又
有“弟弟”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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