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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辉同志的《汉语辞书元语言研究》一书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

版，作为他的老师和同事，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该项目是国家语委语信司和语标委语汇分会２００５年委托我所在

的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完成的一个研究课题，并指定由我

负责。当时，一方面因为我本人尚担负着比较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同
时也为了将本学科的青年教师尽快推上科研第一线，我推荐文辉作为

项目的负责人。这个建议得到语信司领导、语标委语汇分会负责人和

项目论证专家的支持。

在文辉接手此项目之前，国内已经出版了几部辞书释义元语言研

究的著作。如何将研究引向深入，如何在研究中凸显自身的特色，这是

研究工作一开始就面临的挑战。经过三年多的精心探索，文辉同志出

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正如项目鉴定专家组在鉴定结论中所说：“课题

组对此进行了周密而详赡的研究，提出了如下一些独到的见解：（１）通

过综合分析国内外关于元语言理论的研究成果，区分了强还原和弱还

原两种元语言理论，提出并强调了辞书元语言的弱还原性质。（２）认为

不同性质的辞书应有其不同的元语言系统，辞书元语言学术规范只能

是一种抽象性的程序性的标准，而不能是一种具体的绝对规定性的标

准。辞书元语言学术规范只能说明辞书元语言的建构方法、基本原则、

变通原则及其适用范围，并以之作为辞书元语言建构的基本指导原则

和规范原则，并没有切合所有辞书的元语言系统，要允许不同辞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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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这就对传统的元语言研究只以《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现代

汉语词典》为对象，只以此二书的释义元语言系统作为构建辞书元语言

系统的基础有质的区别。（３）指出并论证了辞书元语言具有与自然语

言基本一致的建构原则和基本功能，认为虽然辞书元语言有自身的独

特性，但作为自然语言的一种使用方式，仍旧不可能摆脱自然语言的特

性，因此其构造原则也应该与自然语言大体一致。此外，传统元语言研

究基本上将辞书元语言等同于辞书释义语言的词汇，将辞书元语言的

构建等同于辞书释义语言词汇的提取，而本成果则认为，辞书元语言还

应该包括辞书释文的句法、例证和篇章，并分别提出了其构建原则和方

法。这就拓展了研究范围，对辞书编纂的指导意义也更大。上述即为

本成果的理论创新点。这一研究，可抵制和克服当前国内元语言研究

中出现的神秘化、玄虚化、封闭化的苗头和倾向，对正在兴起的辞书元

语言研究具有理论借鉴的价值和功用。本研究广泛参考了中外多家论

著的成果，把辞书元语言理论、现代语义学理论、自然语言处理、第二语

言习得、心理语言学等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加以熔铸，全面分析了《现
汉》（第５版）的释义语言结构规律，不仅提出了新的元语言词汇提取方

法，而且把研究范围拓展至元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和语篇规则的研究，

构建成较为完善理论规则体系。这一体系思虑缜密，涵括全面，体例严

谨，又切合实际，便于应用。这一成果将国内元语言研究推向了一个新

的高度。”

文辉同志在学业上的成绩，与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他

在我校本科学习阶段品学兼优，被推荐保送到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

著名学府的熏陶，名师的言传身教，使他养成踏实的学风，具备较好的

知识结构。在非外语专业毕业的教师中，他的外语水平可以说是很好

的。因此他能在相关课题的研究中，视野开阔，努力做到中外融会、古
今沟通，并将语义与语法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前人与他人研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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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取得新的成果。

当然，辞书元语言研究是一个涉及词汇语义学、语法学乃至认知科

学的极其复杂的课题，对其中一些理论问题学界也还存在争议。文辉

同志的《汉语辞书元语言研究》作为这一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也难免有

其局限与不足。该课题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应用体系的构建，尚需要语

言学者与辞书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但不可否认，文辉同志的《汉语辞书

元语言研究》一书，在相关论题学术研究的演进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苏宝荣

２０１１年３月

３

　　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１

引言／１
第一章　既有研究综述／３
　１．０　引言／３

　１．１　 “元语言”概念的提出／３

　１．２　辞书元语言的概念及研究意义／５

　１．３　西方元语言词汇提取的研究／６

　　１．３．１　元语言义征的分析和提取／７

　　１．３．２　元语言词汇的提取／１９

　１．４　西方元语言词汇的运用规律研究／２９

　１．５　西方元语言句法语义规律的研究与实践／２９

　　１．５．１　释义方式的研究和实践／３０

　　１．５．２　语义框架的研究和实践／３１

　　１．５．３　元语言的语篇结构研究／３３

　　１．５．４　例证的研究和实践／３３

　　１．５．５　用法信息标注的研究和实践／３５

　１．６　国内元语言研究的现状／３５

　　１．６．１　元语言词汇的研究／３６

　　１．６．２　元语言句法语义研究／４２

１



第二章　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及本研究的

思路与规划／４４

　２．１　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问题之根本所在／４４

　　２．１．１　辞书释义活动的还原论本质及分析者的立场／４５

　　２．１．２　还原论的局限（一）：强还原论所面对的理论挑战／４６

　　２．１．３　还原论的局限（二）：强还原论所面对的操作困难／６３

　　２．１．４　还原论的局限（三）：强还原论对释义理解和语言教学的

不利影响／６８

　　２．１．５　何种弱还原论在实践之中可能成功／７４

　２．２　汉语辞书元语言研究对词汇控制理论的认识偏差及其他

不足／７６

　２．３　本研究的总体思路／８１

　　２．３．１　辞书元语言具有与自然语言基本一致的构造原理与

功能／８１

　　２．３．２　本研究的特殊性／８３

　　２．３．３　本研究的材料来源／８４

　２．４　辞书元语言的组成和相关的控制因素／８４

第三章　辞书释义语言的结构／８７

　３．１　引言／８７

　３．２　义项的类型／８８

　　３．２．１　隐喻引申形成的词义／８８

　　３．２．２　转喻引申形成的词义／９１

　３．３　释义语言的内部结构／９２

　　３．３．１　总说／９２

　　３．３．２　释义语言的核心与外围／９３

２

汉语辞书元语言研究



第四章　辞书元语言词汇的提取程序和运用规则／１０７

　４．１　引言／１０７

　４．２　辞书元语言词汇的提取程序／１０９

　　４．２．１　引言／１０９

　　４．２．２　辞书元语言词汇的构成／１０９

　　４．２．３　基于词典收词系统提取元语言词汇：元语言词汇的

语义部分／１１１

　　４．２．４　元语言词汇其他部分的提取／１３４

　４．３　元语言词汇的运用规则／１３７

　　４．３．１　引言／１３７

　　４．３．２　元语言词汇各部分共同遵守的运用规则／１３７

　　４．３．３　元语言词汇的百科部分和核心部分使用上的

不同／１４６

　４．４　对语言词语应用情况的个案研究———对《朗文当代英语词典

（第三版）》释义用词中的非受控词汇的考察／１４７

　　４．４．１　非受控词汇的属性和基本用法／１４７

　　４．４．２　非受控词汇的表达形式／１４７

　　４．４．３　对说明用法或解释词义的大写小号字词语的进一

步说明／１５６

　　４．４．４　对汉语辞书释义元语言词汇的建构和使用规则的

启示／１６３

第五章　辞书元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１６４

　５．１　引言／１６４

　５．２　元语言句法语义规则的建构原则／１６５

　　５．２．１　元语言句法语义规则建构的核心与基础／１６６

３

　　目　　录



　　５．２．２　诸调节原则／１７８

　　５．２．３　上述诸原则的协调运用：优选论／１９６

　５．３　元语言句法语义规则的建构原则和释义语言的结构／１９８

　　５．３．１　传统的释义格式／１９８

　　５．３．２　新型语句释义／２１５

　　５．３．３　各种释义格式在语言教学和习得上的作用／２２０

　　５．３．４　不同类型词典对释义格式的选择／２２２

第六章　对《现汉》（第５版）释义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的

考察／２２４

　６．１　引言／２２４

　６．２　《现汉》的词性标注／２２７

　　６．２．１　词性标注方式总说／２２７

　　６．２．２　《现汉》词性标注情况／２２８

　　６．２．３　《现汉》词性标注所存在的问题／２３７

　６．３　既有释义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研究的代表性成果／２４８

　６．４　《现汉》偏正结构名词释义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２５２

　　６．４．１　《现汉》所收名词简介／２５２

　　６．４．２　《现汉》偏正结构名词释义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

准备性的说明／２５２

　　６．４．３　《现汉》偏正结构名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一）：

短语释义／２５３

　　６．４．４　《现汉》偏正结构名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二）：

词语对释／２５９

　　６．４．５　《现汉》偏正结构名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三）：

语句释义／２６４

４

汉语辞书元语言研究



　　６．４．６　小结／２６７

　６．５　《现汉》述宾结构动词释义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２６７

　　６．５．１　被释词情况简介／２６７

　　６．５．２　《现汉》述宾结构动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一）：

短语释义／２６７

　　６．５．３　《现汉》述宾结构动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二）：

词语对释／２７１

　　６．５．４　《现汉》述宾结构动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三）：

语句释义／２７４

　　６．５．５　小结／２７８

　６．６　《现汉》联合结构形容词释义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２７８

　　６．６．１　形容词被释词情况简介／２７８

　　６．６．２　《现汉》联合结构形容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一）：

短语释义／２７９

　　６．６．３　《现汉》联合结构形容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二）：

词语对释／２８５

　　６．６．４　《现汉》联合结构形容词释义语言的结构类型（三）：

语句释义／２８８

　　６．６．５　小结／２９０

　６．７　三大类实词中其他类型复合词的释义语言的结构／２９０

　　６．７．１　名词／２９０

　　６．７．２　动词／３００

　　６．７．３　形容词／３０８

　６．８　三大类实词中的单纯词、附加式和重叠式合成词的释义／３１７

　　６．８．１　单纯词／３１８

　　６．８．２　附加式合成词／３２６

５

　　目　　录



　　６．８．３　重叠式合成词／３３７

　６．９　其他实词的释义语言的结构／３３９

　　６．９．１　副词／３３９

　　６．９．２　数词／３４８

　　６．９．３　量词／３５４

　　６．９．４　代词／３５７

　　６．９．５　拟声词／３６３

　６．１０　虚词的释义语言的结构／３６４

　　６．１０．１　介词／３６４

　　６．１０．２　连词／３７０

　　６．１０．３　助词／３７４

　６．１１　括注／３７７

第七章　辞书元语言的语篇组织规则／３８１

　７．１　引言／３８１

　７．２　辞书元语言语篇单元的划分／３８３

　　７．２．１　字头和词条的划分／３８３

　　７．２．２　义项的划分／４１４

　７．３　语篇单元的安排／４１６

　　７．３．１　语篇单元的次序安排／４１７

　　７．３．２　语篇单元之间及各单元内部的连贯／４２８

参考文献／４３１

后记／４４６

６

汉语辞书元语言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引　言

辞书编纂是应用语言学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领域，也是语言学研究

产生社会效应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辞书编纂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一个社会在文化方面的发展和成熟程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辞书

热”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辞书质量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成为人

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为了保证辞书的质量，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

定，如辞书准入制度等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应该

说这些规定仅是宏观上控制辞书质量的手段，仅能一般性地确定辞书编

纂和出版单位的基本素质，却无法完全保证具体辞书的编纂质量。要保

证辞书的质量，还必须在微观控制机制上下功夫。微观机制的主体应该

是一批质量可靠的国家标准，这已经成为语言学界很多学者的共识。而

制定相关标准，必须基于对辞书编纂所涉及的诸多领域做出全面和深入

１

① 相关新闻摘引如下：
新闻出版总署２００６年颁布《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该

规定指出，自５月１日起，出版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但超范围出版辞书的图书出版单

位，一律停止辞书出版、发行业务。已出版辞书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

新闻出版总署质量检查为合格的，方可继续发行。正在编辑加工的辞书，一律中止活动，经新

闻出版总署批准同意增加辞书出版业务后，方可继续出版、发行。（《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６年３
月２４日）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签署署长令，颁布《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５月１日

施行。《规定》指出，出版辞书、地图、中小学教科书实行资格准入制度。
《规定》对图书出版单位设立条件和程序、图书的出版、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做了细化和

明确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企业（法人）准入、资格准入、市场准入、人员准入四大准入

的资格准入制度正式写入《规定》：“出版辞书、地图、中小学教科书等类别的图书，实行资格准

入制度，出版单位须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业务范围出版。”
《规定》对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一号多书、以书号出版期刊等问题明确予以禁止。对于图书

的监督管理，明确新闻出版总署制定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法，对图书出版单位进行评估，
并实行分级管理。（《北京娱乐信报》２００８年４月２日）



的考察。本书所研究的辞书元语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的主旨是为建立相应的国家标准做前期的调研，所以我们并

不是要建立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而是要提出一套较为可行的、可操

作性较强的辞书元语言建构机制。

为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我们并没有像传统的辞书元语言研究

那样致力于提出一套元语言词汇，因为那将使将来的辞书编纂工作太

过受限。我们将着力建构一套辞书元语言词汇的提取程序和应用规

则，提出辞书元语言的句法语义规则和语篇组织规则的建构原则及其

应用规则。这些结果都是程序性和策略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具体的

规则。正文部分我们将通过充分的理论探讨和材料分析来证明，这种

建构辞书元语言的策略将会具有相当强的可调适性，因此具有相当强

的适应性，能够应付辞书编纂中所遇到的一般问题，为实际的辞书元语

言的建构提供可靠的参考、指导和帮助。

按照上述总体设想，我们将先梳理理论文献，从理论上确立建构辞

书元语言标准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然后再对辞书元语言的各个部

分进行具体的分析。

辞书的种类很多，为了集中力量，我们将以语文辞书为主来探讨辞

书元语言的建构。这是因为：第一，语文辞书是辞书的典型代表，语文

辞书中词语的释义和用法说明的水平与元语言的质量关系密切，其他

性质的辞书则在这个问题上不太突出，其面对的主要是专业技术问题；

第二，既有的辞书质量的问题主要出在语文辞书上，专业辞书的问题并

不是很突出；第三，语文辞书的社会影响面最大，其元语言建构问题急

需集中精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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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既有研究综述

１．０　引言

辞书元语言的研究首先需要深入了解既有辞书元语言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工作，发现其中的规律性，找到其中可资继承和借鉴的部分，扬
弃不适合辞书编纂实践的理论设想，为提出辞书元语言建构的总体的

理论指导思想打好基础。

既有辞书元语言研究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西方学者所做的，我国学

者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不太丰富，并且后者是在对前者借鉴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这些借鉴有的是合理的，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有的则还值得探

讨。本书将本着直面原始研究文献的精神，研读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发
现其成就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既有汉语言辞书元语言研究的

成果，以期提出对辞书编纂实务更具指导意义的设计方案来。

１．１　“元语言”概念的提出

“元语言”是由波兰哲学家塔尔斯基（ＡｌｆｒｅｄＴａｒｓｋｉ）（１９４４／１９９８）

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他在建立真值条件语义学理论的过程中

提出来的。他说：

既然我们已经同意不使用语义上封闭的语言，我们就不得不

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讨论真理定义问题以及更加广泛地讨论语

义学领域的问题。第一种语言是“被谈论”的语言，是整个讨论的

题材；我们所寻求的真理定义是要应用到这种语言的语句上去的。

第二种语言是用来“谈论”第一种语言的语言，我们希望用它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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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语言构造真理定义。我们把第一种语言称为“对象语言”，

把第二种语言称为“元语言”。（塔尔斯基１９９８：９３）

应当注意，“对象语言”和“元语言”这些词项只具有相对的意

义。例如，如果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把真理概念应用于原来的“对象

语言”而是应用到“元语言”的语句上，那么后者就自动成为我们讨

论的对象语言。（塔尔斯基１９９８：９３）

举例来说，按照真值条件语义学理论，“雪是白的”这个语句的意义

可用下列等值式来表达：

语句“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塔尔斯基１９９８：８５）

上述等值式就是元语言语句，是分析“雪是白的”这个对象语句的真值

条件的语言。塔尔斯基指出在上述等值式中，左项中的“雪是白的”属
于“自指表词”，指称的是“雪是白的”这个命题，而右项中的“雪是白的”

是“他指表词”，说明的是“雪是白的”这个命题的真值条件。无论“自指

表词”还是“他指表词”，都是元语言的组成部分。按照塔尔斯基的说

法，“自指表词”只不过是对象语言中某成分的名称，只是形式与其一致

而已。按照 Ｌｙｏｎｓ（１９７７）对语言符号的“运用（ｕｓｅ）”和“提及

（ｍｅｎｔｉｏｎ）”的区分，上述所谓自指表词并不是对象语言的运用，而仅仅

是提及对象语言的某个成分。至于“他指表词”，则是对外在客观世界

状况的陈述，它的意思是“外在客观世界中存在‘雪是白的’这个事实”，

因此也和对象语言不同。
“对象语言”和“元语言”这个区分的提出，对于哲学和语言学等诸

种科学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对于哲学的影响主要是使得人们可以将对象、思维和语言分别

开来。

对于语言学来说，这个区分使研究者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语言运用

的不同层次，从而解决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理论问题，如词义解释必须要面对的释义循环（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ｔ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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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ｅｅｄ１９９７：６）。所谓释义循环，就是被释词的释义语言中的词语也

需要被解释，而其释义中的词也仍需要被解释，这样层层积累，使得所

有的释义总体上来看都是循环的。设立元语言可以部分消除这个问题

（Ｓａｅｅｄ１９９７：７）。因为我们可以把释义语言中的词语看成是元语言，

而所有被释词都看作对象语言，二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从而在理论上

取消释义的循环问题。

实践问题，如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分可以使语言研究者和词典

编纂者能意识到元语言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价值，使得部分学者能专注

于元语言的考察，说明其构造和运用的基本原则，从而可以为特定的释

义行为提取更为合适的元语言，以达到更有效地释义这个辞书编纂的

根本目的。

随着元语言概念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自然也就渗透到词典学的研

究和实际操作领域之中，成为近几十年以来辞书编纂理论和实务所讨

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其研究成果成为推动辞书编纂理论和实务进步的

重要动力之一。

１．２　辞书元语言的概念及研究意义

辞书元语言主要指辞书中解释被释词的意义和用法的语言①。对

于双语或者多语辞书来说，被选定为用于解释被释词的工作语言的那

种语言就是元语言，而被解释说明的语言就是对象语言；对单语辞书来

说，对象语言和元语言都是同一种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词典》（以下

简称《现汉》）就是用现代汉语来解释现代汉语。不过由于元语言和对

象语言的功能和用途不同，和对象语言相比，元语言也有其自身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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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Ｊａｍｅｓ（１９９８：９３）指出，在辞书学中“元语言包括语法标记、用法标记等

约定性的表达方式及构造（词的）定义的成分”。



辞书中和一般人的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语文辞书，语文辞书

中，元语言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明作为对象语言的某一种或几种自然语

言之中的词语的意义及用法。语文类辞书的核心工作就是说明词语的

意义和用法，因此元语言的质量直接影响辞书的质量。提高辞书质量

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发现和运用合理的元语言的构造和使用规律。

因此元语言应该成为辞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辞书元语言是诸种给自然语言释义的元语言之中的一种。一方

面，它有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和其他释义元语言有一定相通之处。

因此要研究和完善辞书元语言，就有必要对和语言释义相关的元语言

研究的情况有一定了解。本章旨在对相关领域做简要介绍。详细的分

析和评价在第二章进行。

我们认为，元语言本身是一个语言系统，应该有其词汇、句法语义、

语用和语篇规则等诸方面。下面首先说明西方的研究和实践，然后介

绍汉语辞书元语言的研究情况。

１．３　西方元语言词汇提取的研究

这里的“元语言词汇”做广义理解，既包括从自然语言中提取出来

的自然语言的词项，也包括从自然语言中提取出来的语义基本成分，如
义素、语义原子等，还包括为建立某种知识表征系统通过用逻辑和数学

工具分析人的知识而建立起来的概念和关系等。之所以这么做，就是

为了较为全面地介绍西方的相关研究，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汲取成功

的研究经验，为更好地研究辞书元语言建构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李葆

嘉（２００２）指出，迄今为止，语言学中的元语言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元语言的研究表现在义征的分析和提取中；另一方面，元
语言的研究表现在语言交际和词典释义的最低词汇量的统计和归纳

上。如果将释义元语言等同于释义元语言词汇的话，那么他的看法是

非常有道理的。下面分这两方面来介绍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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