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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亡有三种不同的性质：事物依旧，认知发生变化；事物依旧，概念未变；事物 

变化，概念变化。与此相联系，复音词的产生源于语言的经济原则和韵律要 求以及语言的象似性，由此我们认 

为复音词有两个来源：凝固词与原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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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汉语复音化的动因，应该结合汉语里复音词的原初面貌来探索。从语料的性质来看，甲骨文和 

金文中的复音词无疑体现了复音词的原初面貌。下面我们来看已有的相关研究。 
一

、根据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兼论汉语复音化的起源》⋯、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 

汇》(21、伍宗文《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 _3嘶。 、向熹《简明汉语史》 。。 。 等研究，存世最早的汉语语 

料甲骨文里已有部分复音词。甲骨文复音词主要是专名(人名、地名)、时间名词、官职名和由这几类名 

词转化而来的普通名词；从词性来看，主要是名词；从结构来看，主要是并列式和偏正式；从音节来看 ，主 

要是双音节。 

二、根据杨怀源《西周金文词汇研究》，西周金文复音词共435个，其中双音词402个(92．4％)，双音 

节词中联合式218个(54．8％)，偏正式 125个(31．4％)，动宾式 21个(5．2％)，附加式 2O个(5％)，重迭 

式 9个(2．3％)，缩略式 5个(1．3％)，统计《西周金文复音词 ·附录一(西周金文复音词表)》，名词共 

278个(63．9％)[5]70。 

三、根据杨怀源 《殷周金 文复音词研究》，商周金文 中的复音词共 800个 ，双音节词 730个 

(91．25％)，725个双音节合成词中，以联合式(344个，47．45％)、偏正式为主(293个，40．4l％)，述宾式 

仅27个(3．72％)，附加式23个(3．17％)，重叠式 32个(4．41％)，缩略式 6个(0．84％)。整个金文复音词 

的数量趋势为： 

(一)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其他 

(二)联合式 >偏正式 >重叠式 >述宾式 >附加式 >缩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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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 

综合上述研究，复音词的原初面貌有三个特点：以名词为主；以联合式、偏正式为主；以双音节为主。 

科学的有关复音化动因的研究，应该能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笔者拟从客观事物、认知概念系统与词汇 

系统变化的关系来探讨汉语复音化的动因，并针对汉语复音词的原初面貌提出相应的解释。 

本文将会用到相关符号，现说明如下 ： 

A、B⋯Z：任意语素 ／：或 

>：多于 一：生成 

+：结合 =：相同 

≠：不相同 

二、新词产生和旧词消亡的三种不同性质 

1．事物依旧，认知变化：词的产生与消亡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活日益丰富，关注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 日 

益增多，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不断扩大，人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人类的知识库在不断地增长，并且是成加速度的增长；二、人类的知识库内部构成成分在不断地 

调整。客观世界是无限的，尽管人类具有无限的认知能力，但是人类关注到的是有限的。根据语言哲学 

的观点，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 ，人类通过语言来 

认识世界，人类社会生活和知识库的改变会反映到语言中来。这种反映主要体现在语言词汇系统的变 

化，一个族群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越丰富，其语言中的词汇系统会产生呈增长态势的巨大变化。 

语言中的词汇与语法、语音相比变化最快，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词汇变化最显著的表象是旧词的消 

亡和新词的产生，一般认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词汇变化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这是变化 

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事物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产生更替式的消亡与衍生，但 

是 自然界的事物和人类生活的基本生活方式一般不容易消亡，只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关注度在不断地 

变化，原来强烈关注的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过去被忽视的可能成为了关注的中心。维特根斯坦认为 

我们(日常语言)只在自然事实所形成的重要区别那里划界。 什么是重要的具有主观性，这也是随着 

时代的变化和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认知概念系统的变化，反映到语言系统中来，首先体现在词 

汇的变化上。从下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说文解字 ·马部》收录了很多词： 

驹：马二岁日驹，三岁日．黟＆。从马句声。 

骐：马青骊 ，文如博綦也。从马其声。 

骊 ：马深黑色。从马丽声。 

弱：青骊马。从马目声。《诗》日：“驳彼乘l瞩。” 

魄 ：马浅黑色。从马鬼声。 

髂：赤马黑毛尾也。从马留声。 

服：马赤白杂毛。从马限声。谓色似缎鱼也。 

骓：马苍黑杂毛。从马隹声。 

骆：马白色黑鬣尾也。从马各声。 

驷：马阴白杂毛。黑。从马因声。《诗》日：“有驷有暇。” 

骢：马青白杂毛也。从马息声。 

骗：骊马白胯也。从马甭声。《诗》日：“有瞒有驻。” 

腕：马面颡皆白也。从马龙声。 

脶：黄马，黑喙。从马呙声。 

骠：黄马发白色。一日白髦尾也。从马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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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丕：黄马 白毛也 。从马丕声 。 

肼：马头有发赤色者。从马岸声。 

驹：马白领也。从马，的省声。一日骏也。《易》曰：“为的颡。” 

驳：马色不纯。从马爻声。 

鼻 ：马后左足 白也。从马，二其足 。读若注。 

这些词(或语素)，现在还在运用的可能只有“驹”、“骐”、“驳”，并且其意义已经有了变化，特别是 

指称方面变化更大。其他的现在几乎不用。这是不是它们所表示的具体事物的消亡引起的呢?显而易 

见，这些马的毛色的区别、年龄的差别、性别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上古时代，马在人们生活中属于非常 

重要的事物，所以马的一些细微差别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从而形成了专门的概 

念，语言中有专门的词来表示，文字中有专门的字来记录。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不再关注马 

的这些细微差别，这些单独概念也就从概念系统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复合概念，相应地引起了汉语词 

汇系统中这些词的消亡，文字系统中这些相应的字现在也仅存在于历时字书中。 

语言中新词的产生，也不一定是由于新事物的出现而引起的，而是因为过去没有被关注的东西，现在 

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形成了相应的概念，于是语言中产生了新词来表示，譬如现在新发现的一些物质，给其 

命了名，如“镭”、“镁”、“铀”等，其实这些物质是过去已经存在的，只是没有被当时人关注到或认识到。 

综上，即使客观事物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人类的认知在发展，进而引起概念系统的变化，产生新的概 

念，淘汰旧的概念，从而引起新词产生和旧词消亡。 

2．事物依旧，认知依旧：词的产生与消亡 

客观世界未变，客观事物依然存在，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深度和范围也没有变化，概念系统也没 

有变化，但是依然存在新词产生和旧词消亡的现象。既没有事物消亡，也没有新事物产生，在认知系统 

里某一概念依然存在，但是也会产生新词。下面来看一些例子。 

上古时代有“涕”，指称眼泪。《说文 ·水部》：“涕，泣也。”《玉篇 ·水部》：“涕，目汁出日涕。”《周 

易 ·离卦》：“出涕沱若，戚嗟若。”《周易 ·萃卦》：“赍咨涕演，无咎。”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自目 

出日涕，自鼻出日演。”《楚辞 ·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了先秦后期，出现了一个新词 

“滨”，现在简化字写作“泪”，指称眼泪。《玉篇 ·水部》：“滨，涕泪也。”《集韵 ·至韵》：“滨，目液也。”《楚 

辞 ·九章 ·悲回风》：“孤子唆而技滨兮，放子出而不还。”《战国策 ·燕策三》：“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 

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滨涕泣。”客观事物“眼泪”没有变化，人们对眼泪的认知也没有变化，概念系统依然存 

在有关眼泪的概念，但是在语言的词汇系统里，却产生了新词“滨”，且“涕”依然在词汇系统里存在。 

由“相邦”到“相国”的变化也是如此。在出土先秦文献中，用“相邦”来指称春秋战国时期除楚国外 

的各国的百官之长。《四年相邦吕不韦戈》：“四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砻，丞义，工。”后来用“相国”来 

替代“相邦”。王国维《观堂集林 ·匈奴相邦印跋》：“考六国执政者，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魏有 

相邦建信侯，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国者，盖避汉高帝讳改。” J9 传世先秦文献指称百官 

之长皆用“相国”，是汉人避汉高祖刘邦讳所改，相沿成习，汉以后文献皆用“相国”。“相邦”的指称对象 

没有变化，人们对百官之长的认知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产生了新词“相国”，淘汰了“相邦”。 

词汇学上谈到的词义的转移，应该也属于这一类。“走”取代“行”，从“走”的角度说，是词义的转 

移，可是从给“脚交替向前慢速运动”这种现象命名的角度说，是产生了新词“走”，旧词“行”消亡了。 

3．事物变化，认知变化：词的产生与消亡 

客观事物发生了变化，概念系统相应地发生变化，会引起新词产生和旧词消亡。新事物的产生会产 

生新词，如“网民”、“股民”等；事物的消亡会引起词的消亡，如“王后”、“丞相”等；这类例证甚多，词汇 

学论著论之甚详，这里不多加讨论。 

三、复音词产生的动因 

从概念系统的角度看，上节所述三种情形可以转写为：一 、给新生概念命名：产生新词；二 、给旧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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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命名：新词替换旧词；三、概念消失，旧词消亡。新词的产生其本质是给新旧概念命名，从这个角度说， 

复音词的产生只与上述一、二两种情形相关。如下表： 

＼ ＼  事物 

变 不变 认知
、

概念 ——＼  

不变 + 

变 + + 

(说明：“+”表不产生新词，“一”表，下不产生新词) 

复音词的产生可以相应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给新事物命名；二、给旧事物命名。另外我们认为拟 

音词模拟客观世界的声音，似乎与其他词的构成方式不一样，复音拟音词的产生应该有不同的动因。据 

此我们认为复音词产生涉及到语言三个方面的因素，下面分别讨论。 

1．经济原则 ：复音词产生 

当知识库扩大，认知系统不断变化，就需要给新出现的事物和新关注到的重要区别和重要现象命 

名，这就会产生语言系统与认知概念系统的协调运动，从而产生新词。“语言的词汇是不断发展的。词 

汇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创造新词，而新词又是在已有的语言材料和构词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_9_1w给概 

念命名，汉语里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

、由词表达，形成单独概念； 

二、用短语表达，形成复合概念。 

汉语中给事(物)命名有两种对立的方式 ：一事(物)一名，词汇上的表现就是单音词；用复名组合词 

汇表现上是短语。例如：古代汉语中说“沐”，也可以说“濯发”；说“洙”，也可以说“洒面”；说“浴”，也可 

以说“洒身”；说“澡”，也可以说“洒手”；说“洗”也可以说“洒足”；说“桐”，也可以说“特牛”；说“柿”，也 

可以说“二岁牛”；说“糁”，也可以说“三岁牛”；说“牺”，也可以说“四岁牛”；说“拢”，也可以说“白黑杂 

毛牛”。 

“沐”和“濯发”、“沫”和“洒面”、“浴”和“洒身”、“澡”和“洒手”、“洗”和“洒足”、“搁”和“特牛”、 

“柿”和“二岁牛”、“糁”和“三岁牛”、“牺”和“四岁牛”、“栊”和“白黑杂毛牛”所指(significatum)相同， 

而能指(signification)相异，它们在语言中的层级也是不同的。“沐”“洙”“浴”“澡”“洗”“辋”“柿”“糁” 

“牺”“栊”是词，“濯发”“洒面”“洒身⋯‘洒手”“洒足”“特牛⋯‘二岁牛”“三岁牛”“四岁牛⋯‘白黑杂毛 

牛”是短语。如果“洒”(“濯”“洒”同义)“鬟”“面”“身”“手”“足”等词是语言中本来就有的旧词，采用 

复名组合的方式，则可以不创造新词就能表达“濯发”“洒面”“洒身”“洒手”“洒足”这些事件，也就不需 

要造新字“沐”“沫”“浴”“澡”“洗”(或产生文字假借)。如果采用一事(物)一名的方式，就要新造“沐” 

“沫”“浴”“澡”“洗”等词，同时要新造字。新事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是有无限性的。倘 

若新事新物都采用一事(物)一名，赋予新名(创造新词)的方式，那么就会造成词汇系统无限增大。这 

显然与语言的性质不相符。语言是交际工具，其功能是表情达意，词汇量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学习和掌握 

上的困难。词汇量无限大的语言(工具)一定会被使用者抛弃。这在语言中体现为“经济原则(economic 

principle)”的制约。“经济原则(economic principle)”是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尔丁内(A．Martinet)根据帕 

西(P．Passy)、弗莱(H．Frei)的相关学说提出来的，其 目的是解释语言的演变，要 旨为：“言语活动内部 

具有某种力量促使语言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力量就是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的生理及精神上的自 

然惰性之间的矛盾。人为了交际和表达的需要本应采用更多、更复杂的语言单位或形式，但人们在言语 

活动中又总是尽可能地减少力量的消耗来完成交际和表达。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使语言处在不断的演 

变当中，但又总能在完成交际和表达的前提下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_】。 

我们认为，经济原则(economic principle)既可以用来解释“语音中的同化现象(如浊音清化)、词尾 

的浊音清化、词尾的脱落等共时和历时现象”，“在构词、句法、修辞方面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经济机制的 

作用 ”̈ ，也可以用来解释语言表达手段的选择。乔姆斯基(Chomsky)指出：“语言是用有限的字母表 

构成的长度有限的句子的集合。” 1 J2 意思是语言系统中的音位或音素、词汇是有限的，但是语言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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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句子是无限的。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1988：22)认为：“词和语素的数 目可以多达几万，甚至几十 

万，但是毕竟是有限的，而词的序列、语素的序列是无限的。”_1 _2。汉语中短语与句子结构上具有一致性， 

短语带上语调就转化成句子。因而采用一事(物)一名表达手段是不经济的。在竞争中，因为“经济原 

则(economic principle)的制约，用复名组合(短语)表达的手段胜出，一事(物)一名的表达手段在竞争中 

逐渐被淘汰(这两种表达手段在金文中同时存在：如“稽首”与“稽”，“拜手”与“拜”有时是相当的)。短 

语在语言中反复使用，说明其表达的概念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就会由此划界，形成单独概念，而体现在语 

言上，短语就凝固成了词。 

由经济原则的制约形成复音词，其结构形式主要为： 

(1)偏正式 ，如天子、大室。 

(2)述宾式，如作册、司马。 

(3)联合式的一类(语义表现为：A+B—c，C≠A，C≠B)，如爪牙、肱股等。 

2．韵律要求：复音词产生 

对固有概念衍生新词来表示 ，从语言手段来看是违背经济原则的，但是汉语史上产生了为数不少的 

联合式的复音词，其语义表现为：A+B=A／B。如“君公”、“赐休”等。 

其语义表现说明语言中本来有单音词来表达这个概念，但又产生了复音词来表达。这种现象过去 

认为是由于语音简化而避免同音词的需要；或是语义精密化的要求。这是不科学的。同义语素连用形 

成复合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 ，同义连用能加强语势，增强语意。同义连用表达的仍是其中单个成词语素 

表达的意义，只是附带有强调意味。杨怀源《西周金文词汇研究》引用清代学者刘淇《助字辨略》中所引 

《汉书 ·张释之传》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证明，结论可信 _9。。 

反义语素构成的复音词的意义与成词语素意义不同，属于创造新词。例如“上下”“左右”的成词和 

借代相关，“上”借代天神，“下”借代地祗，组合起来整体产生“所有神灵”的新义，“左右”与此相类。而 

“夙旦”“朝暮”等则是以部分代整体。 

修辞在语音的体现上，实质与韵律相关，冯胜利《论汉语的“韵律词”》̈到《论汉语的韵律结构及其 

对句法的制约》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 卅《汉语韵律语法研究》̈ 

已经反复论证了汉语的韵律词的形式标记是音步，汉语音步的标准是双音节，而在汉语发展历史上原是 

单音节。因为其时音节时长比现代汉语长，可以分析为两个韵素，符合音步的二分枝结构，能够构成一 

个音步，但是汉语音节在上古时代开始“短化”(指韵尾辅音脱落)，音长变短，不能再构成一个音步，于 

是汉语的音步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转化，这与汉语复音化的过程合拍，也能解释为什么汉语的复音化刚好 

是双音化。这个论证在冯先生的体系里是自洽的，值得重视。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金文中出现同 

义联合复音代词和虚词，如代词“朕吾”“汝乃”、虚词“亦唯”“亦既”。 

3．象似性：复音词产生 

重迭复音词的成词动因，一则与此相关的有关上古音的学说尚多争议之处，二则上古汉语的性质 

(是否曲折语)也有不同看法，难以深入讨论，不过根据金文重叠词来看，似乎可以用象似性来解释。象 

似性是指“符号的物质形式与符号所指实体的特点有密切的对应”_1 8l 。 

从商周金文语料来看，其复音词中四音节重叠词 23个，3音节重叠词 1个，双音节重叠词 35个，其 

中名词 3个：世世、孙孙子、子子孙孙，其他都是状态形容词和拟音词。 

状态形容词和拟音词均有持续性，具有时间延续性，而 3个名词在金文中均有长久义，具有时问性 ，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解释，通过重叠增强语音长度来临摹具体客观现象的时间持续性。 

四、复音词的两个来源 

根据上节所述，我们认为复音词有两个来源：一、由短语凝固形成；二、进入语言系统的初始状态就 

已成词。程湘清曾注意到这种现象，以为同义或近义联合式双音词“的产生(可能)一般不需要经过一 

个短语凝固的阶段 ，可以径直在交际中使用” 。我们把第一类叫作凝固词，第二类称为原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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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词由偏正式、述宾式(非名词)、缩略式和联合式(语义表现为：A+B—c，C≠A，C≠B)短语凝固 

而来；原生词主要是指联合式(其语义表现为：A+B=A／B)、述宾式(名词)、重叠式复音词。 

偏正式、述宾式(非名词)复音词由偏正式、述宾式短语凝固而来，结论是可信的。金文中的缩略式 

复音词都是标数式 ，最初应该是短语 ，在反复使用中其语义整体性不断加强。这几种短语意义的融合、 

改变又导致了形式上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而成词；联合式短语(语义表现为：A+B—C，C≠A，c≠ 

B)最初进入语境的时候 ，两个并列语素的意义也许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在语言中反复使用的过程中，其 

差别会 日益模糊，最终意义混同为一，就从短语变成了词。 

联合式(其语义表现为：A+B=A／B)、述宾式(名词)、重叠式(含迭音词和迭韵、双声联绵词)组合进 

入语境时，成词语素只能组合起来表达一个整体意义。联合式的这一意义与其中任何一个成词语素的 

意义相同；述宾式(名词)的意义由成词语素的意义组合而来；重叠式(含迭音词和迭韵、双声联绵词)的 

情况有差别，整体表达一个意义。这样的组合出现在语境中时，虽然是第一次出现，我们也只能认可它 

们是词。因为根据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语素、词、短语、句子等表达层级单位的定义，赋予它们词的身份是 

唯一的选择(联合式名词里只有“余一人”“我一人”有点特殊，首先是并列的两个成分在语音和词性上 

都不对等，其次是它们在语境里似乎可以看成是短语，“余”与“一人”，“我”与“一人”是同位成分。这 

在金文里也有证明的语料。《多友鼎》：汝勿蔽余乃辟一人。“余”“乃辟”“一人”是同位成分无疑。也 

许成词的只是“一人”，正如唐钰明所说：“就其词形而论，也仍未完全凝固⋯⋯严格的说，真正凝固的部 

分仅为‘一人’，而‘余’不过是同位成分罢了。” l 而重叠式复音结构如果不承认它们是词，那是违反事 

实的。这也符合词法词的观念。 

附加式中，词缀的形成有一个“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过程，因为历史语料的残缺不齐，这 

些最初的附加式的词缀的语法化过程已不可考。我们认为金文中的附加式复音词首先是由短语凝固而 

来。“有+A”最初是动宾短语，“B+氏”是偏正短语。当“有”“氏”词缀化后，因为“类推(analogy)”，“有 

+ 和“B+氏”才是原生词，进入语境的初始状态就是词。从“有+A”和“B+氏”数量多寡的发展过程可 

以证实这一点。“有+A”在西周金文里只有两个例子，但是《诗经》中却有不少，“B+氏”先秦之后文献语 

言中更是寻常。 

下面我们列表来证实这两种来源，其中甲骨文据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百分比为笔者统计；金 

文据杨怀源《殷周金文复音词研究》，仅计双音词；先秦部分文献据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 

偏正式 联合式 动宾式 附加式 

甲骨文 25．92．6％ 1．3．7％ 1．3．7％ 

金文 293．40．41％ 344．47．45％ 27．3．72％ 19．5．1％ 

先秦部分文献 245．41．8％ 307．52．4％ 28．4．8％ 

根据上表，甲骨文中偏正式占优势的，但到了金文中，就是联合式最多了。其原因我们认为是由于 

偏正式与联合式复音词的来源不同，成词的速度不同。偏正式、述宾式复音词由短语凝固而来，其凝固 

需要在语言中被反复使用，这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但是联合式(其语义表现为：A+B=A／B)复音词直 

接成词 ，没有凝固的过程，因而虽然凝固式复音词出现得最早，但是其优势地位不久就消失了，从最先的 

占绝对优势变成第二位了。 

五、结论 

回溯上文所述有关复音词原初面貌的三个特点：以名词为主；以联合式、偏正式为主；以双音节为 

主，我们可以据此做出如下解释： 
一

、从给客观事物、概念命名的角度说，复音词主要是给新生事物命名，或是给体现具体客观事物的 

既有概念命名，所以名词在复音词中占优势体现了给新事物命名产生新词的规律。 

二、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语音上的韵律要求，所以复音词中双音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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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式复音词是原生词，在进入语言环境的同时即已成词(这是符合词法词的原则的)，其成词 

速度最快，所以联合式会占优势。其他类型的复音词多是凝固词，其中偏正式短语出现在语言中可作主 

语、宾语、谓语、定语，状语等，出现概率极大，符合语法条件而出现频率高的容易语法化凝固成词，正是 

这个原因，在金文的偏正式中出现了多次凝固成词的现象，其语法结构具有层次性，如“前文人”一词， 

“文人”先已凝固成词，后与“前”凝固成词。而动宾式的基本式在语言中的出现概率低 ，凝固成词的机 

会小于偏正式，主谓式的基本式的出现概率更低，所以在金文中还没有出现由此凝固而成的复音词，而 

附加式先要有语法化过程，然后才有类推，所以在偏正式、联合式大量出现后的汉语中，一直不是一种能 

产的方式，因而凝固词中偏正式会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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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ing Choices and Limits：on Impetus of Chinese Disyllab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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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natures of rise and fall of words：unchanged things and their changed per— 

ception；unchanged things and their unchanged perception；changed things and their changed perception． 

Therefore，rising of polysyllabic words results from the economical principle of language，rhythm demands and 

iconicity of language，and from this the paper finds that polysyllabic words come from solidification words and 

original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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