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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传统意义上的复合词包括“主谓式、动宾式、中补

式、偏正式、联合式”等，是从复合词的句法结构层面

来进行分析的，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分类方法。但是仅从

这个层面上来说，远远不够解释汉语中的语言现象。我

们吃的“面条”叫“面条”而不叫“面块”，是因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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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粉做成的细条状的食物，具有同样形状的鱼我们说

一“条”，也是因为鱼的体型细而长，“面条”与“鱼”

这两个事物都都有外形细长的特点，也就是说“条”这

个语素代表了一类事物的性状特征 -“细长”，只有具备

“细长”这一特征的事物才能用这个语素来表示，两个

语素才能组合在一起。“洛阳”之名是因为它在洛水的北

面，这是从地理位置上讲的。这类现象就关系到了汉语

复合词的理据性，我们可以看到复合词语素组合情况如

果从理据性的角度来分析，它涉及到的不仅是句法结构

层和语义层，汉语复合词理据性包含的内容比句法层和

语义层更多，更深入，它关系到人们的认知角度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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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的复合词研究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重点描写和分析复合词内部的结构关系，而从目前国内的研

究状况来看，学界对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强化的方面。对汉语

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汉语语素组合和汉语词汇形成的内在机制，

更可以从词义入手去解决结构分析法解决不了的汉语语法问题，对我国国内汉语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研究都会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从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几个不同角度来说明语素组合的理据性，其中涉及到语素

组合的顺序、语素的选择、人们的认知角度以及文化视角等方面，通过列举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可以向人们

更清楚地展示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分类。本文也对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的研究历程和存在的问题作

了大体描述，旨在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和研究视角，力求做出自己的见解，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

一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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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等方面。

一、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研究概述

关于汉语词语的理据性，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此也有大体的认识，我国对复合词理据性

的研究最早能够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汉代许慎的《说

文解字》对于汉语词汇语素组合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启

发性的地位，书中对汉字字源、字形以及字义关系等方

面的知识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论述，而刘熙的《释名》可

以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鸿篇巨制探讨汉语词语理据性的

词典。清代，随着训诂学的兴起，大量学者参与到语源

学的研究当中，将语源学的研究推向高潮，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的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王念孙疏《广

雅》等等。王力先生所著的《同源字典》可以说是新时

期的同源字典的代表，虽然这些著作大都侧重单音词语

源问题的研究，但其中或多或少地都涉及到了汉语词的

理据性研究，这对我们今天现代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理

据性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我

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当代学者也开始注意现代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

性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张永言先生、刘

叔新先生先后对词语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

志毅先生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理据的三种类型，

孙常叙先生、符淮青先生都曾对现代汉语复合词语素组

合进行理据性问题的研究，还有一大部分学者以汉语词

理据性为依据，对任意性、理据性等普通语言学的基本

理论问题做了研究。但是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的研究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现代汉语复合词理据性的研究大

多涉及的是对个别词语的研究，较少有全局性的把握，更

少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阐述。虽然我们对汉语词的理据性研

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对现代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

的研究可以说是才刚刚起步，并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确

实遇到了一些不能解决的语言现象，单从词语的结构层解

释是远远不够的，从单纯的语义角度来解释，也不能完全

讲得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从词的理据性上研究解释。

可以说汉语复合词的理据性研究为我们研究汉语打开了一

个新的视野，有助于汉语习得和人们认知水平的发展。

然而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有如此重要的意

义，那我们研究复合词语素组合要从哪几方面入手呢？

以下从不同角度对汉语复合词的理据性做具体分析。

二、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分析

1. 从语素选择角度看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

语言中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我们无法解释，但是从

词语理据性的角度去解释或许可以解决，例如“坏蛋”

是指品行不好，多做坏事，令人讨厌的人，那有人就会

问为什么好人不叫“好蛋”呢。我们先不去分析这两个

词，看一下另外几个含有语素“蛋”的词，除了坏蛋，

还有“笨蛋”、“傻蛋”、“滚蛋”，这几个词都含有感情

色彩，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词的意义都是表示贬义的，通

常人们很讨厌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时才会说这样的词，而

且与“蛋”组合另外一个语素的意义也是表贬义的，而

“好蛋”是整体想表达一个好的意义好人的意思，而且

“好”是一个含褒义的语素，所以它和“蛋”这个语素

不能搭配，也不能用这个词来赞美别人，日常生活中也

见不到这个词，当有人说这个词时我们会感觉特别奇

怪，有时候用也是在开玩笑的时候说笑话罢了。这体现

了我们汉语复合词所蕴含的理据性，也体现了汉语的博

大精深。再看一个复合词，我们通常说“提高”能力、

“提高”成绩，没有人会说“提低”成绩，这是因为在

“提高”一词中我们已经在意识中规定了“升高”的施

力方向是向上的，所以没有“提低”这一说法，我们只

能说“降低”，我们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内部包含了各

种各样的理据性，通过语素的选择我们知道哪些是不符

合规则的，同时也对复合词除了结构形式之外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2. 从语素组合顺序看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

汉语复合词中有些词的顺序很灵活，可以变动，当

然不同的顺序代表了不同的意义，不同的逻辑关系，也

反映了人们思维的灵活性。举几个例子，“奶牛”这两

个语素组合在一起这样组合是表示牛类的一种，而反过

来“牛奶”则表示另一种事物。在古代我们称呼自己

的母亲为“娘亲”强调的是“娘”这个语素，就是母亲

的意思，而反过来“亲娘”我们现代汉语中强调的则是

“亲”这个语素，说明这个人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汉语

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也反映了我们民族思维的活跃

性。在语素的组合顺序上不同的词语所遵循的规则也

是各不相同的，组合中的顺序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1）积极性先于消极性原则

在语素组合时，人们更愿意将表示积极意义的语

素放在前面，而将表示消极意义的语素放在后面，例

如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到“好坏”时总是先说“好”再说

“坏”，这也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认知心理。另外

类似的词语还有喜怒、赏罚、褒贬等，虽然并不能说所



163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5)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有的词语都是这样，但是这种顺序的语素组合远远多于

那些相反顺序的词。

（2）空间方位原则

我们汉民族的空间定位的习惯一般是从左往右，从

上到下，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方位的定位上，例如“左

右、前后、上下”等词。而且在一些其他没有明确方位

的词语中，我们似乎也约定俗成地为具有方位属性的事

物作了规则上的确定，例如我们一般会说“天地”，先

说“天”后说“地”，“手脚”一词中先说“手”后说

“脚”，类似的还有眉目、被褥、拳脚等。

（3）大小多少原则

反义复合词中有一类反义语素是表示量和维度向相

反的方向变化的一组语素，一般是表示数量多或大的语

素在前，表示数量少或小的语素在后，一组语素表示数

量多，例如“多、快、宽、肥、高、深、大、粗”，另外

一组语素表示数量少，例如“寡、少、慢、窄、瘦、低、

小”，由这些意义相反的语素组合成的复合词一般按“大

小、多少、深浅、高低、胖瘦、快慢”的顺序排列。

（4）先后原则

在对时间顺序的描述方面，我们习惯于由先到后的

顺序。就是在对动作的描述方面，我们也会把先发生的

放在前面，而把后发生的放在后面。在描述事物方面，

我们倾向于按照事物的因果关系、成分关系和他们的等

级关系进行排列。例如：

A产销　传承　录放　问答　授受　教学

B晨昏　早晚　旦夕　昼夜　日夜　先后

C首位　因果　伯仲　姐妹

（5）自我中心原则

以自我为参照中心来描述时间、空间和事物也是

复合词语素组合顺序的一个重要依据。往往是把自己作

为参照物放在前面，而把另一个语素放在后面，从而来

定位前后、左右、内外、中心 - 边缘等关系。例如“中

外”以我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为“外”。“来回”也是

以我所在的位置为中心来定义动作的方向。在时间上一

般是以自身所在的时间为参照中心，将自己现在所处的

时间描述成“今”，将将来描述成“后”，将以前描述成

“昔”，例如今后、今昔。

（6）等级原则

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等级原则主要体现为人们对

事物进行主次和等级划分上，如“本”和“末”、“公”

和“私”、“老”和“幼”。这些语素组合主要是等级高的

在前，等级低的在后。等级排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男尊女卑、尊老爱幼等传统观念和道德的影响。这类词

特别体现在汉语称谓词上，例如“父母”一词中“父”

必须在前，“母”必须在后；“男女”男必须在前，女必

须在后；“兄弟”一词中“兄”一般在前，“弟”一般在

后；“君臣”一词中“君”必须在前，“臣”必须在后。

再如：官兵、父子、老幼等。

3. 从人类认知角度看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

这个角度的理据性有“隐形理据”与“显性理据”

之分。

（1）显性理据

从语素的意义和关系能直接反映出来，这就是“显

性理据”。这一类通过对语素义及语素义的结构关系就可

以探知理据性，一般是以客观事物的特征和形状作为语

素组合的理据性，如颜色、性状、属性、分类、时间、

地点、来源和用途等方面。有以下多种类型：

A“面包车”，“面包”提示车的形状特点，和“车”

这个语素一起构成形状外观像面包的车这一事物，以事

物形状作为构词依据的还有

扁担　长城　兔唇　带鱼　瓜子脸　鹅卵石　芭蕉

扇　鸭嘴帽　鹅毛雪　八字胡　罗圈腿　梅花鹿　珍珠

米　凤尾竹

B“菜 牛 ”，“菜 ” 提 示 牛 的 用 途（养 牛 是 为 了 吃

肉），与此相似的词还有

燃料　耕牛　衣箱　酒店　牙刷　脸盆　酒壶　托

儿所　输油管　雨衣　体温计

C“挂面”，“挂”提示着面条的制作特点，（把面制

成条状，悬挂晾干而制成），此类词还有

蒸饺　淀粉　素描　胶合板　刀切面　蒸馏水

D“腊八粥”，“腊八”提示着粥的特点（腊月初八

食用），这类词还有

年糕　节礼　秋风　秋收　早操　冬雪　唐诗　夏

令营　中秋节

E“米酒”，“米”提示着酒的原材料（以米酿制），

相似的词还有

瓷砖　铁锅　石油　煤气　布鞋　鸡蛋饼　石棉瓦

　鱼肝油　芝麻酱

F“铅笔画”，“铅笔”提示着画画使用的工具（用

铅笔作为工具作的画），相似的词还有

篮球　油画　红绸舞　皮影戏

（2）隐性理据

“隐形理据”不能通过语素的意义及组合关系看出，

而需要我们通过多种修辞手法和象征意义分析出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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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一般是借助词的基本意义的引申和比喻形成。主要

有以下类型：

A 词中两个语素，前面的是本体，后面的是喻体，

前面对后面起修饰限制作用，例如

烛泪　云海　法网　浪花　驼峰　冰棒　月牙　流

星雨　豆腐脑　蘑菇伞

B 词语中两个语素，前面的是喻体，后面的是本体，

例如

燕尾服　老虎钳　针叶松　猫头鹰　蛤蟆镜　罗

汉豆

4. 从文化角度看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

对汉语复合词中语素组合理据性的研究很多需要追

溯到本义上去探究，尤其是一些流传到现在并且经常使

用的古语词，想要推知它们的由来，我们必须要对古代

以及我国各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典故有所了解，并且对

于必要的同源词典也必须有所了解。在探究这些古语词

理据性的同时我们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中华民

族特有的精神气韵，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习俗。

例如以下几个古语词的由来：

“解手”单从结构上来分析，它是动宾结构，那它的

意义真的就是解开手吗，这和上厕所有什么关系呢，这

个词语的缘由就要回到它的本源上来探寻。解手：明代

洪武、永乐年间，令山西洪洞、临汾等地移民至山东、

河南等地，怕移民逃走，便把他们的手用绳索捆起来，

挽结串连，移民若欲大小便，就呼叫：“解手”。这就是

古语词“解手”一词的由来，这反映了我国的历史文化

和风俗，所以说探究词语语素组合的理据性好比拉开了

一扇大门，里面的世界很精彩，因为它包含了太多人们

没有发现的东西。“酒窝”：喝酒时脸上出现的微窝。国

人喜欢浓烈白酒，故饮时不宜大口喝下，而常为“抿”

酒，此时两颊肌肉紧张，有人会出现微窝。又江浙一带

俗以有微窝者喜饮酒。这是酒窝一词的由来，虽然只有

两个语素，它们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典故，绝不是像

我们对复合词结构分析时那样简单。探析复合词背后的

理据性，对于我们加深对词语的理解和记忆以及使用具

有重要的意义。“洛阳”一地名的由来，水的北面为阳，

该地位于洛水以北，故称洛阳。战国时，洛河古时名雒

水，其位居雒水之北，“水北为阳”，故名雒阳。此名既

为地理区域名亦为城名，一直沿用。秦朝时，五行学说

盛行，秦始皇按“五德始终”进行推理，认为周得火德，

秦代周，应为水德，而雊阳地处洛河之阳，因此改雒阳

为洛阳。

三、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研究的意义

1. 有助于人们对汉语复合词意义的理解和运用

汉语复合词是由不同的语素构成的，如果我们只

是单纯记忆这些语素各自的意义而不去把握他们整体

的意义、关系和由来，那很少有人能记住博大精深的

汉语词语的具体意义和用法。我们知道虽然复合词的

意义不是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每

个语素的意义，再为他们建立联系，便可以推知整体

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推知有关词语的意

义，这个过程中，由单独的语素义融合到整体的词语

义的过程，就是汉语词语理据性体现的过程。准确把

握汉语中常用复合词的意义和用法，对于研究语素之

间的联系和区别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

们能够准确辨析近义词的原因。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

的研究为我们准确合理使用近义词，提供了系统而强

大的理论指导。

2. 为语言习得提供帮助

对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研究，可以在教学中帮助

同学们准确记忆词语的读音、意义及用法，例如在《现

代汉语词典》中“泡桐”一词的解释为“落叶乔木，叶

子大，卵形或心脏形，表面光滑，北面有绒毛，圆锥花

序，花冠紫色，结硕果，长圆形，木材质地疏松，可制

乐器、模型等。也叫桐”。对于词典上的解释，我们还是

不能够看出这个词的由来和理据。但是我们通过许多考

证发现“泡”在方言中有虚而松软，不坚硬的意思，在

这个意思上它的读音念阴平“泡”（pāo），不念去声，而

“泡桐”也是一种质地松软的木材，所以此处它念“泡

桐”（pāo tóng）。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了解了它

的特点，就不会再念错，而且同时记住了“泡”这个语

素读阴平时它所代表的意义，了解了它表示的事物的特

点，并且记忆深刻，再遇到时能准确使用这个词语。再

如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节气“冬至”，大多数人以为“冬

至”就是冬天来了的意思。但实际上呢，“冬至”其实是

冬天的极点的意思，“至”是极点的意思，两个语素合起

来是冬天的极点的意思。如果我们单凭表面上的语素关

系，不管其中的理据性，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所以说

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可以大体了解，但是很难准确掌握

这个词的意思。要准确掌握这个词的意义和用法，就必

须探究这个词的由来和理据性。因此，对汉语复合词语

素组合理据性的研究意义重大，这关乎我们学生对汉语

词汇准确度的掌握，关乎日常生活表达的准确性，也关

乎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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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以往对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研究大多是从结构形式的

角度进行的，由此我们得出了复合词的五种结构类型。

但是对于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

入。但是我们对于复合词理据性的研究从未间断过，我

们一代又一代人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现在越来越多的

学者注意到复合词理据性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且

积极投身于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的研究，这极大地推

动了汉语的发展。

本文对汉语复合词理据性的研究主要从汉语复合词

语素组合的选择、语素组合的顺序、人类认知方式、文化

视角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其中涉及到一些很有

意义的组合原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在语素组合的顺

序上我们讲究空间原则、先后原则、自我中心原则，在人

类认知的角度上，从隐形理据和显性理据两个方面来分

析，有些古语词需要从词源学、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从这

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汉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理据性，我们

会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和新的研究视角。希望本文能为汉

语复合词语素组合的研究提供一些研究的角度，总结前人

的经验，推动复合词语素组合理据性研究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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