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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形形色色的意义



• 符号中的意义

• 词典中的意义

• 句子中的意义

• 上下文中的意义

• 场景中的意义

• 大背景下的意义



AAAAA

• 敖包

• 蒙古人祭祀用的土石堆。最初是道路和境
界的标志。也叫“鄂博”，蒙古语译音。

• 槟榔盘订婚

• 泰国传统订婚仪式，订婚时，男方要想女
方父母敬献盛有彩礼和槟榔的托盘。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Silence and Denial in 

Everyday Life

•所有那些触目惊心的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
实或者感受。（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还不该
知道的事情）
•皇帝的新装是一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
•沉默是金？原因？
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
怯懦——自我保护的机制
沉默换取温暖的“合群”、认同、归属
沉默的人越多，打破沉默的难度就越大。
历史上的先知的悲惨命运：勇气与担当。
维持房间中大象的成本。
•提醒我们直视我们生活中的沉默，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
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
•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
这种压制添砖加瓦。



102. 语义和语用关注的主要问题



词汇和词义

一、词和词汇

二、词的词汇意义

三、词义的概括性



词义的各种关系

一、一词多义

二、同义关系

三、反义关系

四、词义的上下位关系

五、词的语义特征和语义场



句 义

一、词语的搭配和词义在句义中的实现

二、句子的语义结构和人类经验的映像

三、句法语义范畴和属于说话者的人类经验的映像

四、句子的真值和句义的蕴含、预设关系



语 用

一、语境与语境义

二、话题和说明

三、焦点和预设

四、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言内意外

五、言语行为



103. 什么是语义学



语义学SEMANTICS：

集中研究语言的意义（MEANING）以及
语言表达之间的意义关系的
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支。

语义需要外在的形式标志SIGN和语符SYMBOL。



当我们说“皱眉头的意思是生气”时，我们是把

“皱眉头”看作“生气”的标志( sign)，

而语言表达却不是其意义的标志，它只是代表意义

的一种任意性的（尽管也是规约性的）语符

( symbol)。

语义学便是对这些语符释义的研究。



作为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语义学，着重研究的是自然
语言的语义特征；
把语义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研究，
主要的工作包括：

探讨它的性质、
内部结构、
及其变异和发展
语义间的关系等。



参考载体

• 训诂学

• 词汇学

孙常叙、张永言、刘叔新、周荐

• 语义学

• 李奇、伍谦光

• 认知语言学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2004）

• 符号学

• 罗兰·巴特尔……

• 人类学

• 列维·施特劳斯、博阿斯、弗雷泽
……

• 哲学

• 分析哲学

• 社会学文化学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Silence 

and Denial in Everyday Life



四个主要内容:意义的本质；语义背后的概念属性；结构对句意的作用；话语

中的非语法因素

学习的目标:词语和句子如何产出意义；不同语言中词语、句子的语义解释；

如何运用句子结构生成和解析语义；影响语义的副语言因素



Synonymy-Synonyms

Antonymy-Antonyms

Polysemy and Homophony



创造语言-命名行为
• 现代符号学关心的是：给予意义的活动结
构和意义。

• 哑巴乔

• 老人周

• 内卷

• 绿茶婊

• 吃饭{褒义-中性-书面-贬义}



意义的两端

• 科技术语

• 疾病症状

• 侦探

• 占卜

• 诗化



106. 词语语义使用的延展



炸
油炸，爆炸，炸鱼

吐
随地吐痰，呕吐，吐槽

埋
埋死人，埋单，埋站
吉屋
通书

咗

去否，去溜

既然是花，我就要开放；既然是树，我就要长成栋梁；既然是石头，我就要
去铺出大路；



107. 语义的特点概括



词义的特点

一、词义的概括性

二、词义不等于概念

三、词义的客观性

四、词义的稳固与可变

五、词义依赖语境发挥作用

………



104. 语义研究史



1.古代——哲理研究

在古希腊的时候，苏格拉底 Socrates)、柏拉图
(Plato)便探讨过语义问题，亚里士多德
( Aristotle)的著作也多处涉及语义问题。

但他们的研究都属于哲学语义学( Philosophical 
Semantics)的范围，是对意义进行的一种哲理研究，
主要考察语言‘表达与其指称的世界中的现象之间
的关系，并探究这些表达能被说成是真或假的条件
以及影响对所用语言进行解释的因素



2.近代——哲学和符号学之下的语义学

这一研究传统晚期延续至皮尔这一研究传统晚期延

续至皮尔斯( Charles Peirce)、

卡纳普(Rudolf Carnap)

塔斯基(Alfred Tarski)等

在语言哲学或符号学名下进行工作的哲学家和逻辑
学家，其研究更近似形式逻辑或数学而不是语言学。



3.现代——语义学的建立发展
（1）米歇尔-布勒阿尔

语义学的建立是以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勒阿尔( Michel

Breal)的《语义学探索>(Essai de Semantique，1897) -书的

出版为标志的。

英语Semantics这个术语便借自法语，据考证，法语术语la 

semantique，1890年以前即已从希腊语借来（由希腊语seme派
生而成），很快传播到其他语言。

布勒阿尔的书1900年译成英文，书名为<语义学：意义科学的研
究> (Semantics: 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布勒阿

尔的书是第一部语言语义学专著，其研究的重点在词义的历史
发展方面，兼顾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布勒阿尔对语义的发展和变化研究的注重，显然与19世纪占统
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有关。



（2）奥格登与理查兹

布勒阿尔之后的具有影响的语义学专著是英国学者奥格登
(C. K. Ogden)与理查兹(I．A. Richards)合写的
《意义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

此书对后世的语义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中的某些论述
经常在各种语义学论著中引用。



（3）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与语义研究

20世纪30 - 50年代后期，美国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结构主义理论占据西方语言学的统治地位，

而结构主义则把语义排除在语言之外。

其后，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1957)中，语义的

地位也没有得到确立。

只是到了60年代，乔姆斯基才在其标准理论中正面接触语

义问题。其中分化出了两个派别——

解释语义学( Interpretive Semantics)与

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



（4）二十世纪（上）

20世纪中叶语义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为英国学者厄

尔曼(Stephen Ullman)的几本专著，分别为：

《词及其应用》(Word and Their Use，1951)，

《语义学原理>(The Principle of Semantics，1957)，

后者于1962年扩充为

《语义学：》(Semantics)出版。



（5）二十世纪（下及以后）
70年代至今，几部比较全面论述语义的专著都是由英国
学者写的，包括
利奇(Geoffrey Leech)的<语义学>
Semantics，1974，1981修订，
帕默(F．R. Palmer)的<语义学》
Semantics，1976，1981再版，
莱昂斯(John Lyons)的两卷本的《语义学：》
Semantics，1977，
肯普森(Ruth M-Kempson)的《语义理论》
Semantic Theory，1977，
克鲁斯(D.A. Cruse)的《词汇语义学》
Lexical Semantics，1986
等等。
这些专著对语义的论述都比较通俗，其他还有许多西方语言
学家的专著对语义学领域内的方方面面做了专门研究。



（6）二十一世纪……
Kate Kearns: 
Senmantics
Palgrave Macmillan,2000, 2011。



Analyzing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Paul R. Kroeger
This book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eaning in human language,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t covers a fairly broad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lexical semantics,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chapters are organized into six units: 
(1) Foundational concepts;
(2) Word meanings; 
(3) Implicature (including indirect speech acts); 
(4)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5) Modals, conditionals, and causation;
(6) Tense & aspect. 

Most of the chapters include exercises which can be used for class discussion and/or homework assignments, and 
each chapter contains references for additional reading on the topics covered. As the title indicates, this book is 
truly an INTRODUCTION: it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which will prepare students to take more advanced and 
specialized courses in semantics and/or pragmatics. It is also intended as a reference for fieldworkers doing 
primary research on under-documented languages, to help them write grammatical descriptions that deal 
carefully and clearly with semantic issues. The approach adopted here is largely descriptive and non-formal (or, in 
some places, semi-formal), although some basic logical notation is introduced. The book is written at level which 
should be appropriate for advanced undergraduate or beginning graduate students. It presupposes some 
previous coursework in linguistics, but does not presuppose any background in formal logic or set theory.

Year: 2018  Publisher:Language Science Press   Language:English Pages:500 / 502
ISBN 10:3961100357  ISBN 13:9783961100675  Series:Textbooks in Language Sciences 5

https://b-ok.global/g/Paul%20R.%20Kroege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ython:

Master Data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for 

spam detection, 

sentiment analysis,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and 

article spinning (Machine Learning in Python)

Year: 2016

Publisher:LazyProgrammer

Language:english

File:EPUB, 1.17 MB



Modality (Oxford Surveys i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Paul Portner

This is a book about semantic theories of modality. Its main goal is to explain and 
evaluate important contemporary theories within linguistics and to discuss a wide 
range of linguistic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se theories. The 
introduction describes the variety of grammatical phenomena associated with 
modality, explaining why modal verb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represent the core 
phenomena. Chapters are then devoted to the possible worlds semantics for 
modality developed in modal logic; current theories of modal semantics within 
linguistic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empirical areas of research.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odality and other topics, especially 
tense, aspect, mood, and discourse meaning.
Paul Portner's accessible guide to this key area of current research will be 
welcomed by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at graduate level and above, as well as by 
researchers in philosophy, 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related fields.

Categories: EducationYear:2009Language:englishPages:320 / 301
ISBN 10:0199292426ISBN 13:9780199292424

https://b-ok.global/g/Paul%20Portner
https://b-ok.global/Education-cat183


（7）几部有影响的语义学著作

20世纪中叶语义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为
英国学者厄尔曼(Stephen Ullman)的几本专著，分别为：
《词及其应用》(Word and Their Use，1951)，
《语义学原理》(The Principle of Semantics，1957)，后于1962年扩充
为<语义学)  (Semantics)出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几部比较全面论述语义的专著都是由英国
学者写的
利奇(Geoffrey Leech)的《语义学》(Semantics，1974，1981修订)，
帕默(F．R．Palmer)的《语义学》（Semantics，1976，1981再版)，
莱昂斯(John Lyons)的两卷本《语义学》(Semantics，1977)
肯普森(Ruth M·Kempson)的《语义理论》(Semantic Theory，1977)，
克鲁斯(D．A．Cruse)的《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1986)等等
。

这些专著对语义的论述都比较通俗，其他还有许多西方语言学
家的专著对语义学领域内的方方面面做了专门研究，在此不一
一列举。



（8）语义学与语义外延

语义学的对象自然是意义。词典中词的意义是从词的无数用法
中抽象出来的、脱离语境的意义(sense)而来的。

词典使用者必须推敲出它的外延(denotation)，即说或写的人
用某个词在其出现的语篇(text)所描写的世界中表示什么。

外延经常也被称作所指(reference)。)使用被描写的自然语言
，即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给出语言表达Eo的意义，
也就是使用元语言(metalanguage)把它翻译成语言表达Em。
元语言是语义表达的语言，它可以与对象语言一样。



（9）语义学与语用学

有些学者认为“语义学”这一术语仅包括对意义和意义关系
(sense relations)的研究，而如今它通常也把语用学
(Pragmatics)包含在内。

语用学依靠语境把意义指派给言语与书写行为中所使用的语
言表达，它既包含外延(语言表达与其在世界中所指之间的关
系)又包含言语行为(Speech Acts)理论。

如此，
语义学理论便是关于语言意义的总理论，

它应对语言表达的意义(sense)与其外延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
说明。





（10）语义-篇章

意义(meaning)是复合性的(compositional)。
某一语篇或话语(discourse)的意义是由成分语段
(constituent utterances)的意义(meaning)以及每一语段中
句子的意义(sense)复合而成的。
因此，外延要依意义(sense)而定。短语与句子的意义是从它
们的构成成分的意义推算而来的，其中大量的最基本的的意
义来自词库(lexicon)或词典。词库中语言表达的意义无法从

其构成成分中推算出来。
20世纪语言学中对意义的研究已从词汇语义学中走出，转而
致力于把意义指派给句子，通过言语行为理论把外延指派给
语段，最终形成了对话语(语篇)意义的研究的顶点。



（11）语义学的外延

传统上认为语义学仅用来处理字面意义和外延，而实际上日常交
际的完成仅凭这两项还远远不够，
日常语言的交际之力(communicative force)的产生往往还需凭
借下面的这些方式：

语音象征(sound symbolism)、
隐喻(metaphor)
内涵(connotation)。

等等



（12）语义学方法的来源有三个：

其一来自布拉格学派对屈折形态所做的区别性特征分析；

其二来自语义场理论；特里尔(Trier 1934)指出：“一个
词的值(value)只有通过参照邻近的、形成对比的词的值去
定义它时方能决定” 引译自Lyons 1977：251；另参照
Fillmore 1975，1982有关框架(frames)的论述以及
Norvig&Lakoff 1987有关词汇网络(lexical networks)的
论述）；

第三个重要来源是人类学；美国人类学家在50年代创造了
一套分析亲属关系词汇的方法，他们用一套有限的成分
（或语义特征）来分析所有的词项，并认为这些成分具有
普遍性。



（13）语义学流派

蒙塔古语义学——语义的外部
原型语义学——认知图式或原型与意义相关
隐语与语义学——一个概念向一个概念的结构映现
语用学与隐涵——指示或可能性
言语行为——指事（发）、行事（力）、成事（果）
合作原则——质+量+相关+方式//情理、面子

生成语义学（罗斯、麦科利、雷考夫）



105. 中国的训诂及语义系统



尔，近也；雅，正也。
《尔雅》即指解释词义近于雅正，合于规范，是
我国最早的训解词义专著，也是最早的名物百科
辞典。
国学大师章太炎称其为“厘正故训，纲维群籍之
书”。

雅行不惊俗
雅言不骇听
雅谑不伤心



例一：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例二：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例四：
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厖、坟、嘏、丕、奕、
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訏、宇、穹、壬、路、
淫、甫、景、废、壮、冢、简、箌、昄、晊、将、业、席，
大也。

1、箌（zhào） 古同“罩”，捕鱼器。
2、箌（dào） 同“大”。



幠 hū<形>大
幠,大也。《尔雅》
乱如此幠。——
《诗·小雅·巧言》
傲慢
幠,怠慢，疏忽。—
—《尔雅》
昊天泰幠。——
《诗·小雅·巧言》
幠
hū<动>
[方]∶覆盖。如:小
苗让草幠住了

厖 mángㄇㄤˊ

◎ 石头大的样子。
◎ 古通“尨”。
◎ 丰厚；厚重。
◎ 有；拥有。
◎ 杂；乱。
◎ 长毛狗，亦泛指
犬。



古代祭祀时，执事人（祝）为受祭者（尸）致福于主人 [luck]

例五：
嘏
Gǔ 〈动〉
(1)祝以孝告,嘏以

慈告。――《礼·礼
运》

(2)又如:嘏辞
嘏
gǔ〈名〉
(1) 福
锡尔纯嘏,子孙甚

湛。――《诗·小雅
·宾之初筵》

灵之来兮锡纯嘏。
——明陈继儒《大

司马节寰袁公(袁可
立)家庙记》

(2) 指寿辰
后藏班禅喇嘛以

四十六年来朝高宗七
旬嘏。――清·魏源
《圣武记》

嘏
Gǔ 〈形〉
大
惟命天子,不爱牲

玉,礼仪具备,神降嘏
福。――明·杨慎《
江祀记》

嘏

Jiǎ
“嘏”gǔ的又音
嘏
gǔ ㄍㄨˇ 又jiǎ 

ㄐㄧㄚˇ
福：祝～（祝寿）

。

http://baike.baidu.com/view/66644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79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0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602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087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39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52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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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
父为考，母为妣。
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

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
王母。

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
妣为高祖王母。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父之世母
、叔母为从祖祖母。
父之晜弟，先生为世父，后生为叔父
。
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
谓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

父之姊妹为姑。
父之从父晜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晜弟
为族父。
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晜弟。
族晜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
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晜弟。

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
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
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

仍孙之子为云孙。
王父之姊妹，为王姑。
曾祖王父之姊妹，为曾祖王姑。
高祖王父之姊妹，为高祖王姑。
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
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
父之从父晜弟之母，为从祖王母。
父之从祖晜弟之母，为族祖王母。
父之兄妻，为世母；父之弟妻，为
叔母。
父之从父晜弟之妻，为从祖母；父
之从祖晜弟之妻，为族祖母。
父之从祖祖父，为族曾王父；父之
从祖祖母，为族曾王母。
父之妾，为庶母。
祖，王父也。
晜，兄也。

晜kūn古同“昆”，兄。



《尔雅》乃由汉初学者缀辑诸书旧文，递增而成，原为训解经
书所作，故经书以外之字，不作训解。
《汉书·艺文志》列入“孝经类”，著录为三卷二十篇；
唐代以后列入“十三经”；后列入“小学类”，存十九篇。
前三篇解释一般词语，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
后十六篇根据事物的类别解释其名称，类似今天的百科辞典。
因其所训释的是先秦经书中的文字名物，故在语言学、文学、
文化学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
本来它是解释文字名物之书，用作古人阅读经书的工具。可是
由于年代更迭，世事变迁，今天连我们读起那些解释性的词语
也觉得古奥难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