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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特征探究 

韩丽国 

现代汉语中，双音词根据词法而产生，也 

需要根据词法原则来生成。词组词汇改革是目 

前现代汉语中双音词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本 

文针对现代汉语中那些词汇化改变了的词组进 

行了观察和研究，在对其语音变化、结构方式、 

语义发展条件和词汇化导致语法属性变化等方 

面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双 

音节词组的双音化后基本特征的变化。声调的 

产生、音节的简化和单双音化的等语言演变现 

象就是我们汉语在现代词汇发展中必须进行双 

音化的原因。 
一

、 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的现状和原 

因概述 

对于字形、词形来说，单音词是词组中最 

重要的语言要素，选择不同单音词搭配能组合 

出数量庞大的双音词群。目前为了更好的去适 

应和表达我们社会发展中不断产生的一些新生 

概念和事物的需求，所以形声字需要改革。为 

了能达到了词汇的高速增长要求，就需要进行 

词汇双音化改革。这些因素就奠定了我们汉语 

词汇向双音化方向改革创新的基础地位。声调 

的产生、音节的简化和单双音化的等语言演变 

现象就是我们汉语在现代词汇发展中必须进行 

双音化的原因。双音化的最初阶段 ，句法是双 

音词产生的根据 ，并由单音词组组成衍化而来 

的。而当现代构词法出现以后 ，根据句法变化 

就新产生了复合词 ，当然也存在很多直接生成 

的新词法，它们不受限于句法法则，现代汉语 

中的复合词是从词复合向词根复合不断转变的。 

现代汉语中复合词产生的唯一途径是词根复合， 

目前来看词组进行词汇化组合是复合词生成的 

主要途径。 

汉语词汇从古代到现代已经发生了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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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显著的是我们汉语从古代 

的单音词逐渐发展变成双音词，汉语词汇从单 

音词占主要地位发展到现在双音词占主要地位， 

这是我们汉语研究学界主要研究的 “双音化” 

问题。1938年郭绍虞先生提出了 “双音化”这 

个概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耗费了几十年 

时间研究这个课题，我们汉语言学术界对 “双 

音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这表现在几个阶 

段的语言研究上。双音词在早期大多是语音上 

使用双声叠韵构成一些联绵叠词，之后慢慢摆 

脱了发音的束缚到现在发展到复合词为主要词 

汇构成。在古代大量双音词构成的语素一般都 

是是同源词，然而现代的合成词往往不受限制， 

并不是同源词。战国时期的合成词偏正式比较 

多，而并列式数量在两汉时代超过了战国时期 

的偏正式数量，后来，偏正式在发展中又超过 

并列式在，这一变化成为我们当下现代汉语产 

生新词依据的主要结构形式。 

上古汉语中的单音词的组成义素在中古时 

期被解析出来，这是一个从 “隐含”至 “呈现” 

的过程，这也导致单音词向双音转变。根据过 

去几十年的研究，我们对词汇双音化产生原因 

有几种解释。从语义上说就是表意的精密化。 

从语音上说就是韵律的双音同步，从语体上说 

就是雅俗口书的区别。从文化上说就是民族文 

化的心理造成的。这些观点从不同的几个角度 

分别对词汇双音化改变的原因进行阐释，且都 

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语义、语音、语体、文化 

这些因素是分别四个角度来谈的，它们是互补 

的，靠单方面是不能够解释我们现代汉语词汇 

为什么双音化。 

汉语双音化一定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最 

终产物，一定是多种规律一起作用的最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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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语音、语体、文化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 

因素，所以会出现形式与功能、言内与言外 、 

语言与文化等几个因素综合造成双音化的结果。 

其中，语义是起决定作用的。总体的动因，语体、 

语音、文化是外围知识局部的因素。这是因为 

语言交际这个功能造成的，社会人际交往依靠 

语音，这促成了现代产生大量的双音词。 

二、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的原因分析 

汉语的词、字是相互适应的，字作为符号 

是记录语言用的，并不是构成语言的要素，和 

思维没太大的联系。在以往中国传统研究中没 

有明确的字与词的界限。单音词借汉字的外形 

显现词意。字形的分布、组合显示词义 ，词义 

同字形的整体或局部之形的差别来显示，这就 

是当下汉语研究主要的研究状况和界定方法。 

字词之间会存在互为促动、互为因果这样一种 

关系。 

文字的本质就是传达并记录语言意义的符 

号。约定俗成的表达固定词义 ，意义和字型之 

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汉字表意这个特性 ，其 

形体表达词义的时侯 ，形与意义之间就有了联 

系 ，文字就具有了表达意义这个语言功能。所 

以汉语中一个字可能是一个词 ，而词则不一定 

是单字。根据语音设计表音文字的字形 ，字则 

是根据语义来设计形体 ，这就构成具有传承性 

的表意符号和这个文字构成系统。汉字可划分 

为合体、独体两个大类方向。合体字是形声字、 

会意字，独体字是指事字、象形字。汉字构字 

是以文表意，以字组字等手段进行分类的基本 

方式。 

独体字是一种 “可以看到的词”，以使用频 

率高、字形简单，具有强大构字能力。所以在 

文字体系发展完善过程中 ，词的意义和语音形 

式慢慢在这些视觉感知的文字符号中慢慢积累 

起来 ，它表示出的不全是文字符号代表的词汇 

自身的意义，而是延伸并扩大到了类属概念，所 

以成为合体字部件时其蕴含意义就成了组成别 

的字的字根。目前由于单音节的语素在我们口 

语交际停留时间比双音节语素短 ，但语言的发 

展不仅要求词义要多样并且丰富，还要表达明 

确且单一。学者们为了能解决这个矛盾。在过 

去单音词发展、丰富的前提上 ，为使语义能表 

达容量更大、简单准确，所以更多的双音节词 

汇就由此诞生了，更能满足人们口语交际需要。 

表达形式就从单音字向双音词转变。 

三、双音节词组特征 

(一 )音义双特征的形声字 

象形字是以 “画成其物”、“随体诘诎”造 

字法方式来表达词义的 ，世间万物要是每个字 

都按照 “画成其物”来创造就非常难了，所以 

古人根据人事物象特点、意义两个要素进行分 

析从而设计字形和结构。 

字形是古人看待人事物象的一种方法，对 

人事物象内的逻辑方式。许多难以造象的抽象 

事物、许多难以刻画的具体事物存在。那么假 

借字就应运而生。假借使汉字有了一定的音节 

表意等特征，其形式仅靠语音却无法平衡音和 

义的倾向性 ，这促使音义双特征的形声字产生， 

音义双特征的形声字是一种完善的表词形式 ， 

平衡音和义的倾向性，成为后期主流汉字的构 

型形式，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汉字是形声字。 

形声字既满足汉语词汇增长的要求也保持了其 

表意性，成为第一个文字变革转折点。 

(二 )单字二合组词表义 

我们汉字数量非常庞大，因为要依靠形体 

的差异来明确清晰地区分大量不同的词 ，我们 

汉语体系中的汉字体系由上百个不同的象形字 

做为基础不断繁化组合而成。繁化汉字会导致 

字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不容易学习和辨认， 

会造成人类难以辨别和书写，所以数量上必须 

受到限制。依赖字形别义不能满足人类书写的 

需求，所以汉字为了适应需求就出现了以字组 

词，通过单音字来组成双音词，这一方法给文 

字系统带来了一个新的构词体系，表现出非常 

大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 

汉字的组合不仅具有意义融合这个特征。 

原因是汉语中很多的单音节词是意义融合产生 

的，所以汉语当中的复合词也具有非常强的意 

义融合特征，复合词的意义包含着语素所代表 

的意义，组成复合词的汉字的表意性与意合性 

是相辅相成的，这体现了我国人们对词与字非 

常重视。所以意义融合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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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的会意字就是现在复合词的原形。现代汉 

语当中的复合词其构造跟会意字的复合程序类 

似，所以汉语复合词包含的词素大多数是可以 

像分析字一样去以形表义，根据剖析内部的构 

成部件与关系去分析所表达的意义。 

三个独特属性是构成每个汉字最终代表形 

式为双音节，单音字是具有根据音节记录我们 

汉语词义且非常具有灵活性。汉字中的象形表 

意是对图画这种记事方法的一种借鉴通过。汉 

语复合词是有逻辑有理据性的形成，所有的词 

义往往是由语素、语义有逻辑的组成，汉字根 

据现有的单音词来加入组词当中，大量双音词 

根据不同搭配和组合方式生成，这就适应了人 

类需要表达我们社会与文化发展潮流中产生的 

那些新概念、新生事物的需要，词形奠定了现 

代汉语词汇需要双音化的关键地位 ，这是我们 

汉语词汇必须双音化必然原因，也是我们汉语 

词组必然演变过程。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为了突破以往单音词在音与形 

等方面的局限，这就促使了汉语双音化的产生 

和发展。汉语 ，这个立足于词义并且要顺应人 

类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从未知到创造，从最初 

的单音词为为主，凭借以文组字而产生生字熟 

旁过程；不断适应词义告诉发展需要。当单音 

词无法满足需要时，由从充当语素慢慢发展为 

现在双音词，凭借以字组词制作生成生词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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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大大增加了现有汉语词汇的数量，并 

且相应减少了很多构词的语素数量，这是从简 

驭繁 ，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式，以小数量的 

语素发展最终构成一个大数量词汇群这样一个 

体系，这促使现代汉语的词义表达能更完善且 

系统。作为汉语自身孤立的特点决定了词汇的 

双音化，是诃汇内部特有的形义音三个因素互 

相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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