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古汉语论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古汉语论稿》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8183

10位ISBN编号：7101078184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社：中華書局

作者：王云路

页数：5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古汉语论稿》

内容概要

“中古汉语”，大致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语言。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本书内容上大致分
为四类：一是关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总论性文章，二是词语考释类文章，三是相关专著的书评，四
是回忆文章（回忆姜亮夫、郭在贻等先生）。作者作为目前中古汉语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中年学者，此
论文集可以代表目前中古汉语研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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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论稿》

作者简介

　　王云路，女，1959年生于大连市。1992年获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和
训诂研究，专着有《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舆方一新合作）、《漠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词汇训
诂论稿》、《中古汉语词汇史》等，曾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现
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汉语
史学报》主编，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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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论稿》

书籍目录

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兼谈词典编纂的义项统方法试谈韵律与某些双音词的形成论具体语素与抽象
语素的结合——并列复音词中特殊的一类论四声调序与复音词的语素排列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
思考谈谈词缀在古汉语构词法中的地位试论外族文化对中古汉语词汇的影响试说翻译佛经新词新义的
产生理据论类推在词语产生方式中的作用论诗歌注解中的似是而非现象日本汉籍与近代汉语研究举隅
试说“鞭耻”——兼谈一种特殊的并列式复音词谈“摒挡”及其相关词语的附加式构词特点释“踊跃
”及其它——兼谈词义演变的相关问题释“零丁”与“伶俜”——兼谈联绵词的产生方式之释“首告
试说古汉语中的词缀“家”从“庸何伤”说起——谈古今汉语的沟通说“打点”及其它从“声张正义
”说起——论“即音求义”的多重作用《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等)读后读《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
究》中华版《世说新语译注》读后评《佛经续释词》从《唐五代语言词典》看附加式构词法在中古近
代汉语中的地位寒山诗的“知音”和“明眼人”——读项楚《寒山诗注》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评汪维辉《东汉一隋常用词演变研究》评董志翘《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可贵的师承精神—
—读《馗书详注》附：徐复先生与中古汉语研究《荀子直解》前言文言文学习的益友良师姜亮夫先生
学术活动漫记蒋礼鸿先生二三事难以忘却的思念——忆我的导师郭在贻先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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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论稿》

章节摘录

　　古籍注解中的失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明显的失误，一般明眼人容易发现，且在经过
多次修改的注解中也难以留存，对读者的影响并不太大；另一类是较为隐蔽的失误，看起来似乎正确
，仔细一推敲就立不住了，此类误注似是而非，最易迷惑人，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上海古籍出
版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
选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我们以其中的诗歌部分为例，谈谈注释中的似
是而非现象。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这些诗歌注释的整体品质很高，某些极易忽略的普通词语或极
易以今义理解的词语，书中都有精彩的解释，让人拍案叫绝。我们举两个例子。　　宋欧阳修《春日
西湖寄谢法曹歌》：“异乡物态与人殊，唯有东风旧相识。”《宋诗一百首》（以下简称《宋诗》）
对前一句注：“异乡--指的是夷陵。人--作者自称。殊--不同。全句说：这个地方的景色对我很陌生。
”这段注释十分精确，尤其对“人”字的注释，显示了注者的细心与识见。“人”指我是古今都有的
一个含义，很常见，但因其字面普通，极易被忽略，不仅古籍注释中少见，一般辞典中也未收此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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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论稿》

精彩短评

1、没什么内容。。买贵了。。。
2、该书是王云路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虽然多数文章在各期刊上能够找到，但把这些文章便在一起也
方便了许多。
3、論文集成
4、王老师的书，搞古汉语的都不陌生。看到书名，自己又没有，那肯定要买。
5、王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对门，我只能仰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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