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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个体数量众多&情况极度复杂的古汉语词汇系统#根据 语 言 事 实 调 查 和 认 知 语 言 学 理 论#

从$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出发进行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首先对围绕人体部位及其各种重要经验而形成的概

念基础之上的词汇加以研究#进一步研究这些词汇指称功能的扩展情况#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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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张联荣对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工作作了如下

概括和评述)$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方面)第一#个别词语的考释’第二#词汇发展史

的研究’第三#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这三个方

面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疑难词语的考释#是传

统训 诂 学 研 究 的 主 要 内 容#历 史 悠 久#成 果 辉 煌’
训诂学给我们留下了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有待不

断开掘#提炼其精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本世纪

以来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专书词汇和断代

词汇的研究#给 词 汇 史 的 研 究 开 辟 了 一 个 新 的 局

面’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

做着持续的努力#他们力图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

和方法#在词语考释和词汇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古

汉语词汇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

对各种词汇现象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

成果问世’%*@+前 言 这对把握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的

状况和发展趋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在张

永言*"+&蒋 绍 愚*!+&张 联 荣*?+&汪 维 辉*%+&李 宗 江*D+

等先生的倡导下#学界对常用词的演变和语义场及

其演变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为古

汉语词汇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域#是近年来古汉语词

汇研究中的亮点’
但是#与汉语历史语音学和历史语法 学 相 比#

历史词汇学的成绩落在了后面’历史词汇学要达

到历史语音学和语法学的同等水平#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
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严重滞后#学界对汉语历

史词汇学的研究理想&研究程序&研究方法和研究

材料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还缺乏自觉而严密的论证#
没有打通基本的理论难关’这些都是当前汉语历

史词汇研究中遇到的大障碍#如果不加以研究#必

将严重影响本学科的发展’
本文探讨研究程序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词

汇研究的先后问题#具体说#就是要讨论面对个体

数量众多&情况极度复杂的古汉语词汇系统#我们

应该首先研究哪些词才好的问题’
为此#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汉语历史词汇研

究思路’下面从语言事实和语言学理论两方面对

此进行分析’

二

语言年代学的创始人斯瓦迪士!>)14/=563"
为了测算语言的发展年代#编制了一份"##个词的

词表’其编选的基本原则是)$语素项目必须是世

界共同的&非文化方面的&容易辨认的广阔的概念#
在多数语言中有一个单词可以对应的’%*$+?%?所以#
他的词表虽然取自英语#但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
对于汉 语 也 是 适 用 的’后 来#斯 瓦 迪 士 又 对 这 份

"##词词表 作 了 调 整#编 制 了 一 份@##个 词 的 词

表’斯瓦迪士的这两个词表影响很大#其本来的用

途是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较#来测算语言分化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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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年代!属 于 历 史 语 言 学 的 一 个 重 要 研 究 领

域!我们利用这两个词表来讨论本文的话题"
下面根据徐通锵#历史语言学$中关于斯瓦迪

士及其词表的有关材料!列出"##词词表中与人有

关的条目"原表按字母顺序排列!我们此处改用义

类排列%

!!F!我"45!我 们"43’!谁"35!他"4’G/.
!女人#女 人 的"G/.CG/(5!男 人#男 人 的"H5-C
6’.!人";38(=!孩 子"0/235-!父 亲"G’235-!母

亲"3,6I/.=!丈 夫"4805!妻 子"6J8.!皮 肤"

I/;J!背"I5((:!腹"I(’’=!血"I’.5!骨"

2’.K,5!舌"2’’23!牙 齿"5/-!耳"5:5!眼"0’’2
!足"3/8-!头发"3/.=!手"35/-2!心".5;J!颈"

.’65!鼻"35/=!头"G’,23!口"(895-!肝"6H82
!唾液"(5K!腿"=-8.J!喝"5/2!吃"I-5/235!呼

吸"4/(J!行";’G5!来"6/:!说"6;-/2;3!抓"

655!看"654!缝"68.K!唱"682!坐"6(55H!睡"

6G5((!嗅"6G’J5!吸 烟"6L,55M5!挤"62/IC
H85-;5!刺"62/.=!站"6,;J!吮 吸"648G!游"

;,2!切"9’G82!呕 吐"35/-!听"J.’4!知 道"

(/,K3!笑"(85!躺"(895!生 活"238.J!想"H(/:
!玩"H,((!拉"H,63!推"23-’4!投"4/63!洗

涤"48H5!擦"=85!死"=8K!挖"05/-!怕"08K32
!搏斗"J8((!杀"382!打"3’(=C2/J5!拿"3,.2
!打 猎"K895!给"-8K3268=5!右 边 的"(50268=5
!左边的"./G5!名"
这里 一 共 有$$个 词!占"##词 词 表 总 数 的

!N)%O"
修订后的@##词词表原表即按义类排列!其中

与人有关的条目有%

!!F!我":’,!你#你们"45!我们"43’!谁"

4’G/.!女 人"G/.!男 人"H5-6’.!人"6J8.
!皮肤"0(563!肌肉"I(’’=!血"I’.5!骨"3/8-
!头发"35/=!头"5/-!耳"5:5!眼".’65!鼻"

G’,23!口"2’’23!牙齿"2’.K,5!舌"0’’2!足"

J.55!膝"3/.=!手"I5((:!腹".5;J!颈"

I-5/626!胸"35/-2!心"(895-!肝"=-8.J!喝"

5/2!吃"I825!咬"655!看"35/-!听"J.’4!知

道"6(55H!睡"=85!死"J8((!杀"648G!游"

4/(J!行";’G5!来"(85!躺"682!坐"62/.=!站"

K895!给"6/:!说"6G’J5!吸烟"./G5!名"
这里 一 共 有?D个 词!占@##词 词 表 总 数 的

?DO"
从这两个词表的情况可以看出!与人有关&包

括身体部位’身体运动和基本的关于人的称谓等(

的词在两个表中所占的比重都很大"而修正之后

的@##词词表!这方面的比重更加突出!更表明这

类词的重要性"
因此!从语言事实来看!这些词确实是 语 言 系

统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成员!自然应该是词汇学的

首要研究对象"

三

认知语言学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界兴起的

一门新学科!其产生和快速的发展势头背后有着深

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它)在语言学内部则整合了语

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路子!基于非客观主

义与功能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描述和解释人类

语言构 造!并 分 析 其 认 知 功 能 基 础"其 基 本 主 张

是%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句法结

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自然

的动 因&G’289/28’.(!即 其 外 在 形 式 常 常 是 由 认

知’功能’语用等句法之外的因素所促动!故表层句

法结构直接对应于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并非直接

等同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结构!而是与人在和客观

现实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乃至文

化规约 等 密 切 相 关 的 概 念 结 构 相 对 应+,N-前 言"认

知语言学非常重视身体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地位!
认为)认知的基础.经验.首先就 是 身 体 的%它 是

认知的出发点&认知的主体是具有身体的人(!也是

认知的一个对象&人类最先获得的是对自己身体的

经验(!还是认知的工具&人类认识外在现实是通过

身体与世界的互动(+,N-?@"
这种认知观得到普遍的认可"人出生到世上!

也就是来到了一个空间!在其认知心理的形成过程

中!身体的各种器官及其在空间的各种相关经验!
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器官而言!人的身体发肤’头

目手足’口耳鼻舌等!是认知的出发点和工具*就经

验而言!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视听闻说’酸甜

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交织成了人生的主要

内容"这对心理的各种基本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

的意义"
人类最先认识自身的一些经验!然后由此出发

去认识其他事物"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进行认知

域投射的一般规律是)人#物#事#空间#时间#
性质+,E-@D!"那么!语言诞生之初!应该首先就是产

生指称这些基本概念的词汇"然后!人们又主要利

用这些词汇去指称相对较远的概念"表现在词汇

层面上的情况就是!表述这些基本概念的词汇!就

属于基本词汇!属于常用词"它们具有很强的能产



性!在语言系统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对整个语

言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慎

在#说文解字$序%中认为!古人造字的办法是&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这种造字工作中所出现的&近

取诸身’的情况也颇与词义的引申情况相符!这种

相符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认知规律"
这类例子在语言事实中触处可见!举例如下(
据#汉 语 大 字 典%)@#*卷 四!"%N%+归 纳!&矮’有 三 个

义项(

@P身 材 短"#说 文 新 附$矢 部%(&矮!短 人

也"’#旧唐书$阳城传%(&道州地产民多矮!每年常

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

"P低!不 高"#广 韵$蟹 韵%(&矮!短 貌"’#五

灯会元$万年一禅师法嗣%(&报恩寺中唯一矮榻!
余无长物"’

!P低下!卑 下"#红 楼 梦%第 四 十 六 回(&当 着

矮人!别说矮话"’
也许上列各个义项的首见时代还可以提前!但

已经可以看出!&矮’的词义发展符合人的认知域投

射规律!即由指人到指物!再到指称抽象概念"人

的认知经验在中间起了联系作用"
又如!#汉 语 大 字 典%)@#*卷 四!"?$N+归 纳&眉’的 前

三个义项为(

@P眉毛"#说文$眉部%(&眉!目上毛也"’#庄

子$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

"P题额"#穆天子传%卷三(&天子遂驱升于弇

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

之山-"’又泛称上端!如(书眉.眉批"

!P旁侧"#汉 书$陈 遵 传%(&观 瓶 之 居!居 井

之眉"’颜师古注(&眉!井边地"若人目之上有眉"’
&眉’由指称&眉毛’到&泛称上端’!属于指人到

指物!又指称&旁侧’!属于由具体到抽象"这也符

合人们的认知心理"
又如&天’!许慎#说文解字$一部%(&天!颠也"

至高无 上!从 一 大"’王 国 维#观 堂 集 林%卷 六#释

天%(&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本谓人颠顶!故象

人形"//所 以 独 坟 其 首 者!正 特 著 其 所 象 之 处

也"’即&天’的本义指人的脑袋!而后引申出古代的

一种在额头上刺字的墨刑以及天空0天气0时令等

意义)@#*卷 一!%""+"
又如&肘’!#汉 语 大 字 典%)@#*卷 三!"#??+归 纳 有?

个义项(

@P上臂与 下 臂 交 接 处 可 以 弯 曲 的 部 分"#说

文$肉部%(&肘!臂 节 也"’#广 韵$有 韵%(&肘!臂

肘"’#左传$成 公 二 年%(&自 始 合!而 矢 贯 余 手 及

肘!余折以御"’

"P掣肘.拉 住 肘 部"#正 字 通$肉 部%(&为 人

捉其肘而留之亦曰肘"’唐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

丞%(&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

!P用肘触 动"#左 传$成 公 二 年%(&从 左 右!
皆肘之!使立于后"’

?P量 词"表 示 长 度"#古 今 韵 会 举 要$有

韵%(&一曰一肘二尺!一曰一尺五寸为一肘!四肘为

一弓"’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滥波国%(&分一弓为

四肘!分一肘为二十四指"’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从我们的观点和

语言事实来看!所列"0!两个义项应该交换顺序"
汉语中其他的一些表示度量衡的词!如&尺’0&寸’
等!也是和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的"#说文解字$
尺部%(&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

寸为尺"’
又如汉语的介词&把’0&被’0&给’等!都由动词

发展而来!它 们 作 为 动 词 反 映 的 是 人 体 的 相 关 经

验"例多不举"
以上所举实例都表明!认知语言学关于人类认

知域投射的论述是符合语言事实的"对这类词做

深入全面的研究!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类词汇在词汇系统

中的比重较大!其本义及其引申义在语言系统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对这些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0
系统属性和演变情况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汉语历

史词汇学的中心工作内容"也就是说!首先要对围

绕人体部位及其各种重要经验而形成的概念基础

之上的词汇做出研究!然后由此引发开去!研究这

些词汇指称功能的扩展情况"这就是本文所谓的

&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本着这种思路!
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继承已有研究成果!一个专

题一个专题地0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描写出相关

词汇的面貌和系统属性.然后逐渐扩大研究范围!
在深入细致地认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词汇系统的

基础上!加强历时比较研究!进而认识汉语历史词

汇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思路可以回答!在汉语历

史词汇系统研究中!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历史词汇!
从哪里开始研究才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等

到把古往今来汉语中所有的词都研究一遍之后!再
向深入的层次前进!很显然!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

目标"只有把握住了一个相对明确0相对集中的目

标之后!方能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才能集中部分



人力和精力!以简驭繁!在这个领域中作出扎实的

研究成果"

五

从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些

引人注目的成果来看!#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也是

可行的"
例 如!蒋 绍 愚%白 居 易 诗 中 与#口$有 关 的 动

词&’@@(是这 方 面 研 究 的 一 篇 重 要 文 献!文 章 在 选

题)构思以 及 具 体 的 研 究 方 法 等 方 面 都 开 风 气 之

先"文章共讨论了#言)语)谓)道)说)云)曰$!#号)
呼)唤)叫$!#歌)唱)吟)嘲)诵)读$!#食)餐)饭)啖)
吃)餧)饮)呷)喝$?组与#口$有关的动词"

又如汪维辉%东汉Q隋常用词演变研 究&’%(所

分析的?@组常用词中!有@$组属于人体的直接经

验!所占比例为?@O强"如名词有!组*
目+眼,涕)泣+泪,足+脚

动词有@#组*
衣)冠)服+着)戴,视+看,寝)寐+卧)眠)睡,言)

云)曰+说)道,呼+唤)叫,击+打,还)返)归+回,入+
进,居)止+住,生+活

形容词有?组*
愚+痴,痛+疼,寒+冷,甘+甜"
在语义 场 的 研 究 中!这 种 倾 向 更 明 显"杜 翔

%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讨论了@%
个动作语义场的共时面貌和历时演变情况!如与口

有关的有#饮食$)#言说$)#歌诵$)#叫呼$?个语义

场!与目有关的#观看$语义场!与手有关的#执持$)
#取拿$)#投掷$)#放舍$)#击打$)#引挽$)#系缚$$
个语义场!与足有关的#践踏$)#行走$)#踊跃$!个

语义场"
其他如解海江)张志毅%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

演变&’@!(的#面部$语 义 场 研 究,吕 东 兰%从-史 记.
-金瓶梅.等看汉 语#观 看$语 义 场 的 历 史 演 变&’@?(

的#观看$语义场研究,崔宰荣%汉语#吃喝$语义场

的历史演变&’@%(的#吃 喝$语 义 场 研 究,宋 新 华%汉

语#穿戴$语义 场 的 历 史 演 变&’@D(的#穿 戴$语 义 场

研究,王枫%#言 说$类 动 词 语 义 场 的 历 史 演 变&’@$(

的#言说$语义场研究!等等!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

表作"
总之!我们 今 后 要 在 已 有 成 果 和 认 识 的 基 础

上!更加自觉地开展#以人为本$的汉语历史词汇研

究!在相关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成

果!从而推动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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