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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言学研究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

李如 龙

[摘 要 ] 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文字与音节 、 语素对应 , 形音义一体 , 结构立体

化。汉字适应并参与了汉语的演变:不断调整字音和字形以适应意义的扩展 , 形成单音的核心词和

开放的多音词的巧妙配合 , 字义虚化生成语法模式。在汉语发展历史上 , 汉字为贯通古今南北 、 保

持汉语的统一 , 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汉语和汉字缔造的 “单音节” “非形态” 的特征值

得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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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汉字的人都知道 , 字有形音义 , 传统语文学也按此分为文字学 、 音韵学和训诂学 , 那

时 , 研究汉字也就是研究汉语 , 并没有着重考察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后来引进的西方现代语言学

认为文字是语言的身外之物 (符号的符号), 研究汉语的人对汉字不感兴趣 。 19— 20世纪之交发

现了甲骨文后 , 文字学专攻古文字 , 如唐兰所说 , 只注重研究汉字的 “构成的理论 ” 和 “字体

的变迁 ”, 也无暇顾及与汉语的关系了。因此 , 长期以来关于汉语和汉字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 。

然而 , 这却是一个不可不关注的根本问题 , 因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固然有外在的一面:字的

形体及其变迁与语言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有内在的一面:字就是表音的音节和表意的

词或语素 , 字的形音义同汉语的发展是互动互谐的 。不研究这种独特的内在关系 , 就很难真正地

理解汉语的特性 。本文是对此所作的初步探讨 。

一 、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的独特类型

索绪尔把文字分为表音和表意两大体系 , 并说:“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 , 而这个符号却

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 。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 , 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

关系。这种体系的典型例子就是汉字 ”
[ 1] 50-51

。这位结构主义大师对东方的语言知道太少了 , 不

知道 “另类 ” 的汉字 , 一说就错 。一个汉字记录了一个音节 、一个单音词 , 怎能说与声音无关?

还是赵元任说得对:“外国文字也标义 , 中国文字也标音。 ……在两种文字的体系里 , 音义都有

关系。”
[ 2] 146
后来的布龙菲尔德也比索绪尔高明:“汉字发展了完美的表词文字体系 , 音符和义符

连结成一个单独的复合字 。”
[ 3] 360
他说的 “复合字 ” 就是形声字。汉字是既表音也表义的 , 这是

它记录汉语的两个功能。周有光称为 “意音文字”
[ 4]
比较准确 。赵元任提出 , 汉字是 “一字一言

的文字 ” (言指的是词素)
[ 2] 144

, 是从结构方面说的 。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 , 也代表一个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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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单音词)。裘锡圭说 , “语素 —音节文字” 跟 “意符音符文字” 或 “意符音符记号文字 ”
[ 5] 18

,

是从不同角度给汉字起的名称 , 这两个名称可以共存。这几种说法或着眼于结构 , 或着眼于功

能 , 其实可以互相补充。

关于汉语和汉字的内在关系 , 首先应该研究的是汉字的形音义是如何结合成一体的 ?这种结

合和表音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有何不同 ?造成这种结合的原因是什么?

汉字的字形历来有 “六书 ” 之说 , 上世纪 20年代沈兼士把六书归纳为 “象形字 、 表意字 、

表音字 ” 的 “三书”, 并说 “最初是用形象来表示 , 进而用意义来表示 , 更进而用声音来表示 ,

其由意符的区域渡到音符的区域的轨迹是很难明显的 ”
[ 6] 395

。这是对字形的整体所作的分类 , 也

指出了三种造字法的演变过程 。裘锡圭的 “三书说” 则是对字形的分解并指明各类零件和语言

的音义的联系:“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 , 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 ,

在语音和意义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
[ 5] 11
隶变之后 , 汉字的字形已经稳定为一个个整体 , 经过语

言和文字的许多演变之后 , 音符 、意符都和语言的音义有了距离 , 就难以 “见字读音 ” 和 “望

文生义 ” 了 。汉字字数又逐渐增加到数万 , 这就造成了汉字难学 、难认 、 难记的弊病。

从整体上说 , 绝大多数汉字的形 、音 、义是三位一体的 。每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 、 一个意义

单位 (早期是词 , 后来是语素)。不含字义的联绵字 、译音字只是一小部分 。就每个个体来说 ,

当然还有同音字 、异体字 、多义字等等复杂情况 , 但是学了一个字 , 同时就掌握了它的形 、 音 、

义 , 学了文字也就学了语词。和音素制的拼音文字相比 , 真有 “毕其功于一役” 的妙处。这就

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

汉字标记汉语的方式是综合型的 , 自身的结构方式是立体化的 , 形音义是一体化的结构 , 文

字的单位和语言的单位是相对应的。这种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如此 , 语言和文字之间是深度的关联 、内在的关系 , 形神相配 、 水乳交融 , 文字成了语言的

基本结构单位。

拼音文字标记语言的方式是分析型的 , 结构方式是平面性的 , 形音义的结合是直线分层排列

的 , 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是不相对应的。可用下图表示:

这种类型的语言是一个字母或几个字母组成一个音节 , 一个音节或几个音节组成一个有意义

的词。语言与文字之间是浅层次的关联 、 外在的关系 , 文字 (字母)只用于表音 (音素), 字母

和音节只有组成词之后才与意义相关 。确实 , 拼音字母大多只关乎语音而不关语意 , 大概是从这

一点出发 , 索绪尔才逆推了汉字只关乎语意而不关乎语音的错误结论 。这样的组合中 , 文字的单

位 (字母)少 , 规则单纯 , 拼读词语简易 , 但是掌握语意还得另起炉灶。

那么 , 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的这种独特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切文字都是由于记录 、 传播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 , 必然体现着语言的特征。汉字应该是从

甲骨文时代到隶变的秦汉这一千年间形成和定型的 。这是汉语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标记方式的磨

合过程 。那时的上古汉语有哪些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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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从词汇说 , 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 , 从殷商到春秋战国莫不如此 。有关数据已经很

多 。据伍宗文就 《尚书》 《诗经 》 《论语》 《左传》 《孟子 》 《吕氏春秋 》 等六部典籍所作统计 ,

其中出现单音词 11 601个 , 复音词仅有 4 671个 , 相去甚远 。
[ 7]
单音词都是最古老 、 最常用的根

词 。用汉字来记录单音词不必组装 、 一一对应 , 十分简便。音节数有限 、 词汇发展受制 , 汉字还

可以用不同的形体来区别同音字 , 如 《诗经 》 就有公工功攻 /李里理鲤 /羊洋阳扬杨 /黄簧皇遑 /

桀傑偈竭等 。此外 , 上古时期还有一批多音 (异读)字 , 也有助于增加单音词的表现力。

第二 , 从语音上说 , 上古汉语已有声调 , 《诗经》 大多分调押韵可资佐证。至于有无复合辅

音 , 尚有争议 , 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上古音的音节比中古音多 。中古的 《广韵 》 已有 3 877个音

节 , 上古音节可能在 4 000以上 。有这么多表音节的字 , 加以异形同音字和同形的多音多义字 ,

很容易就能得到三五千个词根字。甲骨文发现的单字已有四五千 , 十三经则有 6 544个 。可见音

节数有限 、 单音词占优势 , 并没有使上古汉语的以字造词和用词造句发生困难。从 《诗经 》、

《楚辞》 到先秦诸子 , 不论是朝野的歌吟 、官场的论辩或学者的争鸣 , 定型后的汉字已经为汉语

的表达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手段 。

第三 , 从语法上说 , 从上古时期起 , 汉语就缺乏形态变化 , 主要用虚词和语序来表现语法意

义 、组词成句 , 这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这种所谓 “孤立语 ” 的语法特征也是和综合式的表词

汉字十分合拍的 。

上古常有的 “词类活用”、 “使动用法 ”、 “意动用法 ” 等特点 , 突显了词性的变动无须借助

形态 、 变读字音 , 甚至不必加用虚词 , 把 “一字多义” “词性兼类 ” 发展到极致 。例如:

吾不能以春风风人 , 吾不能以夏雨雨人 (《说苑》, 名词用为动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 名形动兼用)

求也退 , 故进之 , 由也兼人 , 故退之 (《论语 》, 动词使动)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 , 在下位则美俗 (《荀子》, 形容词使动)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 外其身而身存 (《老子》, 方位词使动)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 登泰山而小天下 (《孟子 》, 形容词意动)

对于古代汉语这种单音节语 、无形态变化的特点及其与汉字的巧妙配合 , 西方学者早就有所

理解了 。这也许就是 “旁观者清” 吧 。 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杜赫德著 《中华帝国史 》 用专章介

绍 “中国语言的性质 ” 时说:“这种语言表面上很贫乏 , 而且受到了构成该语言的数量有限的单

音词的限制 , 但是语汇却非常丰富 , 表现力极强。 ……同一个字与其他字搭配表示出许多不同的

东西 , ……不同的搭配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 , 中国人通过将单音节字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

创造出常规的对话 , 非常清晰 、十分优美地表现自己的思想 。”
[ 8] 495-496

后来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

特则说:“汉语具有高度的结构一致性……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非语音的方式表示形式关系……由

于缺乏语音标记 , 精神必须以更微妙的方式把形式关系跟言词联系起来。 ……恰恰是因为汉语从

表面上看不具备任何语法 , 汉民族的精神才得以发展起一种能够明辨言语中的内在形式联系的敏

感意识 。” “人们从象形文字出发 , 而不向字母文字发展 , 于是就构成了一种富有艺术性的 , 任

意地建立起来的符号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具体符号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 , 只不过这种联系始

终是概念的而不是语音的 。汉民族的汉语的知性倾向超过了对语音交替的爱好 , 因此 , 汉字这种

符号在更大程度上成了概念的标志而不是语音的标志。”
[ 9] 312-314

一两百年前的这些精当的描述和

分析 , 不是至今还很值得我们玩味吗 ?

二 、 汉字适应并参与了汉语的演变和发展

汉语和汉字巧妙结合之后 , 两个系统就捆绑在一起 , 相互制约 、 相互适应 , 在互动中不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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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新的和谐。汉代以后 , 上古汉语变为中古汉语 , 两千多年来 , 汉字和汉语一直配合默契 , 从

而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正是它们的互动和和谐演变构成了一部包含着汉字史在内的汉语史。从

这个角度切入 , 已有的汉语史研究可能需要一番调整和扩展 , 其中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 。以下试

就几个主要方面谈谈汉语和汉字的互动和和谐演变 。

第一 , 双音合成词的兴起和汉语词汇系统的构筑。

先秦汉语单音词占优势 , 约占 1/4的复音词之中 , 重言和双声叠韵等 “语音造词” 和语素

合成的 “语义造词” 数量相近 。例如 《诗经》 , 据向熹的研究统计 , 用字 2 826个 , 词汇数 3 400

多 , 其中复音词 900多 , 复音词之中 , 语素造词 458个 , 偏正 、并列式等合成词 544个 。
[ 10]
两汉

之后 , 复音词比例逐渐上升 , 其中迅速增长的是语义合成的双音词。以下是按程湘清所做的对汉

代到唐代三部著作的统计
[ 11]

:

专著 总字数 双音词数 语音造词 语义合成

(汉)论衡 21万余 2 300 101 2 189

(六朝)世说新语 6万余 2 126 129 1 997

(唐)变文 27万余 4 347 404 3 949

这些数据说明了从汉代到唐代双音词的大幅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 新增的双音词大多是用

两个单音词 (或语素)按一定语法关系合成的 。向熹在 《简明汉语史 》 中总结道:“中古汉语复

音词有了全面的发展 。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复音词 , 成为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现代

汉语所有的双音词结构 , 中古都已具备。其中以联合式 、偏正式复合词最为重要 , 占中古汉语复

音词总数的 80%以上。”
[ 12] 516

应该说 , 汉语双音词的兴起并非秦汉之间突然发生的。据唐钰明研究 , 不计专名 , 甲骨文已

发现复音词 35个 , 金文则有 237个 , “甲骨文复音词只有名词 , 金文复音词除名词外 , 还有动

词 、形容词 、副词乃至复音虚词”
[ 13] 123

。就金文说 , 单纯词仅 39个 , 合成词占 83%。

语素合成的双音词所以在秦汉之后才得到大量发展 , 说明了 , 汉字的形音义结构模式需要一

番整合;汉字和汉语的一体化 (字 =音节 =词)也需要一个过程。同时 , 这和汉字在社会上的

普及和应用也有关系 。隶变之前 , 汉字掌握在少数巫史手上 , 只能在龟甲和兽骨上雕刻 、在铜器

上铸造 。隶变之后 , 汉字走进大众的生活 , 和汉语有了更加密切的关联。叠音词 、 联绵词等

“语音造词” 的衰歇和 “语义造词” 的兴起 , 也证明了汉字的以义为中心的性质和字义合成造词

法的巨大威力。 《荀子 ·正名篇 》 说得好:“单足以喻则单 , 单不足以喻则兼 。” “子” 原来可指

“小孩” (《诗经》:“乃生男子 , 乃生女子 ”), 又指 “儿子 ” (《韩非子》:五子不为多), 也可指

“女儿” (《论语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还可指 “先生” (子曰 , 子不语)。这种多义词离开

语境就意义难明 , 后来的许多双音词: “夫子 、 公子 、 男子 、 赤子 、 童子 、 王子 、 孺子 、 庶子 、

孙子 、 妻子 、小子 、 孝子 ”, 用一个字来限定另一个字 , 意义就明白多了 。偏正式既便于分类

(古人 、 国人 、乡人 、 匠人 、野人 、 贤人), 也可以分解 (人生 、 人伦 、人情 、 人心);并列式不

但可以同义并列 (安乐 、 奔走 、长久 、劳苦 、 富贵 、骨肉 、 尺寸), 也可以反义对比 (离散 、 轻

重 、上下 、 旦暮 、是非 、 日夜 、聚敛), 都是最 “足以喻” 的 “兼 ”, 所以 “字义合成 ” 一旦成

熟 , 首先大量发展的便是偏正式和并列式的结构。

然而 , 必须强调的是 , 字义合成的双音词大量生成之后 , 单音词并没有受到排挤而退缩。相

反 , 用来合成的都是原有的单音词 , 单单关联成双 , 合成词的大量产生正是为单音词固有义的扩

展使用或相关义的延伸提供了大好机会。而且 , 固有的单音词早已占据着根词 、基本词 、常用词

的核心地位 。从中古到现代 , 双音词越造越多 , 但各种文本中使用频次最高的都是单音词。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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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系统的发展上 , 双音词 、复音词的扩展 , 并没有动摇单音词的核心地位 。中古以后汉语确是增

加了大量双音词 , 但并非都替换了单音词 , 使用频度也没有超过单音词 , 中古以后的词汇只是双

音词 、 复音词大量增加 , 把它说成 “双音化” 、 “复音化 ” 是不准确 、 不合实际的 。

秦汉之后 , 双音复合乃至后来的三音节 “惯用语” 、四音节成语的生成 , 都是以最稳定 、 最

常用的 、最有派生能力的单音词为核心 , 一圈圈扩展开来的 , 这样的同心圆就构成了汉语词汇系

统的基本框架:

处于核心的单音词也就是 “一二三 、 天人 、山水 、 上中下 、 来去 、 大小 、有无 、不 ” 这类

最早出现的独体字 , 这些字形音义明确 , 长期稳定不变 , 构词能力极强。少量封闭的单音核心词

和大量开放的一般词 、多音词精巧地构筑了汉语的庞大而能动的词汇系统 。

第二 , 汉语语法模式的演变与汉字字义的组合和虚化。

从语法方面考察汉语和汉字的和谐可以从构词法和造句法两方面入手 。

在构词法方面 , 上古汉语单音词居多 , 为了表达纷繁复杂的语义 , 许多单音词都成了多义

词 , 或近义引申或词类兼用 , 或同音假借 , 一个单音词衍生出四五种意义极为常见 。语义合成的

双音词不但扩大了词汇量而且减少了多义现象 , 很快就成了扩展新词的主要手段。在双音的基础

上又有了三字组合 , 早期的如昏昏然 、飘飘然 、丈夫子 、三千里 、二三子 , 后来就更多了:亮晶

晶 、静悄悄 、老糊涂 、老妈子 、书呆子 、 毛毛雨 、 崭崭新以及专取比喻义的惯用语 (背包袱 、

走后门 、硬骨头 、纸老虎 、领头羊 、 死脑筋 、 吃闲饭)。四字格成语也是很早就产生了 , 其中二

二组合 、一三组合 、 四个一的组合都有:守株待兔 、 杞人忧天 、 嗟来之食 、 舍生取义 、 螳臂当

车 、浩然正气。这种字义合成的构词方法不正是 “一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 规律的生动表

现吗? 汉语这种字义合成的复音词和西方拼音文字的语音屈折 、 派生多音节词是性质相异的构词

法 。汉语以表义字为单位 , 着眼于意 , 用字义合成词义 , 以词或语素组成语词;西语以字母为单

位 , 着眼于音 , 用字母的音表示语法意义 , 用语缀附加的方法组成语词。唐兰早就指出了这二者

的区别 , 他还批评了王力把中国式的 “双音节语 ” (联绵字)也称作 “双音词 ”。他说: “双音

节语在语言里是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 , 双音词是可分析的 。”
[ 14] 28 -29

他把可分析的双音词又分为

“重字复合语 (关关 、 昭昭)、集义复合语 (保养 、 兄弟)、 别类复合语 (君子 、淑女)、附着复

合语 (桌子 、石头)、 惯用复合语 (成语 、典故)。”
[ 14] 28-29

这种对汉语和西语的对比分析 , 从根

本上揭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构词法的区别。

在造句法方面 , 汉语主要是靠虚词和语序来体现语法意义的 。虚词大多从实词虚化而来 , 和

构词法一样 , 走的也是语义演变的路而不用语音的屈折 。 “了 ” 原是动词 , 读 liau
3
, 表示动作完

成 、结束 (话音未了 ,不了了之 ), 或表示动作 、状态实现的可能 (他来不了 ,假的真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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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经过书面语的加工而得到提升;把古代语言的精华浓缩 、精装为典雅成分传给

后代语言 , 又把反映现实经过冶炼的新词语吸收到规范系统中来;在传播通语的同时 , 也吸收各

地方言所创造的有用成分 。有了这灵活多能的沟通因子 , 汉语的发展达到了古今承接 、 南北贯

通 、雅俗共赏 、 左右逢源的境界。

高本汉在比较汉语和印欧语之后说:“现在单音缀的与无语尾变化的中国语 , 久已脱离了原

始未发展的境地 , 而为一种最先进的与极省略的语言的代表 , 其单纯与平衡的现象 , 较之英语尤

为深进 。”
[ 22] 9
关于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 他说: “单音制 、 无形式变化 , 缺少仆音群 , 语尾应用仆

音很有限制 , 这些现象都是使中国文字成为方块头 , ……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文字 , 不特能够通

行 , 而且极其自然 , 没有什么障碍”
[ 22] 32

。经过东西方语言文字的对比 , 他不无深情地说: “好

像苍凉荒旷的古境中 , 巍然耸峙着一座庄严的华表 , 那倒影普映着东亚全部的文化 , ……这便是

中国文字与书籍上所表现着的中国的精神 ”
[ 22] 157

。 “中国无论何处何时何事是常有伟大的艺术家

的;当此风潮激荡 , 国难在前的时代 , 中国文学将如在荒漠中竖立起一座金字塔 , 放射出绚烂的

光芒 , 含着新生的力与美 。如果已经了解及赞许过去与现在的中国的人 , 这是谁也不能怀疑

的 。”
[ 22] 190

这位瑞典人在研究了汉语和汉字之后能得到如此精辟的结论和深刻的感受 , 是很值得我们敬

佩的。联想到我们的学者还在努力把自己的语言说成 “并不缺乏形态 ”, 一旦有学者联系汉字来

解释汉语的特征 , 就可能引来异样的眼光 , 认为奇谈怪论 , 不是很值得深省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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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foritbothneedtoofferthepositiveviewoftherelativityandtemporarycharacterofthings, andto

seekthereasonofcertaintyofthings.Withinalltheorieswithhistoricalorientation, onlytheonecom-

binedwithdeterminismcanavoidtheperplexitiesofrelativityanddealwiththecontradictionreasonably.

Hegel' shistoricalviewbasedondialecticalmetaphysicsdidnotreallyovercometheperplexityofhistori-

cism.Marxistphilosophyfoundouthumanlibertyaccordingtothehistoricalprincipleandconstructeda

specialtypeofhistoricismthatmakestherealizationoflibertybasedonthescientificobjectivecertainty.

Foralongrun, thehistoricalrootofMarxistphilosophyhasbeenforgottenandtwomajortrendsininter-

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yoccurred:onebasedonsimpleknowledgeandtheotherbasedonsimple

norms.Inordertohavea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Marxistphilosophy, itiswithgreatsignificance

torebuilditshistoricalroot.

Keywords:Marxistphilosophy;historicism;historydecisivetheory

OntheInteractivityandHarmoniousDevelopmentsofChineseandtheChineseCharacters

LIRu-long

Abstract:TheCorrelativitybetweenChineseandtheChineseCharactersisspecial.Eachcharacter

correspondstoasyllableandamorpheme, andgetsitsowngrapheme, pronunciationandacceptations.

ThecharactersadaptthemselvestotheinvolvementsofChineseandplayanimportantroleinit.Theyad-

justtheirpronunciationsandgraphemesfortheexpansionofmeaningandthecollaborationofmonosyllab-

iccorewordsandpolysyllabicwordscomeintobeing.Moreover, theacceptationsofcharactersgrammat-

icalizeandtheChinesegrammarpatternforms.DuringtheinvolvementsofChinese, thecharacterscon-

tributealottothecommunicationbetweenancientandmodernChineseandalsotothatbetweenthe

northernandsoutherndialects.It'salsoimportanttotheunityofChineselanguageandtheinheritanceof

nationalcultures.

Keywords:Chinese;theChineseCharacters;harmoniousdevelopment;typeoflanguageand

wordsrelation;stereoscopicstructure;monosyllabiccorewords;non-stylefeature

OntheStatusandFunctionsofMediaCultureintheCultureStructureofQingDynasty

CHENGLi-hong

Abstract:AsitwasdifferentincharactersintheearlyandlateperiodofQingdynasty, themedia

culturealsoowneddifferentstatusandfunctionsinculturestructure.Beforemid-Qingdynasty, media

culturedevelopedtothepeakoftheancientChinaandhascometoaverymaturestage;however, itssta-

tusintheentiresocio-culturalstructurewasnotveryremarkable.Byofferingthenecessaryinformation

securityforthegreatunificationofQingdynasty, themediaculturewasreducedtobethetoolofthoughts

andculturalautarchyatthesametime.InlateQingdynasty, themediaculture(withquitedifferentsta-

tusandrole)achievedaleapforwardtothemodernization, createdapowerfulstructurediscoursesystem

independentfromauthority, andformedtheconfrontationwiththetraditionalmainstream.Finallyhasthe

mediaculturefreeditselffromsimplefunctionsandcategoryasaculturecarrier, butinvolveddirectlyin

theprojectofcreatingthenewcultureattheendofQingdynasty, whichcontributedtothepopulartrend,

andbecameanimportantforceforsocialtransformation.

Keywords:mediaculture;culture;QingDynasty;social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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