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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構詞規律的探索是語言學理論的一個基礎問題。在現代漢語言學中，構詞的理論主要有三

種，即語法構詞理論、語義構詞理論和語音構詞理論。本書以「字本位」理論為背景討論了漢

語的語義構詞理論。

本書首先從說明上古漢語單字格局的語義構造入手，把漢語的語義編碼公式確定為「1 個

字義＝ 1 個語義特徵 ×1 個語義類」。在單字格局中，特徵和義類都是隱含的，要確定它們必須

比較同源形聲字族或屬於同一語義場的相關子群。特徵和義類儘管數量繁多，但可以分別歸納

為義等和義攝，義等例如「形狀、質料、空間、時間」等，其實質是概念字義平面的語義格，

它規定著漢人描寫事物所遵循的特定的若干軌道。義攝例如「人物、動物、植物、姿容」等，

它反映的是事物的分類等級。每一個義攝或每一個義類都有自己適用的義等。

由於單字結構格局內部存在不平衡性，漢語逐漸向雙字格局過渡。從上古漢語的單字格局

演化為現代漢語的雙字格局，字的功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語義編碼的基本特性並未改變，

仍是「1 個特徵 ×1 個義類」。在雙字格局中，特徵和義類分別由不同的具體單字表達，前字功

能表特徵，後字功能表義類，由於同一後字一般有若干前字與其組配，所以後字可以定位「核

心字」。通過考察「核心字」，本書把漢語雙字格局的語義結構格式歸納為類別式、描摹式和比

喻式等三種。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書確立了漢語雙字格局字與字組配的三條基本原則：（1）

甲字為核心字，如果乙字所表示的意義是甲字所表示的義類的一個次類，那麽甲乙兩字可以組

配為一個雙字字組，乙字充當甲字的前字；（2）甲字為核心字，如果乙字與甲字某一義等中的

某一維度中的若干字存在意義上的對立同一關係，那麽乙字有可能充當甲字的前字；（3）甲字

為核心字，如果乙字所表示的意義能夠對甲字所表示的意義做出比喻性的說明，那麽乙字有可

能充當甲字的前字。

最後，本書對漢語構詞研究的方法論做出了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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