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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沁公吾复音词结构特节瓦的文化透视

王 作 新

初始的汉语
,

单音词一统语言的天下
。

伴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复音词应需而生
,

补偿了单

音词在语 言交际 中显露的不足
,

且在与单音

词 同伴而行的旅 程中
,

于数量和使用的频率

方面渐成壮大之势
。

对汉语复音词结构特征

及其成因的揭示
,

必将给汉语 史及中国文化

的研究带来极大裨益
。

本文拟对汉语复音词

的结构样态予以 历时考察
,

以观其发展轨迹 ;

进行共时比较
,

而察其结构特征
; 进而对其成

因试作探讨
。

一
、

汉语复音词的结构特征

在 传世的上古文献语言材料 中
,

《诗经 》

呈现出
“

因声关 联
”

复音词丰富的特点 (对此

已另有专文讨论 )
。

但由于 《诗经 》已非复音词

萌芽阶段 的作 品
,

所 以 也具有 比较可观的据

义联结的复音词
。

( 按
:

或称语法构词
,

亦即非

因声关联 的单纯 复音词
。

) 据有 夕、 统计
,

《诗

经 》复音词中动宾式 13 个
,

附加式 27 个
,

联

合式便约有 2 00 个
,

至于偏正式则数量最 多
,

竟约有 40 0 个
,

但因绝大多数是名词
,

所以在

使 用或适 应的范 围上 却远 不及联合式 复音

词
`卜 。

《墨子 》一书所用复音词 为 1 90 个
,

以双

音节 占优势
。

从结构看
,

单纯复音词仅 8 个
,

而 1 8 2 个复合词中
.

联合式便有 1欠 个之多
,

占 5 6%
竺̀ 。

《吕氏春秋 》共有复音词 2 0 17 个
,

双音节

有 1 7 3 0 个
,

三音及三音以上者
,

只有 2 8 7 个
,

且主要是人名 ( 包括封号
、

溢号 )
。

从结构类型

言
,

单纯复音词 为 78 个
,

仅占复音词 曾
、

数 的

4
.

1 沁
:

复合词 中
,

则以联合式占优势
,

曾
、

数为

4 3 8 个
,

其次是偏正式
,

为 408 个 几

上述统计表 明
.

先秦汉语复音词有如下

特征
:

音节形式上主要呈双音节
,

结构方式上

主要是复合法
; 而在复合法中

,

又主要是联合

式与偏正式两类
④ 。

史存直说
:

先秦汉语里
,

“

支配式和表述式虽然有
,

但不 多
; 至于补充

式则尚未产生
。 ’ ,迄这是符合汉语实际的

。

随着历史的发展
,

汉语复音词虽然增加

了一些新的构词方式
,

如汉代即出现有补充

式⑧
,

但终究未能动摇复音词结构的主宰者

的地位
,

相反
,

联合
、

偏正二式
,

特别是联合式

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化和巩固
。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较能真实地

反映六朝时代的汉语面貌
。

对该书复音词调

查的结果表 明
,

联合式构词 占有复音词总数

的 4 6
.

4 %
,

偏正式 占 36 肠
,

其余遗存的单纯

复音词 ( 包括固声关联的遗存形式 )
、

新生的

音译借词和其他附加
、

表述
、

支配
、

补充各式
,

总计亦 不过 1 7
.

6 %
了 。 “

六朝
”

以后
, “ `

联合

式
’

和
`

偏正式
’

在隋
、

唐
、

宋时期
,

乃至以 后
,

一直都是主要的造词方式
。 ’ ,妙

《现代汉语词典 》所收
“
A

”

音起首的复音

词 (语 )共 3 09 个
.

其中有四字成语 21 个
,

三

音节及三音以上的多音词 61 个 (其中专有名

词
、

音译或音译加类名计 37 个 )
,

除此而外
,

全 为双 音 词
,

计 22 7 个
,

占 复 音 词 总 数 的

7 0
、
2 %

。

从构词方式看
,

2 27 个双音词
,

偏正

式为 8 3 个
,

联合式有 81 个
,

支配式 2 5 个
,

附

加式 18 个
,

音译词和摹声词 13 个
,

单纯词 7

个
,

补充式 1 个
。

由此观之
,

显见联合
、

偏正占

绝对优势
。

北京语言学院所编 《简明汉英词典 》 ( 91

年 6 月版 ) 以
`

℃ ”

字母起首者
,

收有汉语 复音

词 (语 ) 9 3 7 个
,

(不 包括
“
从… … 出发

” 、 “

除了

… … 之外
”

等
。

) 双 音词共 7 8 5 个
,

占总 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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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8%
,

另有成语 (主要是 四字成语
。 “

吃一

堑
,

长一智
”
之类极少

。

) 84 条
,

多音词 68 个
。

就 7 85 个双音词而论
,

构词方式分布如

下
:

联合式 3 17 占 4 0
.

6 %

偏正式 2 78 3 5
.

4%

支配式 1 18 15 %

补充式 2 4 3乡b

附加式 2 2 2
.

8 ;石

单纯式 19 2
.

3%

表述式 7 .0 9%

很显然
,

亦是联合式与偏正式居主
。

与汉语 78 5 个双音词相对应的英语表达

形式则多见有词组
,

如
:

插图
: i l l u

s t r a t i o n in a b o o k
·

插秧
: t r a n s p l

a n r r i e e s h o o t s
.

也有少量的单音词形式
,

如
:

嘲弄
: m o c .k

潮湿
:

da m .P

同时
,

也有大量的复音词存在
。

然而
,

在结构

特征上却与汉语有明显不同
。

英语以复音词资格同汉语双音词相对应

的
,

粗略统计
,

有 3 13 个心 。

从构词方式来看
.

英语 的 31 3 个复 音词 可分为单纯与 合成二

类
。

合成词中则以 附加法居主导地位
,

计有

1 5 9 词
,

如
:
p

r e j u d i e e (成见 )
, r e b u ild (重建 )

,

e x t r a o r d i n a r y ( 出 奇 )
,

f r e q u e n t l y ( 常 常 )
,

e o n v e n t io n ( 常 规 )
,

a c h ie v e m e n r ( 成 绩 )
,

C o m p o 、 i t i o n (成分 )
。

可复合法构成的复音词

在 英 语 中 则 相 对 较 少
,

只 有 42 例
,

如
:

f i r e w o o d (柴火 )
, o u t l ) u t ( 产量 )

,

b a n k n o r o (钞

票 )
,

h e a r s a y ( 传闻 )
, o v e r s l) e r l ( l (超 支 )

, o v e r

一 a g e ( 超龄 )
, t e a 一 l

e a
f (茶叶 )

。

在复合词中
,

几乎不见有并列联合的结构
,

如果要说有的

话
,

大约只有 h e a r s a y ( 传闻 )大致可算
。

视上所述
,

自先秦文献语言以迄 现代汉

语
,

复音词一贯是双音词占优势
.

联合式居主

导
,

即语音形式上具有骄偶性质
,

结构组合上

则表现有比连 事类
,

会合语 义的特征
,

此即有

如汉许慎言文字结构所说的
“

比类合谊
.

以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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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抽
”

的
“

会意
”

结构
。

因此
,

可以说
,

汉语复音

词最典型的特征便是
“

骄音会意
” 。

二
、 “

骄音会意
”

的语言内部条件分析

汉语的语词 由单音而走上复音的道路
,

受着语 言交际的实际推动
,

而语言内部 则须

具备与之相应的物质条件或基础
。

首先
,

汉语的音节具有可分析性
,

单音词

内部的音 素在 言语 中可能分 解而致成复音

词
,

同时
,

音节的叠合
,

亦可增加语词的音响

长度以构成复音词
。

在传统的音韵学中
,

汉语

音节被析为声
、

韵两个组成部分
,

这是符合汉

语实际的科学分析
。

而这种组合特征
,

则比较

容易同双音节的复音词关联起来
。

第二
,

汉语 的语 词
,

在漫长的历 史时期

里
,

单音词一直表现得特别活跃
。

单音词 以其

丰富的内容
,

聚合于不同的语义场中
,

这便为

汉语复音词的比类复合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材

料
,

使骄音会意的复音词构造具有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
。

例如
:

树有名词 义
,

与木 (同层级 )
、

枝 ( 邻近层级 ) 同处一语义聚合序列里
,

比连

起来
,

即可构成树木
、

树枝的复音词
。

又有动

词义
,

和艺在同一语义场
,

会合二素
,

便可构

成树艺这一复音词
。

第三
,

汉语的结构组织
,

表现有明显的骄

偶比类特征
。

不必说汉魏六朝的辞赋骄文
,

也

无论唐代的诗歌和 宋元的词 曲
,

单就先秦语

言材料
,

该特征也可谓表现充分
。

据笔者初步调查
,

《诗经 》中有双偶对应

的句子 6 6 组
。

如
:

深则厉
,

浅则揭
。

( 《邺风
·

抱有苦叶 )))

言笑晏晏
,

信誓旦旦
。

((( 卫风
·

氓 )))

投我以木瓜
.

报之以琼 据
。

( 《卫 风
·

木

瓜 )))

谷则异室
,

死则同穴
。

((( 王风
·

大车 )))

百川沸腾
,

山家翠崩
。

((( 小雅
·

十月之

交 )))

出 自幽谷
,

迁于乔木
。

( 《小雅
·

伐木 )))

自《楚辞 》中得 5 7 例
,

如
:

朝饮 木兰之 坠露 兮
,

夕餐秋菊之落英
。

((( 离骚 )))



腼规矩而改错
,

背绳墨以追曲
。

(同上 )

横流涕兮潺援
,

隐思君兮阵侧
。

((( 九歌
·

湘君 )})

雷填填兮雨冥冥
,

风飒飒兮木萧萧
。

((( 九

歌
·

山鬼 》 )

与天地兮比寿
,

与日月兮齐光
。

((( 九章
·

涉江 )))

举世皆浊我独清
,

众人皆醉我独醒
。

((( 渔

父 )))

去白日之 昭昭 兮
,

袭长夜之悠悠
。

((( 九

辩 )))

韵文如此
,

散文作品中
,

偶对之句也俯拾

即是
。

如
: 《左传

·

成公十三年 》 : “
跋涉山川

,

逾越 险阻
。 ” “
珍灭我费滑

,

散离我 兄弟
,

扰乱

我同盟
,

倾覆 我国家
。 ”
李斯的《谏逐客书 》就

更是表现突出了
。

如
: “

废攘侯
,

逐华阳 ; 强公

室
,

杜私门
。 ” “

致昆山之玉
,

有随和之宝
,

垂明

月之珠
,

服太阿之剑
,

乘纤 离之马
,

建翠凤之

旗
。 ” “
江南金 锡不 为用

,

西 蜀丹青不为采
。 ”

“

太 山不让土壤
,

故能成其大
; 河海不择细流

,

故能就其深
。 ” “
物不 产于秦

,

可宝者多 ; 士 不

产于秦
,

而愿忠者众
。 ”

视上可见
,

汉语的语句组织的骄偶比类

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

汉语 的语词结构与之一

脉相承
,

因此
,

汉语的组织方略
,

为汉语复音

词的骄音会意结构
,

提 供了构建的框架原则
。

诚然
,

汉语 内部各方 面均与复音词结构

特征相适应
,

且 为它提供了必要的物 质基础

和结构图式
。

但是
,

汉语复音词何以选择了这

种结构 图式
,

并且构造 了以骄音会意 居主的

复音形式
,

则不是仅凭 内部条件的揭示所能

圆满 回答的
,

因为它在根本上取决于建造者

或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态度
,

换言之
,

它与汉族

文化有着密切的联 系
。

三
、 “

骄音会意
”

的文化透视

要深 入地揭示汉语复音词骄音会意特征

的成因
,

只有将 它置于华夏
-

一汉 民族广阔

的文化背景 中去透视
,

才能得到比较全面深

刻的认识
。

汉语复音词是在民族文化的沃土

里生长繁衍起来的
,

它所表现的结构特征积

淀了民族文化的典型特征
; 它从语言 系统的

语词层面
,

真切的折映了民族文化的面影
,

体

现了语言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

1
.

“

骄音会意
”
的结构特征体现了汉民族

务实 尚简的文化品性

在汉语里
,

无论是历时的 比较
,

还是共时

的对比
,

我们无疑都能感受到汉语单音词大

量高频的使用特征
。

单音词之所以始终活跃

于汉 人的 日常口 语甚至书面语中
,

乃是与汉

民族缘于 自然经济形态而衍生的
“

务实尚简
”

品性密切关联的L
。

汉语复音词的双音形态

同样也受到 了这种精神的深刻影响
。

其有本原性的复音词大致是缘起于单音

词语音内部结构的转换变化
.

即
“

因声关联
” 。

但是
,

汉语音节的声
、

韵二合结构 以及复音词

在投入大批量生产时仍 以双音形式占据统治

地位
,

这就不能不说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了
。

这深层的原 因之一
,

即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

中形成
,

并为汉 民族长期奉守的一种价值准

则一一务实尚简
。

张士禄说
: “
我们发出的语音

,

必须服 从

于语言在社会当中的交际作用
。

一方面要求

意义传达 的明确
,

以达到互相 了解
; 另一方

面
,

又要节省劳力
,

使得发音简化L 。 ”
汉语的

双音复合词
,

正可实现这种 目标
。

复音词较之单音词
,

语义表达趋于明确
,

对此
,

前代训话家已早有认识
,

因而在其实践

中往往加以利用
。

例如
:

《尔雅
·

释话 》 : “

蒜… …
,

忧也
。 ”

注
: “

蒜

役亦为忧愁
。 ”

又
: “

贵
、

贡… …
,

赐也
。 ”

注
: “

皆赐与也
。 ”

《尔雅
·

释言 》 : “

捻
,

念也
。 ”

注
: “

相思念

也
。 ”

又
: “

弃
,

盖也
。 ”

注
: “

谓覆盖
。 ”

《尔雅
·

释山 》 : “

山有穴为帕
。 ”
注

: “

谓岩

穴
。 ”

上例可见
,

《 尔雅 》原文为单音词
,

而郭璞注以

复音词
,

两相对照
,

复音词的明义之功便突现

出来了
。

如果单单在于明义
,

则三 音四音亦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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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
,

文献中也时见此等用例
,

如
:

《诗经
·

周烦
·

我将 》 : “

仪式刑文王之

典
,

日靖四方
。 ”

《楚辞
·

离骚 》 : “

览相观于 四极兮
。 ”

《史记
·

马服君列传 》 : “
即有如不称

,

妾

得无随坐乎 ? ”

又 《滑稽列 传》 : “

至今皆得水利
,

民人 以

给足富
。 ”

《庄子
·

齐物论 》 : “

木处则惴傈拘惧
,

猿

猴然乎哉 ? ”

《荀子
·

性恶 》 : “

今与不善 人处
,

则所闻

者欺诬诈 伪也
。 ”

然而
,

对古今汉语的调 查表明
,

三音节以

上的多音节 固定组合结 构为数有限
,

两个音

节的双音词 则取 得了复音 词的绝对 多数席

位
,

据有统治权
,

此 即于客观上映现了
“

节省

劳力
”

的特性
,

即简约性
。

这一点也正是与中

国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
“

务实尚简
”

精神相

弥合的
。

因此
,

汉语复音词形式上趋于简洁的

双音节
,

同时又实现了明义 目标
,

充分体现了

崇尚简约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
;换言之

,

汉民

族
“

务实 尚简
”

的文 化品性对汉语复音词尽量

避开 多音节而选择双音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

2
.

“

骄音会意
”
的结构特征体现了汉 民族

对称和谐的审美意识
。

对称
,

即物体
、

图形基于某一点 (直线或

平面 )在排列分布上一一对应
。

单一的事物无

所谓对称
, “

骄偶
”

则是对称构架的根本支柱

和突出表现
。

逢年过节
,

大红灯笼高高挂
,

在

门的上方形成对称的分布格局
; 张贴春联

.

上

下相对
,

前后呼应
,

则更是对称的典型
; 乃 至

橱窗阵列
、

居室布置
,

可以说无处不活现有对

称的形影
。

汉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

善于
` ’

近取诸

身
,

远取诸物
” ,

而设象喻理
。

刘砚云
:

. ’

造 化赋

形
,

支体必双
; 神理 为用

,

事不孤立
` 。 ”

对 称

意识的形成
,

即或受到 了
’ .

造化赋形
’ `

的启示
。

大约经由自身而至于动物
,

因于造 化天成的

肢体而获得两两相对
,

平衡对称的表象
,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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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延展
,

及于天 一 地
、

日
一

月
、

山一水
、

风一

雨
、

雷一电等等自然现象的彼此对称
,

及于君

一臣
、

父一 子
、

夫一妇
、

兄一弟等等社会现象

的相应相成
。

对称的审美意识也由此而形成

了
。

对汉民族影响至深至远的
“

中庸
”

之道
,

致力于不偏不倚
、

平衡安稳的常态追求
,

除了

特定生态环境下的物质文化
、

社会经济制度

的作用之外
,

而在其文化的内层恐怕与对称

和谐的深刻体验不无关系的
。

一条胳膊的人

或三条腿的驴子
,

自然地呈现出倾侧 失衡的

表征
,

无疑地给人以偏倚不安的感受
。

然基于

骄偶而构成的对称分布
,

则不偏不倚
,

可产生

极为轻松的心理反映
,

给 人以和谐安稳之感
。

故孔子曰
: “

和无寡
,

安无倾气
”

在汉民族的审美意识中
,

对称
,

以其具有

特别典型的意义
,

因而渗透到 了各个艺术领

域
。

中国书法
,

无论字形结体
,

抑或章法分布
,

须以平正为 宗
,

即如唐孙过庭言分 布所说
:

“

初学分布
,

但求平正
; 既知平正

,

务追险绝
;

既知险绝
,

复归平正
⑥ 。 ”

平正 的艺术效果便

主要表现于多样中的均衡对称
、

和谐统一
。

以
“
气韵生动

”
为准则的中国绘画

,

着墨处常现

倾侧不均之象
,

倘与精心经营 的
“
空 处

”

联系

观照
,

便可领略其虚实相生的
“

妙境
” 。

因为
“

画之空处
” ,

正所谓
“

全局所关
’

,vl ; “ 画处
”

与
“

空处
”

交相辉映
,

即可收对称和谐之效
。

中国的建筑
,

特重对称
。

故宫干中轴线两

端形成严整对称
,

可谓典型
。

明清以后汉化的

佛教寺院亦可为例
。

寺院的主要建筑
:

前殿

(或天王殿 )
、

正殿 (大雄宝殿 )
、

法堂
、

藏经阁
,

坐北朝南
,

置于南北中轴线上
。

其他配殿则对

称地处于东西两侧
.

如 僧房
、

香积厨 ( 厨房 )
、

斋堂 ( 食堂 )
、

库房等在中轴线东侧
,

而云会堂

等组成的
` .

旅馆区
”

则摆在中轴线以西 少
。

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山门殿 (通常盖成殿堂式 ) 内

所塑的金刚 力士像
。

金刚力士原本是五百名

执金刚随从侍卫的首领
,

即侍卫长或卫队长
。

他 自有在门房负责看门的任 务
,

所以塑于 山

门殿
。

早期的寺院里本只有一尊
,

可是在极重



对称和谐的汉族 人心里
,

这 很易造成失衡感
,

有悖于汉族人的审美 习惯
,

于是
,

后来便塑成

了两尊
,

对称地排列在山门殿里
。

语言是文化系统 中的一个子 系统
,

且是

文化本身的基础
,

有着极大的文化运 载或文

化传播功能
。

汉语作为最能表现汉族文化特

质的一种要素
,

从各个层面充分体现了双偶

对称的审美意识
。

汉语音节可析为声韵两个部分
,

而韵的

部分音韵家又分为阴阳
,

两相对应
。

汉语语句

最基本的节律特征亦是两个音节
,

如
:

关关 雏鸿
,

在河 之洲
。

窈窕 淑女
,

君子 好述
。

一
一 ((( 诗经

·

周南
·

关唯 )))

中国 少\ 民 政治 协商 会议

中国 社会 科学

汉语 的词 汇
,

如 同 义词
、

近 义词 或类义

词
,

无论是静止的聚合系统
,

还是在动态的组

合系统中
,

往往可见形式上的相应对等
。

如
:

包谷一玉米
、

谷一米
、

稻谷一大米
,

侵一伐
、

侵

略一讨伐
。

特别是反义词
,

尤能反映音节的对

称
,

如
:

活跃一古 板
、

整 齐一混 乱
、

存在一消

失
。

此与英语常附加词缀以构成反 义词显示

T 很 大 差 异
,

如
: a e t l v e ( 活 泼 ; 活 跃 )一

i n a e t i v e (不 活跃 )
、 r e g u l a r (合 规律

; 规整 )一

i r r e g u l a
r

( 不 合 规 则
; 混 乱 )

、 e x i 、 t e n e e ( 存

在 )一
n o n e x i s t e n e e ( 消失

,

不存在 )
。

在词义方

面 表 现 的 对称 性
,

可 以
“

同 步 引 申
”

为例
。

“

前
”

表示方位
,

亦适 于时间
,

相应的
“

后
”

亦

然
,

前
、

后均表 现 有 时空 同构 的语 义特 征
。

“
阴

”

涉及气
、

光
、

山
、

水几个方面
,

相对的
“

阳
”

也同样涉 及了这 些方面
。

古汉语 的
“

之
”

与
“

其
”

彼此对应
, ` ’

之
”

有指示 代词
、

人称代词
、

语气助词的 用法
, “

其
”

也对称地具有这些职

能
。

汉语语句组织的双偶对称性能表现甚为

明显
,

已如前述
。

郭绍虞先生曾说
: “

中国文辞

之对 偶与匀整
,

为中国语言 文字所特有的技

巧寸 。 ’

旧 本汉学家藤堂 明保于此也有深刻认

识
,

他说
:

在《长恨歌 》中
,

白乐天歌曰
:

行宫见月伤心色
,

夜雨闻铃肠断声
。

在天愿作比翼鸟
,

在地愿为连理枝
。

后面二句自不必说
,

连前二句
“

行宫一夜

雨
” 、 “

见月一闻铃
”
也相对

,

以同样的结构并

列
。

不仅文学作品
,

就是进入路旁的茶馆
,

也

可见到
“
对联

”

高悬
:

坐片刻 不分 你我

吃一碗 各往 东西
「,

这位外国人能认识到汉语的这种语句组织的

对称性 可算是颇具慧眼的
。

汉语的句子组织与语词的结构是彼此相

通
,

相互制约的
。

从审美的角度来观察
,

骄偶

之 句
“

常足 以齐 整字句
, ’ ,L
可收对 称和谐 的

审美效果
,

复音词以骄偶的双音出现
,

也体现

了对称和谐的审美特征
,

而这正是 与中国传

统的审美意识相吻合的
。

3
.

“

骄音会意
”

的结构特征体现了汉民族

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

整体把握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主要思维

特征之一
。

整体把握的方式即是一种
“

中和
”

的方式
,

而中和方式的实质则是注重事物的

相互联系
,

注重对立面的相辅相成
,

或者说辨

证统一
。

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
,

从微观到宏观
,

大致都受阴
、

阳两性观念的统率
,

此即突出表

现了对立双方相辅相成的认识特征
。

画家精

心经营的画面
, “

墨处
”

与
“

空处
”

相互映衬
,

也

正是辨证思维的作用结果
。

对于书法作品
,

倘

能超越
` .

看热闹
”

而进 入
“

门道
”

的话
,

那我们

所关注的恐不仅仅在于单个文字的笔态间架

是否得体受看
,

而往往须通观全局
,

体会那流

动的线 条里蕴含的生机
、

洋溢的情韵
,

可感悟

到
“

计白当黑
”

、

相互映衬的整体审美效果
。

唯

其如此
,

也才算领会了书法艺术的真精神
。

辨证运思
、

整体把握的思维方 式之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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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在各个层面均有体现
。

语音层面
,

汉语音

节的声韵相辅相成
,

韵的阴阳相对
,

体现了结

构形式上的对称性
,

而在其内层
,

则与辨证统

一的思维特征或认识观恐怕不无关 系
。

在语

义层面
,

传统训话学中的所谓
“

反训
” ,

便突出

地反映了词义所 包蕴的辨证观念和整体把握

的思维特征洲 。

在语句组织层面
,

汉语喜用偶

对
。

范文澜先生云
: “

凡欲明言
,

必举
1

1f证
,

一

证未足再举而成
; 且小既嫌孤

,

繁亦苦 赞
.

二

句相辅
,

数折其中
。

昔孔子传 《 易》
,

特制《文 》
、

《 系 》
,

语 皆骄 偶
,

意殆 在斯
。 ’ ,汀 此 言 句之相

辅
,

以明事谊
,

可谓真知灼 见
。

其实上至篇章
,

下 及语词
,

在组织结 构上
,

又何尝 不是贯用
“

相辅
”
明义之法的呢 ? 如 《诗经 》的

“

重章互

足
” ,

复音词
“

骄音会意
” ,

其根本的用义即在

于此
。

联合式的复音词
,

(按
,

古文献里
,

有时两

字结合不甚紧密
,

但 只要不必分开解释
,

我们

一律 视为复音词
。

)从几个语素的语义关 系来

看
,

约可划分同义 ( 含近义 )
、

反义
、

类 义几种
,

例 如
:

公 平
、

怠慢 ( 此 同义 )
,

取 舍
、

动 静 (反

义 )
,

领袖
、

句读 (类 义 )
。

如果用现代语义学的

观点来看
,

则均表现为具有共 同的语 义要素

( 义素 )
,

即属同一语 义场
。

所谓语义场
, “

就是

由具 有某些共 同义 素的一群词类 聚而成的

场
。 ” 公 同一语义场中的各成分靠着心理联想

而聚合起来
,

即索绪尔所说 的
“

联想关 系
” 。 二、

言语 中
,

单独使用某一个成分有嫌含混不明

( 或不够谐和 ) 时
,

表达者联 想所致便从相互

关联的整体聚合系统中选择 另一个 (或几个 )

成分来配合使用
,

这样便构成了一个复音词
。

接受者一方
,

由于不只接收到一个单一的符

号
,

而是具有另一参照 系 背景符号
,

即在
“

文句环境
”

里 又提供有 一个
“

语词 环境
” ,

这

样对词义的解译
,

便可更趋明晰
。

此正如沈德

潜说诗所言
: “

事难显陈
.

理难言罄
,

每托物连

类 以形之 厂
L “

托物连类
” ,

提供背 景
,

触发联

想
,

即可意会事理内涵
。

同义复词
,

其词素具有彼此注释的效用

例如
: 《 史记

·

高祖本纪 》 : ”

仁而爱 / 、
,

喜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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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豁如也
。 ”

集解引服虔 曰
: “

豁
,

达也
。 ”

此同

义为 i)l }
,

知豁即是达
。

何晏《景福殿赋 》 : “

开南

端之豁达
。 ”

此同义联合
,

构成不必分训的复

合词
,

显 见有彼此注释
,

明确词义之功
。

刘麟

生 在《中国骄 文史 》中说
: “

单言之字
,

说话作

文时
,

有时甚感不便
,

则复其字以释之
。 ”

此说

得之
。

也正因为语言交际中这种同义复合词

具有明义之功
,

所 以
,

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敏

锐观察力的学者们才 自觉地运用了这一点以

作为训释词 义的手段
。

《说文 》中即有大量的

用例
,

如
:

枯
,

助也 ; 分
,

别也
:

迎
,

逢 也 ; 肌
,

肉

也 ; 稀
,

疏也
。

同时
,

我 们还应该认识到
,

《说

文 》 一类的训话资料
,

因对语言学习者丰富词

汇
、

强化同义聚合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因

此
,

它们又反过来丰富
、

强化了同义复合词的

使用
。

类义组合和反义组合的复音词
,

在思维

特 征上与同义复词 乃是 同理 的
,

即均赖于同

一语 义场中语言成分
,

在心理联想作用下而

结成
。

此可举
“

偏 义复词
”

为例
。

偏义复词的出现
,

至迟不晚于周 代
,

《诗

经 》中即可见之
。

如
: 《大雅

·

文王 》 : “

文王陆

降
,

在帝左右
。 ”

此偏 用
“

陆
” 。

《周颂
·

}习予小

子 》的
“

陆降庭止
” ,

《敬之 》的
“

陆降厥士
”

则偏

用
“

降
”

义扩
亏
又 如

: 《 小雅
·

棠 棣 》 : ` ’

妻子 好

合
,

如鼓瑟琴
。 ”

此妻子偏指妻
,

子无义
。

言妻

而连及子
,

蕴含着相类的心理联想
,

此明
“

妻
”

非《论语
·

公冶长 》
` ’

可妻也
”

之
` ’

妻
”

. ` ’

子
”

非

如 《论语
·

微子 》之
.

子 见夫子乎
”

的
. ’

子
” 。

解

译者在认知中因
“

妻子
”

连及而唤起的便是亲

属场的聚合序列
,

从而
”
以 见指抽

”
.

获得词义

指涉范围的认识
。

同时
,

在
. `

如鼓瑟琴
”

提供的

语 句背景映衬下
,

便可进而明确此
“

妻子
”

实

只取
. `

妻
”

的意义
。

又如 《战国策
·

魏策四 》 :
` ’

此三子者
,

皆

布衣之士也
。

怀怒末发
,

休祝降于天
,

与臣而

将四 矣
。 ” “

休棍
”

彼此对立而统一在表示征兆

的语 义场中
,

联 合使用
,

即蕴涵着心理 上的对

立联 想 ; 对于解译者 来说
,

由于休棍彼此制

约
.

互 为
一

肯景
,

便规定了思维的路 线
.

亦即是



“

以见指抽
” 。

同时
,

在上下语句环境的映衬

下
,

即可明确这里的休程指的是
“

彗星袭月
” 、

“

白虹贯 日
” 、 “

仓鹰击于殿上
”

之类的凶兆
,

那

么
,

休提偏取
“

提
”

义
。

因此
,

联合式的复音词
,

无论是同义
、

类

义
,

还是反 义组合
,

根本 的构 合依据是 一致

的
,

即在心理联想作用下
,

以同一语义场中的

几个成分结合而成一个 整体
,

从而
“

以见指

抽
” ,

显明词 义
。

此即从语词构成和解译上充

分体现了汉民族注重联系
、

讲究辨证统一
,

善

于从整体上认识把握世界的思维特征
。

如果说联合式侧重于反映同一语义场中

具有共同语义成分的相 同特性 的话
,

那在总

体上仅次于联合式的另一构词
“
大户

”

— 偏

正式
,

则可以说侧重于表现同一语 义场 中成

分间的差异性
。

例如以
“

视
”
为核心而构成的

偏正式复合词便有
:

傲视
、

鄙视
、

仇视
、

敌视
、

怒视
、

蔑视
、

漠视
、

轻视
、

珍视
、

重视
、

斜视
、

正

视
、

远视
、

近视等等
。

由于这些词均含有
“
以目

触物
”

这一共同的语义成分
,

所以构成了一个

语义场
,

即以
“

视
”
为核心的语义场

。

构造偏正

式复音词
,

是因为在使用语词时
,

心理上实存

有另外一种或几种
“

视
” ,

为了加以区别
,

明确

所指
,

所 以增加限定成分
,

这 样
,

偏正式 复音

词就形成了
。

因此
,

构成偏正式复音词
,

根本

的目的也在于以彼限此
,

明确词义
,

而在思维

特征上也体现 了联系观照
、

整体把握 的认识

程式
。

综上所述
,

汉语复音词在语音形式上以

双音节占绝对优势
,

在结构组 合上以 联合式

居主导
,

其次是偏正式
,

因此
.

我 们将结构特

征归结为
“

骄音会意
” 。

汉语复音词的这种结

构特 征与民族文 化有着密切的联 系
,

它体现

了汉 民族务实 尚简的文 化价值观
,

体现了讲

求对称和谐的审美意识
,

体现了辨证运思
、

整

体把握的思维特征
。

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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