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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造词法研 究 

徐正考 曹敬娇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因汉语自身的特殊性，研究汉语造词法不能仅靠借鉴西方语法理论，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着重关 

注汉语有而其他语言无的特殊造词法，同时也应对那些其他语言与汉语共有，但汉语呈现方式有异的造词法 

予以关照。汉语造词法中存在叠音造词法、变音造词法、同素异序造词法、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以及特殊偏 

正式语义造词法五种特殊造词法．这些特殊造词法或为汉语独有，或在其他语言中很少使用，或与其他语言 

形似而神异．对这些特殊造词法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更为完整地揭示汉语语法的 自身面貌和特点，并从 

造词法角度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造词法；语音造词；同素异序造词；复合造词；语义造词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10—0163—07 

引 言 

汉语造词法研究．向来是以西方语言学的相关语法理论为参照，借用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进行。 

运用这种研究模式，中国学者在汉语造词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 

发展和深人，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汉语存在着 自身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只靠借鉴西方语言学 

理论与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依据乔姆斯基的语法思想和理论。人类语言存在着普遍语法，即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语 

言间存在着共性，具有某些相同的语法原则，每个人的大脑都天生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且每个人的 

语言能力都是相同的，这就是普遍语法状态。而各民族、各地区间的语言差异，则是由不同语言间不 

同的参数值决定的，即各民族语言所特有的个别语法。① 由此可见，由于人类语言普遍语法规则的存 

在，不同语言研究之间相互借鉴理论和方法是有效、可行的；但由于各民族语言参数的不同，特定语 

言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特殊性 ，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们研究汉语语法就不得不 

有意识地关注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性。进而挖掘和探究普遍语法理论和方法关照不到的特殊问 

题，这样才能更为全面、更为完整地揭示汉语语法的自身面貌和特点。 

关于汉语造词法的特殊性问题，一些学者曾予以关注并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黄义昆区分了叠音 

造词与叠音用词的差别，并总结出叠音造词或成语共有 AA式、AABB式、ABAC式、AABC式和 

ABB式五种不同类型；②徐世漩对比分析汉语、藏语、独龙语等 10种语言的语音屈折构词现象，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藏语言利用变音造词法造词的相关问题；③黄绮、郑奠、曹先擢和李娜都注意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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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omsky N．，Aspects ofthe Theory ofSyntax，Cambridge：MIT Press，1965． 

② 黄义昆：《汉语叠音造词和叠音用词探微》，《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 2期。 

③ 徐世漩：《汉藏语言的语音屈折构词现象》，《民族语文》199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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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异序词对现象，但研究重点多在现象描述或成因分析上，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造词法来进行深 

入分析；① 张博、孟凯都关注到局部同素反义词问题，前者将其分为反义同步构词、反义自行构词和 

反义类比构词j种类型，并对其语义不对应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② 后者则以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为对象进行穷尽性的检索，分析成组属性词的对应性及其影响。③ 学术界对特殊偏正式语 

义造词研究用力相对多一些，但往往都是着力于定性问题，或认为其与正常的偏正复合词无异。或将 

其视为一种语素顺序异常的特殊复合词，前者如袁毓林、王洪君等，④ 后者如戴昭铭、周荐、王珏。 

戴先生认为这类词是 “用后置名词性修饰成分造成新词”，⑤ 周先生称其为 “语素逆序复合词”，⑥ 王 

先生则称其为 “正偏式名词”。⑦项梦冰和丁邦新分别讨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二者也都持 

将此类词汇划归正常偏正结构的观点；⑧ 但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为与汉语普通话对比下方言中的 “异 

序词”，涵盖方言中所有与普通话词汇语素序相反的词汇 (包括异序与正序词性或词义不对等的情况)， 

实际上与本文所要研究的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的研究对象范围存在很大差异。故仅在此做简要说明 

通过以上对汉语特殊造词法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虽然汉语中这几类特殊的词汇或多或少引起过 

学界的关注，但以往的研究成果偏重现象描述及性质判定，而从造词法的角度去探讨这些词汇形成问 

题的研究则属凤毛麟角。有鉴于此，本文拟专门就汉语特殊造词法问题做尝试性探讨 

一

、 特殊语音造词法 

语音造词法就是通过语音与语义的联系创造新词的方法，或直接模仿 自然声音 (即拟声词，如 

英语的 zoom，汉语的 “嘎吱”)、或通过声音与事物属性的相关性造词 (如英语的click，汉语的 “布 

谷”)、或通过声音与事物表达概念的相关性来造词 (如英语的 click—strike—kick—knock，汉语的 

“坐一座”)。⑨ 利用语音进行造词是各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造词法，但是汉语语音造词法 

当中存在着其他语言中没有或是很少见到的特殊现象，需要我们区别对待并深人研究。 

要从汉语语音造词法当中区分出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语音造词法，首先必须对汉语语音造词法 

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我们知道，汉语词汇按构词类型，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单纯 

词中有一个小类，叫做 “联绵词”。其中又分为双声联绵词 (如 “参差”“仿佛”)、叠韵联绵词 (如 

“彷徨”“窈窕”)和非双声叠韵联绵词 (如 “蝴蝶”“芙蓉”)三类。任学良将双声和叠韵纳人造词 

法类别当中，将双声构词形式的词语全部列入双声造词法，叠韵构词形式的词语全部列人叠韵造词法 

中⑩ (如果双声和叠韵确实属于汉语语音造词法，那么这两种造词法就应该作为汉语特殊造词法进行 

分析，因为双声和叠韵属于汉语特有的语音现象)；而葛本仪则将双声、叠韵划入构词法中，作为一 

① 分别参见黄绮：《双音节词次序的颠倒及其意义的侧重》，《文史哲》1954年第 5期；郑奠：《古汉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 

《中国语文》1964年第 6期；曹先擢 ：《并列式同素异序同义词》，《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李娜：《同素异序双音词成因蠡测》，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 3期。 

② 张博：《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义不对应及其成因》，《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 l期。 

③ 凯：《成组属性词的对应性及其影响因素》，《中国语文》2008年第 1期。 

④ 分别参见袁毓林：《论句法的强制性——从一类 N1N2名词的句法语义分析展开》，《汉语学习》1988年第 1期；王洪君： 

《“逆序定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 2期。 

⑤ 戴昭铭：《一种特殊结构的名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⑥ 周荐：《语素逆序的现代汉语复合词》，《逻辑与语言学习》1991年第 2期。 

⑦ 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 分别参见项梦冰：《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语言研究》1988年第 2期；丁邦新：《论汉语方言巾 “巾心请一修 

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方言》2000年第3期。 

⑨ 威廉 ．冯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8— 

89页 

⑩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4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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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构词方式进行介绍。①我们认同后者的做法。从历时的角度来考虑，双声、叠韵仅是人们在对词的 

认知当中总结出来的词的内部结构规律，如 “参差”“窈窕”等词在创造使用之初，没有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是以双声和叠韵为依据创造出来的词，甚至有学者提出，很多今人认定为单纯词的词，在使 

用之初原本是合成词，只因年代久远，后人无法判断其语素合成关系，才被视为单纯词，进而仅从语 

音关联将其构词方式分为双声、叠韵或非双声叠韵。② 如果我们将双声和叠韵作为造词法来认识 ，那 

么单纯词中的那些非双声叠韵关系的词又是用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就无从解释了。 

汉语语音造词法中确实存在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之处，但不是所谓的 “双声造词法”和 “叠 

韵造词法”，而是叠音造词法和变音造词法。 

1．叠音造词法 

葛本仪提出 “双音造词法”，指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添加单音语素，构成双音节新词的造词 

法 ，其中又包括重言同义的双音造词 (如 “哥哥”)、重言异义的双音造词 (如 “堂堂”)、意义相近 

或相关的单音词联合造词 (如 “道路” “宽阔”)以及附加虚化成分造词 (如 “舌头” “老师”)四 

种方式。③ 笔者认同葛氏对双音造词法的阐述，但由于葛氏对双音造词法的几种不同分类方式分别与 

下文将要讨论的复合造词法、附加造词法等有交叉，不便于本文的分类阐述；且双音造词法涵盖范围 

过大 (大部分双音词都可以划入其中)，故本文不采用葛氏的双音造词法分类结果。 

顾名思义，叠音造词法即指利用语音的重叠或部分重叠造成新词的方法，根据语素的数量和重叠 

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形式： 

(1)全部重叠：AA式——妈妈、宝宝、纷纷、往往等； 

AABB式——兢兢业业、磕磕绊绊、婆婆妈妈、口口声声等： 

(2)部分重叠：AAB式——蒙蒙亮、毛毛雨、呱呱叫、芨芨草等； 

ABB式——凉丝丝、紧巴巴、热乎乎、乐呵呵等。 

叠音造词法也是伴随汉语双音化而产生的一种造词法。古汉语中，相同音节的两个语素连用情况 

很常见，以 《诗经》为例，《国风 ·秦风 ·蒹葭》中的 “苍苍” “萋萋”“采采”，都属叠音，又如 

《国风 ·周南 ·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然而，这种相同音节重叠使用的情况在使用之初还不能称之为 “叠音造词”，因为语言是社会约定 

俗成的产物，偶然放在一起使用的两个相同音节语素只能看作 “叠音用词”。只有当这种使用形式在长 

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被固定下来，进而整体被语言使用者认定为一个词，这种形式才成为 “叠音造词”。 

在这个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有些重叠使用的相同音节的语素已经完成结合凝固过程，成为一个词， 

如 《国风·秦风 ·蒹葭》中的 “苍苍”“萋萋”等；有的则使用频率不高，至今也没有被语言使用者认 

定为词，如 《国风 ·周南 ·螽斯》中的 “诜诜”“薨薨”“绳绳”“揖揖”“蛰蛰”等。 

2．变音造词法④ 

变音造词法是指通过改变词的原有读音造成新词，属于语音内部屈折。古代汉语由于词汇以单音 

①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OO1年。第76—90页 

② 沈怀兴：《双声叠韵构词法说辨正》，《汉字文化》2004年第 1期。 

③ 参见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OO1年，第 84—86页。 

④ 使用变音方法造词并非汉语独有，而是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造词方法 ，徐世漩 (1996)对比研究了汉语与藏 

语 、独龙语、壮语、水语等多种语言，发现这些语言都曾使用变音造词法创造新词。但变音造词法尤其是变调造词的方式，仅适用 

于少数语言，在多数不以声调区别词义的语言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虽不属于汉语特有，也是适用范围有限的造词方法 ，因此在 

此处加以简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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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词为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语言使用者需要表达的语义日益增多，原有的词汇难以承载更为丰 

富的表达需要。于是，通过语音内部构成要素变化来区别词义成为了一种新的造词方法 

根据汉语音节声、韵、调三要素我们可以把变音造词法分为三类：一为变声造词法．如 ⋯ 臭’， 

尺救切 (上古昌母幽部长人)，气味；许救切 (上古晓母幽部长人)，用鼻子嗅气味”；二为变韵造词 

法，如 “‘获’，胡麦切 (二等字，上古铎部短入)，猎获； ‘获’，胡郭切 (一等字，上古铎部短 

人)，收割谷物”；三为变调造词法，如 “‘文’，平声，花纹：去声．文饰”①。 

汉语使用变音造词法产生大量同源词，这些同源词读音相通，意义相近或相关，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词义。其中改变声调产生新词的情况相对更为常见。即古代所谓 “四声别义”或 “异声别 

义”。 

变音造词是古汉语中一种颇为有效的造词方法，但这种造词方法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 

汉语词汇双音化速度加快以后，变音造词法逐渐式微，到现代语言中则已基本废弃。 

二、特殊语法造词法 

用语法手段来造新词的方法称为语法造词法．其中以两个词根相加而构成新词的方法称为复合造 

词法，在词根上添加附加成分构成新词的方法称为派生造词法。 

复合造词法是伴随汉语词汇双音化而产生的造词方法，也是汉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造词方法．一 

般我们根据复合方式将其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述补式和主谓式五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复 

合造词法都能在许多其他语言中找到相应的使用范例．但汉语又存在着特殊之处。以下我们将讨论两 

类特殊复合造词法。② 

1．同素异序造词法 

所谓同素异序词，指的是联合式复合词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其内部两个构词语素顺序互换后仍然 

是一个合法的词，如 “积累一累积”“弟子一子弟”等。 

早在清代陆以 《冷庐杂识》中就注意到同素异序词，称其为 “倒字”：“(《汉书》)又多倒字， 

如妃后、子父、论议、失得、贵富、旧故、病利、病疾、并兼、悦喜、苦勤、惧震、柔宽、思心、候 

伺、激诡、讳忌、稿草之类是也。”③ 近现代学者也对同素异序词的产生、发展、应用价值等做过研 

究，但由于同素异序词通常被认为是汉语双音化初期由词组向双音词过渡，词序尚未完全固定而形成 

的一种特殊现象，学界少有将其视为造词方法而进行研究的。我们认为，既然同素异序词是汉语双音 

化初期词组向双音词过渡的结果，那么同素异序是否能够看作一种造词法，就要看经过同素异序变换 

后是否有新词产生。对此我们从变换后的三种不同结果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种，同素异序等义，即内部语素顺序变换后，词义与原词义完全相等，如 “节俭一俭节” 

“家室一室家”“互相一相互”“离别一别离”等。 

(1)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吕氏春秋 ·节丧》) 

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吕氏春秋 ·安死》) 

(2)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有蔷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诗 ·周南 ·桃夭》) 

(3)双方就双边关系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人民 

① 例句引自孙玉文：《略论汉语音变构词》，《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5期。 

② 汉语派生造词法虽然因为涉及词缀问题显得很复杂，学界成果颇丰，争论亦颇多，但在我们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并未发现 

汉语有而其他语言均未出现的派生造词法，汉语使用的派生造词方式或多或少都在其他语言中有所对应，故本文不予赘论。 

③ 姜黎黎：《古代汉语同素异序词研究综述》，《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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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1994年7月1日) 

中国和欧共体将进一步增进相互 了解，扩大合作，改善和发展关系。(《人 民日报》 

2004年 7月 23日) 

(4)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她们 已经清楚绝不能送鹿肉入虎口了。(严歌苓 《金陵十三 

钗》) 

她想自己咋哭了呢?这一哭就麻缠了，成了肉骨生死别离了。(严歌苓 《第九个寡 

妇》) 

第二种．同素异序近义，即内部语素顺序变换后 ，词义与原基本词义相近，仅在表义轻重、使用 

范围或语体色彩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或由于各 自词义的不断发展，包涵义项产生差异，如 “答 

应一应答”“虚空一空虚”“积累一累积”“痛苦一苦痛”等。 

(1)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东周列国志 ·第一回》)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 ·艺文 

志》) 

(2)睡昏昏不思量茶饭，气淹淹向虚空嗟叹。(唐寅 《山坡羊》 曲之六) 

万化皆空虚，大事惟一著。(吴伟业 《赠愿云师》) 

(3)一老一少本都想一见面就把积累了好几年的话倾倒出来，可是反倒相视无言了。(老舍 

《四世同堂》) 

成人卡没有时间限制，儿童卡除了设定观看时段外，并且规定累积总时数。(《市场报》 

1994年2月8日) 

(4)在创业的第十个年头，已经5O岁的他陷入了职业生涯最黑暗的低谷，他的企业成长乏 

力，前途莫测，并肩合作多年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而他的身体也令人担忧，三年前 

处理香港危机时落下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时常发作．让他痛苦不堪。(吴晓波 《激荡三十 

年》) 

在年龄上，两个人只差七八岁，应该庆幸，从今以后，不会再有种种苦痛，沾染一个 

女孩子的心了。(孙犁 《风云初记》) 

第三种，同素异序异义，即内部语素顺序变换后，词义与原词义已经发生变化，成为意义完全不 

同的两个词．如 “子弟一弟子”“故事一事故”“动摇一摇动”“计算一算计”等①。 

(1)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吕氏春秋 ·当染》) 

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吕氏春秋 ·诬徒》) 

(2)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 ·太史公自序》) 

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韩愈 《上张仆射书》) 

(3)不能让他的手下人知道他也有犹豫动摇的心情。(茅盾 《子夜》) 

街的下端，似乎很扰乱；许多人影在昏黄的暮色中摇动。(茅盾 《蚀》) 

(4)这盘棋不过多寄托在使招上，而是硬碰硬，来一次撞击，发挥谢军计算快、准的优势 

和擅长乱中取胜的特长，同对手进行激烈较量。(《人民日报》1993年11月6日) 

众人一惊，均想不知他怎样暗中下了毒手?宝树不禁暗暗心惊，嘴上却硬，骂道：“凭 

你这点臭本事，也能算计于我?”(金庸 《雪山飞狐》) 

在这三种不同的变换结果中，为了适应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等义的同素异序词对在语言的使用 

中，要么细化出不同的分工领域，要么至少其中一个语义发展出一定程度的变化，否则必然淘汰其中 

① 由于同素异序词对中原词与变换词的区分并非本文讨论重点．以上同素异序词对中的两个词并未作原词与变换词的严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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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而近义和异义的同素异序词对则由于在长期的语言发展和演变中衍生出不同的语义项或语义色 

彩而存活下来，应该视为变换后产生新词，因此我们将其视作一种特殊的汉语造词法 

2．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 

在复合词中，如果有两个词，它们的内部构词语素中有一个构词语素相同，另一个构词语素语义 

相反，我们就称之为局部同素反义词，如 “少数一多数”“词头一词尾”等。 

学术界已有的探讨局部同素反义词的成果十分有限，且与同素异序词一样，局部同素反义词也仅 

作为一种构词方式进人研究者的视线，而未有将其作为一种造词法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现。我们将其 

视作造词法的一种，因为通过局部同素反义法确实有新词产生，而且实际上，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是 

汉语中颇具能产性的一种特殊造词法，在语言使用中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以下例句所示①： 

(1)凤姐笑道：“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 ‘外人’。你却看着 

‘内人’一样呢。”(《红楼梦》第十六回) 

(2)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要得到文力征伐的。(鲁迅 《准风月 

谈 ·后记》) 

(3)说是无欲，其实还是有欲的——无蝇营狗苟之私欲，有富国强民之 “公欲”。(杨东光 

《无欲则刚》) 

(4)他 (韦小宝)常听老和尚自己谦称 “老衲”，心想自己年纪小，便 自称 “小衲”。众僧 

听他异想天开，杜撰了一个称呼出来，不觉暗暗好笑。(金庸 《鹿鼎记》第二十四回) 

由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的确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和使用的灵活性。是在实际语 

言环境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造词方法；但是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并非个人行为，因此如以上例 

句所示的局部同素反义词有的未得到语言使用者的一致接受和认同，因而并没有发展成为合法的汉语 

词，如 “小衲”。 

以上我们讨论的局部同素反义词都是名词性的，利用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造出的词也可以是动词 

性的，如 “出场一入场” “进步一退步”；还可以是形容词性的，如 “年长一年幼” “眼生一眼熟” 

等；局部同素反义词中还存在一对多甚至多对多的情况，也就是说有的词不止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局部 

同素反义词，例如 “事后一事先／事前”“早春／初春一晚春／暮春”等。 

三、特殊语义造词法 

语义造词法也被称为修辞造词法。指通过词义的引申、比喻、借代 、联想等方式创造新词的方 

法。根据其修辞方式，我们姑且将语义造词法分为整体修辞造词法和部分修辞造词法两类：前者指用 

构词语素整体作为本体，来比喻或代指目标事物、状态或动作，如用 “伯乐”代指擅长发现人才和 

推荐人才的人，“手足”代指兄弟姐妹；后者指将构词语素中一部分作为本体，修饰喻体的性质、特 

点、形态等特征，与其他代表或修饰喻体的构词语素结合成词，如 “雪白” (像雪一样白)、“蘑菇 

云”(蘑菇状的爆炸云)、“鲸吞”(像鲸鱼一样吞食)等。 

用语义造词法造出的词，表意形象生动，在许多语言中都有所应用。但是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语 

义造词法，在其他语言中很少见到，属于汉语特殊造词法，我们称之为 “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 

“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存在于语义造词法的偏正式复合词中。众所周知，按照普遍规则，偏正式 

复合词内部结构与偏正词组的组合方式相同，都是修饰性成分在前，被修饰成分在后——所谓 “特 

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其特殊之处就在于，这类词的造词方式恰好使这个正常顺序颠倒过来：被修 

① 以下例句及部分观点参见徐正考、张桂梅：《汉语局部同素反义名词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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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构词语素在前，修饰性构词语素在后。先看以下几组词语： 

霜花 泪花 雪花 松花 葱花 

学海 人海 苦海 书海 星海 

客流 韩流 人流 电流 气流 

屏幕 云幕 夜幕 天幕 字幕 

以上四组词语，分别是以 “花”“海”“流”“幕”为喻体进行语义 (修辞)造词而得出的新词， 

按内部结构划分应属偏正复合词，但构词语素的排列顺序却不同于正常顺序，都将修饰性的成分 

“花”“海”“流”“幕”置于被修饰成分后面，这在其他语言中也是比较少见的现象；而汉语中这种 

特殊造词法所造出来的词却并非少数特例，而是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 ，因此值得引起注意并加以深入 

探讨。① 

我们在引文中提到，对于这类 “特殊”的复合词，到底该将其看作正常的偏正式复合词还是特 

殊的 “正偏式”复合词，学界尚存在争议。执正常偏正式观点的如袁毓林、王洪君等，认为 “花” 

“海”等一类的构词语素．既然能够作为后位语素与不同的构词语素组合成词，形成具有一定成员数 

量的集合，构词能力已经较强．证明 “花” “海”等构词语素已经获得了 “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事 

物”的意义，“花”“海”等语素对它们前面的构词语素的修饰是隐性的语义关系，而它们前面的构 

词语素对 “花”“海”等的限制才是显性的、本质的语义关系。②从构词法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 

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因为构词法是对词的结构的静态解析，而造词法是 

研究词的生成的动态过程。从造词法的角度 ，这类词在成词之初，“花”“海”等置于其他语素之后 

起修饰作用时，尚未获得 “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事物”的意义，这种造词方法应属于特殊的偏正式 

(即 “正偏”结构)语义造词法。至于当下将这类词归入偏正式复合词．是在漫长的语言演变发展基 

础上，句法的类推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结 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叠音造词法、变音造词法、同素异序造词法、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和特殊偏 

正式语义造词法等五种汉语特殊造词法。我们的研究尚不够细致深入，文中仍有未能解决的问题：如 

汉语中是否还存在其他我们尚未发现的特殊造词法、这些汉语特殊造词法与汉藏语系内部其他亲属语 

言相似的造词法有何本质区别、研究这些特殊造词法对汉语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有什么启示，等 

等，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研究汉语特殊造词法，一方面是对汉语造词法认识的补充和深化．不仅能够为古汉语词汇研究提 

供帮助，还可以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一些依据；另一方面也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以为不同语言词汇的对比研究贡献出有价值的参考。我们希望以此文抛砖引玉．能够引起更多学者 

对汉语特殊造词法予以关注 

责任编辑：焦 宝 

① 徐正考、张烨：《一种结构特殊的偏正式复合名词》，《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② 袁毓林：《论句法的强制性——从一类 N1N2名词的句法语义分析展开》，《汉语学习》1988年第 1期；王洪君：《“逆序定 

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