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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rransport and]s/Ⅱ dd⒒e and sma【1{C且 t豆es of Modern sichuan

TIAN Yongˉ xiu

(Humanities Ins1i1u1e,southwes1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31,China)

Abstract:Water transpor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modem sichuan provinc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which deter【 nines the distribution and1heir function, as well as regional strucˉ

1ure of the cities in Sichuan。

Key wOrds:water transport; modern sichuan; middle and small cities along the rher;re妒 onal

struC1ure of1h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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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书 讯

宋子然教授主编《汉语新词新语年编》(⒛01-2002)出 版

《汉语新词新语年编》(zO01-2002)卷 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 zO04年 5月 出版。该书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子

然主编。此前的(l”5-1996)卷 和(1997-2000)卷 出版后已经销售一空。

汉语中的新词新语是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产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 际交往日益频繁 ,经

济发展 ,科技进步 ,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词新语。它们不仅折射出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变化 ,而且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

所留下的历史痕迹。这套丛书可供读者查检某一时期中新生词语的意义和产生背景 ,可 为语言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提供研

究资料。

这套书题名为
“
年编

”
,从形式到内容与其他新词新语词典有所不同 ,一是按年代搜集编纂 ,这 样基本上可以揭示新词新

语出现的时间。因为确定一个词语的产生年代是语言学界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为后代的语言学研究者提

供了依据。二是书中每个词目下皆有按语 ,按语的内容除了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该词语进行分析比较而外 ,还着重介绍该词语

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介绍该词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和某些数据 ,这对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和广大渎者特别是后代读者来说是

很有意义的 ,因 为新词新语有的可能逐渐成为全民性的词语 ,有 的则可能是昙花一现。词语虽然消失了,但这个时期的文学

作品、报刊、文献资料还会流传到后代 ,所 以后代读者可以从按语中加深对这个词语的理解。

该选题已受到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关注和好评。该书出版以来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发行量不断增加。这套丛

书拟定每两年出一卷 ,并计划在 zO04年底出版前三卷的合订本。(魏 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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