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8卷 第 4期 
2016年 7月 

石家庄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iazhuang University 

Vo1．18．No．4 

Ju1．2016 

并列式双音词语素义隐显特征分析 

武文杰 ，徐 艳 b 

(河北大学 a．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b．社会科学处，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并列式双音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一种典型结构类型。在现代汉语高频并列式双音词 

中，参与构词的两个语素义在词义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相同，而是存在着隐显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 

类型的并列式双音词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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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节是现代汉语词汇典型的结构形态，也是 

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列式是现代汉语双音 

节词的一种主要结构关系，从并列结构出发考察现 

代汉语双音节词的语义特征，对于汉语词汇研究的 

深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选取了3 446个高频并列式双音复合词作 

为研究对象，选词过程依据频度和规范两个标准来 

实施，先是从《现代汉语常用词表》的前 15 000个高 

频词中筛选并列式双音复合词，然后依据《现代汉语 

词典》(第6版)剔除了其中的短语。并列式双音复 

合词构词语素之间可分为同义、近义、反义、类义四 

种基本关系。其中，同义关系共 1 028个，近义关系 

共 1 599个 ，反义关系共 76个，类义关系共 743个。 

依照基本关系类型将并列式双音复合词构词语素归 

纳为同义语素、近义语素、反义语素和类义语素。 

理据性是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表现 

在语素义对词义的提示和支撑作用上。双音复合词 

的词义一般由两个语素义决定，但是受认知、语用等 

机制的影响，其中某个语素义在词语中处于强势地 

位，意义相对彰显；另一个语素义居于弱势地位 ，意 

义相对暗昧。隐显关系指的是两个语素义在词义中 

并不是同等重要，而是某个语素义在词义中展现得 

相对充分，另—个则不甚显明，呈现出一隐一显的特 。 

语素义之间关系的不同会对隐显关系的类型产 

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分析表明，同义语素之间由于 

语素义完全一致，难以呈现一隐一显的类型特征，因 

此，隐显关系只可能存在于近义语素、反义语素和类 

义语素之间。 

一

、近义语素隐显关系类型分析 

语素义之间的近义关系最明显的特点是 ：意义 

相近的两个语素在核心语义上基本一致 ，只是在语 

义外延和释义角度方面存在偏差。由于核心语义基 

本一致，所以无论哪个语素的意义较为彰显，语素的 

核心语义都会进入词义并成为词义的核心部分。因 

此从静态角度看，近义语素义与词义之间很难存在 

隐显关系。本研究的语素近义关系词共 1 599个，其 

中47个存在着意义隐显情况，占该类词的 2．94％。 

如前所述，从纯静态角度难以观察出近义语素 

间的隐显关系，但是从其他角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 

近义语素义在词义内部确实存在着隐显关系。如“永 

远”，义为“长远；永久”【。肛，“表示时间长久，没有终 

止” 568，“永”的语素义为“永久，永远”，例： 

(1)匪报也，永以为好也。[31“ 

“永”的这一意义不仅广为人知，而且构词能力很强。在 

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永恒”“永生”等词中都意义显明、 

为人熟知，所以“永”的语素义在词义中是较为彰显的。 

“远”的语素义为“漫长，时间久”。从释义角度 

看，“远”的语素义对词义的提示作用不如“永”明显。 

更重要的是，“远”的本义为“遥远，距离长”这样对方 

位空间意义的表述，而语言中关于时间意义的描述 

多是通过对空间意义的隐喻来实现，“远”对空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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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描述也是如此。从人们对“远”的空间意义和时 

间意义的熟知和构词能力来看，前者要优于后者，我 

们看到“远”这个字时所产生的意义联想首先是空间 

概念，其次才是时间概念。“远”的语素义在“永远”词 

义中处于隐含的状态。 

又如“更加”，义为“表示程度上又深了一层或者 

数量上进一步增加或减少”I4152 [2]446。“更”的语素义为 

“愈加”，例： 

(2)与之 ，即无地 以给之 ；不与 ，则弃前功 ， 

而后更受其祸。 。 

该语素义为人熟知，而且“更”在现代汉语中依然保 

留这一意义，并作为成词语素单独使用，与“更加”具 

有同义性，在口语中的使用度更高。 

“加”有“增益，更加”之义，例： 

(3)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该语素在现代汉语中为不成词语素，而且意义不为 

人熟知。语素义在“更加”词内部表现得不显明。 

综上所述，近义语素关系词的准确意义需要通 

过较仔细的辨识才有可能被发现。 

二、反义语素隐显关系类型分析 

反义语素意义的结合在本义和静态层面上基本 

上呈组合关系，其意义的隐显也是通过其他角度的 

考察才得以显现。 

受语用因素的影响，反义语素的意义之间存在 

着不对称的情况。分析显示，本文研究的反义关系并 

列式双音复合词中有 7个词的语素义在词义内部呈 

隐显关系 ，占该类词的 9．21％，这些词是 ：多少 、大 

小、是非、得失 、远近、轻重 、死活。 

如“是非”，《汉语大词典》列 6个义项：“1．对的 

和错的；正确与错误。2．指辨别是非。3．褒贬；评论。4． 

指是非的标准。5．纠纷；口舌。6．指错事。”f 《现代 

汉语词典》收其中两个义项：“1．事理的正确与错误。 

2．口舌。”121̈ 语素“是”和“非”的语素义“正确”和 

“错误”在本义和基本义中都显现出来。从静态角度 

看 ，语素义之间呈现的是组合关系，这种关系在“明 

辨是非”“是非曲直”等短语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 

是在“惹是非”“搬弄是非”等短语中，“是”的意义表 

现得则不甚显明，“非”的意义则相对明确，甚至在 

“惹是生非”这样将两个语素拆分使用时，“非”的意 

义特征仍表达得比“是”明确。 

可见，在“是非”的词义中存在着“是”隐而“非” 

显的情况。其他 6个词 ，“多”“大”“失”“远”“重”“死” 

的语素义都存在比同词的反义语素义显明的情况。 

三、类义语素隐显关系类型分析 

由于语义类型和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类 

义语素义在词义内部主要呈组合关系。类义语素词 

共 743个，其中 32个存在意义隐显情况 ，占该类词 

的 4．31％，列举如下 ：民族 、调查 、权利 、开放 、名字 、 

表演、权力 、数量 、人士 、贫困、妻子、风险、放弃 、部 

署、具备、教学、进攻、记忆、家乡、富有、支出、图书、 

演讲、感激、歌曲、伤亡、事宜、残疾、信件、气力、弹 

药、脊背。 

从上述各词所属的相类关系小类来看，除 “进 

攻”“记忆”属连动相类关系外，其他词都属于非连动 

相类关系。 

(一)连动关系类义语素隐显关系 

本研究中的连动类义词共有 80个，语素义属于 

隐显关系类型仅发现“进攻”和“记忆”两例。“进攻” 

有两个义项：“1．谓军队接近敌人并主动实施攻击。2． 

在斗争或竞赛中发动攻势。” 阿 167 “进攻”本义的静 

态释义包含了“进”和“攻”的语素义，而引申义中仅 

包含“攻”的意义，表明“进攻”的词义引申路径是沿 

着“攻”的意义展开的。 

即使仅从本义出发，人们在理解和使用“军队接 

近敌人并主动实施攻击”这一意义时，“攻”的意义的 

显性程度也明显高于“进”。由此可以看出，“进攻”一 

词的语素义在词义中存在着隐显关系。 

又如“记忆”，从“记”和“忆”的内在逻辑关系来 

看，该词语素之间属于连动关系。而且，“记”先于 

“忆”，并作为“忆”的必要前提的语素关系属性，使得 

“记”的语素义特征在词内处于基础和显性的地位。 

相对而言，“忆”的语素义则居于弱势和隐含的地位。 

(二)非连动关系类义语素隐显关系 

本文按词性差别将语素义之间的非连动相类关 

系分为 3类：名词性非连动相类关系、动词性非连动 

相类关系、形容词性非连动相类关系。 

1．名词性非连动类义语素隐显关系 

指词的两个语素和词性同为名词性，且两个语 

素意义的隐显程度不一。如“残疾”，《汉语大词典》收 

两个义项 ：“1．犹疾病。亦指患病者。2．犹残废。今多 

指肢体、器官或其他功能方面的缺陷。”【lJ 《现代汉 

语词典》则只保留了第二个义项。从该词的本义来 

看，“残”和“疾”的语素义为前隐后显的分布，在现代 

汉语的义项里，语素义的隐显关系发生了倒置，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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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后隐的分布。 

又如“权利”，本义为“权势和货财”，例： 

(4)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 

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I8Jl6 

在“权利”中，“权”的语义显性程度明显大于“利”。现 

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将“权利”“权力”混淆就是由于 

“利”的语义特征在词内不够显明，需要辨识和思考 

才能确定。 

除认知行为外，事物的发展变化也会对语素义 

的隐显产生影响。如“弹药”，在早期的火器中，“弹” 

和“药”是分离的，现代火器中的“弹”和“药”是合一 

的，所以从词义“枪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等具 

有杀伤能力或其他特殊作用的爆炸物的统称”L312ss 

来看，“弹”的语素义处于显性状态，“药”的语素义处 

于隐性状态。 

本研究中和“权利”“弹药”一样的名词性非连动 

类义语素隐显关系词还有：民族、名字、权力、数量、 

人士 、妻子、家乡、富有 、支出、图书、歌曲、伤亡 、事 

宜、残疾、信件、气力、脊背等。 

2．动词性非连动类义语素隐显关系 

指词的两个语素和词性同为动词词性，且两个 

语素意义的隐显程度不一。如“伤亡”，《汉语大词典》 

有 3个义项：“1．阵亡。2．受伤和死亡。3．指受伤和死 

亡的人数。”[41㈨ 从词典释义就可以看出，“伤”(受 

伤)和“亡”(死亡)两个语素在词义中的地位存在着 

轻重差异，“亡”的意义比“伤”更显著。从一般的认知 

角度观察，“亡”也比“伤”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 

本研究中和“伤亡”一样的动词性非连动类义语 

素隐显关系词还有开放、表演、放弃、部署、具备、教 

学、支出、演讲、感激等。 

3．形容词性非连动类义语素隐显关系 

指词的两个语素和词性同为形容词性，且两个 

语素意义的隐显程度不一。本研究中属于这种关系 

的词仅发现“贫困”和“富有”两例。以“贫困”为例，从 

释义上看，《汉语大词典》释作“贫苦穷困”[71114．《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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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Research of Zhou Bangyan S Ci W ritten on the Jizhou 

Porcelain Pillow of Yuan Dynasty 

GAO Ying 

(School of Arts& Communication，Sh~iazhuang University，Sh~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Abstract：Xiang Si Yin and Ge Pu Lian were written on the Jizhou porcelain pillow of the Yuan Dy— 

nasty in Nanjing Museum．On the base of scientific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the repeated characters are 

respectively”jiao yan”and”he shi”on the porcelain pillow．which are proper and correspond to rhythm． 

Combining the inside and outside evidences，Huan Xi Sha is the origin and Xiang Si Yin on the pillow is 

adapted by it．Referring to porcelain pillow，”eave flowers and curtain shadow” is more coincident with the 

meaning of ”curtain flowers and eave shadow”in Ge Pu Lian，and the manufactured time of the porcelain 

pillow is erroneously assumed to be the Song Dynasty．Besides documentary records，the pillow can be re— 

garded as the confirmed evidence．It can especially complement the folk materials of Zhou Bangyan，pro- 

mot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ci． 

Key words：the Yuan Dynasty；Zhou Bangyan；Xiang Si Yin；Huan Xi Sha；Ge Pu 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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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Invisibility of M orpheme M eaning 

in Chinese Parallel Double．．syllable W ords 

WU Wen-jie ．XU Yan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ducation；2．Dept．of Social Sciences，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Abstract：The parallel construction double-syllable word is a typical structure type in Chinese vocabu— 

lary．In the high-frequency parallel construction double-syllable words of modern Chinese，the proportion of 

the two morpheme meanings in the sense of words is not equal，and there are latent and invisible differ· 

ences，which present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parallel construction double-syllable 

words． 

Key words：parallel construction；d0uble—syllable word；morpheme mea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