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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是《古汉语词汇纲要》出版25年后，作者对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一些理论问
题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而写成的。此书的内容、观点、研究方法和《古汉语词汇纲要》有较大的不同
，较多地吸取了现代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力图和汉语历史词汇的实际紧密结合，用以
分析和解决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问题。书中结合概念化和词化的理论来讨论词义问题，用概念要素分
析法来分析词义，用概念场的理论来分析词汇系统及其演变，对词义和词义演变，以及词汇和语音、
词义和句法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词义的扩大、缩小，同义词和反义词以及词汇和文化等以
往讨论得较多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作者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促进汉语
历史词汇学的建立和发展。

Page 2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作者简介

蒋绍愚，1940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作有《古汉语词汇纲要》《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汉语
词汇语法史论文集》《汉语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等，负责《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统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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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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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词汇系统的几种看法
三 怎样看待词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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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与文化
二 汉历史词汇与中国古代文化
三 认知的差异对词汇的影响
四 几个案例的分析
(全书共约250000字)
前言
1989年，我出版了一本《古汉语词汇纲要》。承读者不弃，这本书现在还在发行。韩国首尔大学教授
李康齐把这本书译成韩文，2012年在韩国出版。这本书是我在25年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有人建议
我出一个修订本，我想，近年来学术发展很快，与其出修订本，不如重写一本，所以《古汉语词汇纲
要》一直没有修订。
《古汉语词汇纲要》出版以后，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古汉语词汇”的课
程，后来改名为“汉语历史词汇”，讲的主要是一些和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有关的理论性的问题。按照
北大的传统，讲课内容必须逐年更新，所以，每学期讲授的内容都会吸取一些国内外的新成果、新观
点，其中也有我自己新的思考。经过几年的积累，课程的内容已经和《古汉语词汇纲要》大不一样。
这个新的课程内容，除在北大中文系讲授外，我2003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过一个学期，201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过一个学期，2011年又在浙江大学集中讲授了三个月。每次讲授，内容都
有更新。在浙大讲的那一次，我自己觉得系统性和深度都比以往几次有所提高，回到北京后，想在此
基础上整理成书稿。但一动笔，就觉得不少问题还没有想清楚，还需要再看书，再思考。这样，又经
过整整三年，才写出了这部书稿。当然，书稿中还有不少问题是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但与其自己
闭门思索，还不如先把书稿拿出来，请同行和读者批评，然后再继续学习和思考。
这本书的书名本原来拟定为《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概要》，根据出版社朋友的建议，改为《汉语历史
词汇学概要》，和原先的《古汉语词汇纲要》配套。很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为我出版此书。也感
谢责编龚英为这部书稿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我在《古汉语词汇纲要》的前言里提出“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当时思想上并不是很清楚，后来才
逐渐明确。提出“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名称，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原先，在说到汉语历史词汇研究
的时候，大致用的是“古汉语词汇研究”或“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名称。“古汉语词汇”是和“现代
汉语词汇”相对而言的，时代是从甲骨文时期到19世纪末。但是，近年来近代汉语研究蓬勃发展，“
近代汉语”这个名称已为人们熟悉；如果再用“古汉语词汇”来概括晚唐五代以后的汉语词汇，显然
有点不合适。“汉语词汇史研究”这个名称，在时限上没有问题，既可以包括上古、中古，也可以包
括近代；而且，其范围也比较广，断代词汇的研究，专书词汇的研究，以至于对某些词语演变的研究
，也都可以说是属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部分。但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还有另一个角度，其侧重点
不在于词汇史的构建，而偏重于词汇理论方面的探讨，比如，对词义和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同义词
和反义词的研究，音义关系的研究，词义和句法界面的研究，词汇系统的研究，以及从认知的角度和
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这些就不大好归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范围。而用“汉语历史词汇
学”这个名称，就可以把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都包括在内。当然，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不是互不
相关的，而是紧密关联的，史的研究需要有理论的眼光和理论的思考，理论的研究需要有史的研究作
为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研究的综合，就是汉语历史词汇学。
这本书定名为《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但主要不是侧重于汉语词汇史的构建和探讨，而是侧重于一
些有关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讨论。此书的内容、观点、研究方法和《古汉语词汇纲要》有
较大的不同，较多地吸取了现代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力图和汉语历史词汇的实际紧密
结合，用以分析和解决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问题。书中结合概念化和词化的理论来讨论词义问题，用
概念要素分析法来分析词义，用概念场的理论来分析词汇系统及其演变，对词义和词义演变，以及词
汇和语音、词义和句法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词义的扩大、缩小，同义词和反义词以及词汇
和文化等以往讨论得较多问题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全书分八章，每章讨论一个问题。全书以汉语历
史词汇研究的问题为主，但有些问题是古今共同的，所以也涉及一些现代汉语词汇的现象和问题。书
中介绍了一些国内外学者有关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其中有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只是概述，不
作过多的评论。书中有些内容，我曾经写成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写在书里，有些观点仍然保留
，有些观点有些修改，有些是我反复思考后的最新看法。这些问题，虽然我已经思考了多年，但我自
知有些还是不成熟的，希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有些问题比较复杂，我在书中只是提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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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勉强作出一个结论。这是我的一贯态度：学无止境，我的一些一得之见，绝不敢说就是定论，
而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学术讨论是学术发展的动力，通过学术讨论，一定能深化我们的认识，提
高我们的水平。
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学科的建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老一辈学者为这个学科奠定了基础。从上个世
纪80年代至今，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近年来，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作出了很
多新的成果，使这个学科的发展富有活力。瞻望前景，我们满怀希望。汉语历史词汇的发展有如此悠
久的历史，汉语历史词汇的有关现象是如此丰富多样，展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汉语词汇
历史演变的规律，根据汉语历史词汇的特点作出理论的创造，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我相信，经过
不断的努力，到本世纪末，汉语历史词汇学将站在世界语言学的最前沿。
蒋绍愚 2014年10月于北大

Page 6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精彩短评

1、我想知道的关于历史词汇学的一切问题，蒋先生都说到了，而且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强力推荐
！
2、豪华版文献综述+研究心得，材料丰富、示例详实。之前对词汇、语法、外国理论可以说是一头雾
水，现在大致明白大家在干嘛~~ 大师兄被提到两次，nubility!
3、全书八章，主要讨论的内容与《古汉语词汇纲要》相当，引入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理论性很高
，材料也很扎实，改动了《纲要》中的一些看法。每章先介绍前人观点，再做述评，构成书中绝大多
数篇幅，作者的见解，多散见论文之中，这次做了汇总。豆瓣上已录目录，内容不赘。全书重点在第
三章对词义分析理论的讨论，第四章词义演变的模式，第六章句法和语义的互动关系，以及第七章用
概念场的方法来分析词义系统。第八章的分析以举例为主。改动的地方如对“相因生义”和“词义沾
染”的看法等等。但是书中还有一些分析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书名虽然是《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其实作为“词汇学概要”的书参看亦可。
4、好的地方挺好，不好的地方很不好，看成综述又疏漏杂乱，大概旨在为以往说法修补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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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83页：讨论词义的扩大和缩小，不能只根据传统的说法，也不能只凭主观印象，而必须深入考察
词义演变的实际过程，才能确定其演变趋势。这是我们讨论词义的扩大和缩小的前提。（关于汉代至
唐代的“氛”的具体例子和“氛”的词义扩大的原因，见蒋绍愚2015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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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的笔记-第359页

        第六章词汇、语音与语法的关系  

四  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影响

（三）必

必原来是一个副词，最常见的是意义是“必定，一定”。后来演变为假设连词如果。前一种意义大家
都很熟悉，例子不用举了。后一种意义，是清代学者吴昌莹在《经词衍释》中首先提到。

必在历史上有没有连词假如这个意义，应该说是有的。这将在下面进一步论证。

先看先秦方面的例句。

《论语》中“必不得已而去”的必是个副词。《经词衍释·补遗》：“必，果也。《论语》：‘必不
得已而去之。’”这是对的。

二楞子按：查中华版《经词衍释·补遗》，“必”字条在201页，原文是：“必，果也。（见《汉书·
宣帝纪赞》注）果，若也。《论语》：‘必不得已而去之。’言若不得已也。”—

这里吴昌莹明明是把“必”当作假设连词“如果”的——必，果也；果，若也——然后才引《论语》
例句，并说言“若······”，很明显说的是假设连词如果，真不知道蒋先生是怎么引用，然后
得出“这是对的”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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