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関西大学外国語教育学研究科 招聘研究員講演会

9月20日
１4：3０〜１6：００

会場：関西大学千里山キャンパス
岩崎記念館 4階F401教室

“習慣”“奮鬥”“陶醉”“薰陶”是什麼結構關係？為什麼可以相互組合？為什麼
有“樂陶陶”“奮不顧身”“籍貫”等說法？其得義之由是什麼？語素結合成詞的
動因以及與之相關的詞義生成是複音詞研究的重要內容。核心義處於詞義結
構的深層，是貫穿和統攝詞義的一種抽象意義，並列式複音詞兩個語素的相
互選擇和結合，可以從語素核心義的一致性或相關性中尋求內在依據和深層
原因。對於語素義相同或相近的並列式複音詞來說，語義組合一般遵循和諧
一致的原則，語素相互選擇和結合的深層原因可以歸結於核心義的共性。

講演者略歴

関西大学 外国語教育学研究科
http://www.kansai-u.ac.jp/fl/graduate/index.htmlURL

從核心義談並列式複音詞的組合

金

講演者：王雲路教授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教育
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禮學研究
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周有光語言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部學位
委員會主任，《漢語史學報》主編，中國訓詁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常
務理事，浙江省語言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等。

主要從事中古漢語詞彙和訓詁研究，出版專著十餘部，發表論文百餘篇。其中
專著《中古漢語語詞例釋》 (與方一新合作)，曾獲得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

《漢魏六朝詩歌語言論稿》、《中古漢語詞彙史》分獲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科
成果二、三等獎和浙江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專著《漢語詞彙
核心義》入選國家社科成果文庫，並獲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另獲浙江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三等獎多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重大課題和高校古委會課題十余項。

講演概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