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古诗歌语言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古诗歌语言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0081459

出版时间：2014-6

作者：王云路

页数：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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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诗歌语言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俱怀逸兴壮思飞——中古诗歌语言研究概况
第一节历代笔记对中古诗歌语词的阐释
第二节历代诗文注解对中古诗歌语词的阐释
第三节中古诗歌与现当代语言学研究
一、词汇
二、语法
三、语音
第一章问渠那得清如许——中古诗歌的来源与继承
第一节中古诗歌的语言风格
一、“语近情遥”的诗歌语言风格
二、古代学者对诗歌语言风格的评价
第二节中古诗歌对先秦诗歌的继承
一、“风”“雅”精神的影响
二、诗歌艺术形式的影响
三、先秦诗歌语言的继承
第三节中古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一、前人关于中古诗歌影响的论述
二、唐诗借鉴中古诗歌举例
第二章雅俗熙熙物态妍——中古诗歌的语汇构成
第一节文言词
一、有所承袭的古语词
二、中古产生的雅言词
第二节俗语词
一、俗语词往往源自民间新词
二、附加式多为俗语词
第三节方言词和外来词
第四节常用词
一、中古时期的常用词
二、流传至今的常用词
三、常用词的某些特殊含义
四、常用词演变研究释例
第五节习语和成语
一、中古诗歌习语举例
二、中古诗歌成语举例
第三章物换星移几度秋——古诗理解的古今差异
第一节古今理解的差异
一、古今理解相同
二、古今理解微别
三、古今理解迥异
第二节古今事物存在而用词变化——产生古今差异的原因之一
一、常用词的古今变化
二、名称的古今变化
三、构词方式的古今变化
第三节古今词语存在而词义变化——产生古今差异的原因之二
第四节社会环境变化而词语变化——产生古今差异的原因之三
一、社会风气的影响
二、自然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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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环境的影响
第四章略解琴心浑未透——从认知语义角度考察诗歌语词
第一节从语境入手体会语义差别
第二节从认知体验考察诗歌语词
第三节从词义通感的角度理解诗歌语词
一、感官动词的互换
二、感官名词的连类而及
三、感官动词的并列成词
第四节从行为动词到心理动词的同步引申
第五节心理动词的词义同步引中
第五章柳暗花明又一村——从语言学角度考察诗歌语词含义
第一节从结构入手分析复音词意义
第二节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同类语词
第三节从本义考察诗歌语词意义
第四节从同类词语考察诗歌语词
第五节从语音的角度考察同类词语
第六节从语源的角度考察同类词语
第六章只缘身在此山中——全方位考察诗歌语词
第一节细致体味普通语词的特殊含义
第二节从语法入手考察词义
第三节从修辞角度理解词义
第四节从时代性分析词语的不同含义
第五节辩证地理解词语含义
第六节从人称所指的角度考察词义
一、自称例
二、他称、泛称例
三、第二人称例
第七节情感词的意义引申
第七章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异文人手理解中古诗歌
第一节诗歌异文产生的原因
一、理解差异造成的异文
二、避讳等因素造成异文
三、传抄征引产生异文
第二节异文的类型之一：同义词替换
一、用后世的流行词语替换
二、用今字代替古字
三、两者皆可的异文
第三节异文的类型之二：形近与音近异文
一、形近异文
二、音同异文
第四节异文的类型之三：以意修改产生的异文
第八章松风吹散满山云——从句法与行文角度理解古代诗歌
第一节利用对文相应的行文规律
一、同义对文是诗歌主要的行文规律
二、同义对文规律的应用
第二节利用反义相对或类义相对的行文规律
一、反义相对举例
二、反义对文的几个特点
三、利用反义对文解释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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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类义相对的归类
第三节利用互文见义的行文规律
一、互文见义的类型
二、互文见义的作用
第四节利用同义并列的规律
一、同义并列是最常见的构词方式
二、叠音词与同义并列的异同
三、同义并列与对文同义的互证
⋯⋯
第九章烟开远水双鸥落——中古诗歌双音词的结构类型
第十章密叶因裁吐新花——中古诗歌的附加式构词
第十一章云破月来花弄影——中古诗歌的同步构词
第十二章清诗句句尽堪传——中古诗歌的语法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主要词语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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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应该叫语词研究。
2、有些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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